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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个人幸福和

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度日益

提升。在这一背景下，体育锻炼作为一种重要的健

康行为，其参与程度和影响因素成为学界关注的焦

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促进群众体育

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这些战

略部署凸显通过发展体育事业实现健康中国的重要

性。在党和政府不断努力下，我国居民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呈现出稳步提升的态势。根据国

家体育总局发布的《2020 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

公报》［1］，我国 7 岁及以上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

人数比例仅为 37.2%，距离《全民健身计划（2021—

2025 年）》［2］提出的到 2025 年达到 38.5% 的目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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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一数据反映出，在促进

全民健身方面，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需持

续努力以实现既定目标。在这一背景下，深入研究

影响居民体育锻炼参与的因素具有重要意义。通过

分析这些因素，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前全民健身

发展的动力和阻力，为进一步提高居民体育锻炼参

与率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因此，本文提出以

下研究问题：文化资本如何转化为健康资本，进而

影响人们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这些因素之间存

在怎样的关系和作用机制？在众多影响体育锻炼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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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因素中，个人受教育程度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

重点。已有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与健康状况和行

为呈显著正相关，文化资本理论为理解这一关系提

供了框架，认为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技能，还塑造个

体的品位和生活方式。在数字化时代，互联网使用

为健康信息获取和体育锻炼参与提供新途径，使教

育对健康行为的影响机制更加复杂。然而，现有研

究在因果关系的确立、中介机制的探索以及代际影

响的分析上仍存在不足，特别是在中国背景下，相关

研究较为缺乏，亟需深入探讨教育、互联网使用与体

育锻炼参与之间的复杂关系。尽管文献为理解受教

育、互联网使用与体育锻炼参与之间的关系提供见

解，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深入探讨：一是，大多数

研究集中于教育对健康行为的总体影响，对其具体

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的探讨还不够深入；二是，虽

然一些研究注意到互联网使用在教育与健康行为之

间的潜在中介作用，但系统性的实证检验仍然不足；

三是，关于受教育程度影响体育锻炼参与的代际传

递效应，现有研究多局限于描述性分析，缺乏对因果

关系的实证研究；四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背

景下，受教育程度、互联网使用与体育锻炼参与之间

呈现出独特的关系，这一点也需要实证研究来验证。

鉴于文献的局限性：第一，选择父母的受教育

程度作为个人受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这一选择基

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子女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

但不直接影响子女的体育锻炼参与的假设。这一工

具变量的选择不单能解决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还能

更准确地估计受教育程度对体育锻炼参与的因果

效应［3］；第二，采用基于工具变量的因果中介效应模

型，以探讨互联网使用在受教育程度与体育锻炼参

与之间的中介作用，这一方法在识别直接效应和间

接效应的基础上还控制处理变量和中介变量的内生

性问题，同时还能进行中介效应估计［4］。关注文化

资本理论中教育代际传递，通过考察父母受教育程

度对子女体育锻炼参与的影响，探讨文化资本在家

庭中的传递机制。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传统文化

资本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文化资本的内涵和外延

也随之扩展，出现了数字文化资本等新形式。这一

视角不仅丰富文化资本理论在健康行为研究中的应

用，还为理解健康不平等的代际延续提供新的视角。

研究的理论贡献如下：一是，通过系统性地考察受

教育程度、互联网使用与体育锻炼参与之间的关系，

拓展了传统文化资本理论在数字时代的内涵，提出

了数字文化资本的概念，丰富文化资本理论在健康

行为研究中的应用；二是，通过引入互联网使用这

一中介变量，揭示受教育程度影响体育锻炼参与的

机制，阐释了数字文化资本如何影响个体的体育锻

炼行为选择，为理解数字时代的健康行为提供新的

视角；三是，通过探讨教育的代际传递效应，拓宽对

健康行为不平等代际延续机制的理解。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受教育程度对体育锻炼参与的影响

体育锻炼参与是健康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是影响个体健康状况的关键因素。研究重点探

讨受教育程度对体育锻炼参与这一具体健康行为的

影响。受教育程度与体育锻炼参与的关系一直是社

会学、教育学和体育社会学等领域研究的重点。受

教育程度与个体的体育锻炼参与之间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5-6］，布迪厄［7］的文化资本理论提出文化

资本的 3 种存在形式：具身化文化资本（内化于个人

的长期倾向和习惯，如知识、技能、品味）、客观化文

化资本（物化的文化产品，如书籍、艺术品、仪器）和

制度化文化资本（由社会认可的资格或证书体现，如

学历、学位）［7］。每种形式的文化资本都可以通过

多种变量进行测量，如阅读习惯、艺术欣赏、文化消

费等。在实际研究中，受教育程度被广泛视为文化

资本的核心指标，因为教育不仅是获取其他形式文

化资本的主要途径，也是制度化文化资本的直接体

现。但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使用水平已成

为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个体获取、处理

和利用数字信息的能力。文化资本与教育之间存在

复杂的相互关系。一方面，家庭文化资本影响个体

的教育获得和学业成就；另一方面，教育本身又是

文化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制度化状态），同时也是

获取和积累其他形式文化资本的主要途径。这种复

杂的循环关系使得教育在文化资本理论中占据核心

地位，不仅作为文化资本的组成部分，还作为文化资

本传递和再生产的关键机制。教育通过传授个体的

知识和技能，培养个体的品位、偏好来共同构成个体

的文化资本，进而影响个体的健康行为选择。在数

字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资本理论的外延得到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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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文化资本作为一种新形式，可以被定义为个体

通过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获取、积累和转化文化资源

的能力，其体现方式包括互联网使用频率、数字素养

和对在线健康资源的利用等。这一新形式的文化资

本在促进健康行为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例如，互联

网为获取健康信息、参与在线社区和接受数字化健

康服务提供了便利，从而帮助个体内化健康行为，形

成健康生活方式。数字技术的发展还改变文化资本

的获取和传递方式，互联网使用成为具身化文化资

本的新形式，人们通过数字媒介获取信息、知识和技

能，从而丰富了文化资本的内涵。数字技术还促进

了文化资本的客观化形式，如数字化的文化产品和

在线教育资源。制度化文化资本也不再仅限于传统

学历证书，数字技能认证等新形式开始涌现。因此，

文化资本理论需要在数字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以

涵盖这些新的影响和变化。文化资本的获取和形式

发生了巨变，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得数字文化资本成

为文化资本的新形态，包括数字素养、互联网使用

能力等，这些新形式的文化资本对体育锻炼行为有

着重要影响［8］。在文化资本理论的指导下，大量研

究支持教育对个体的健康、健康行为产生的积极影

响 ［5-6］，这被称为“教育的健康梯度”效应，高水平的

文化资本往往与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更积极的健康

行为相关联［9-10］，教育水平与健康状况呈正相关关

系［11］。教育对健康行为的影响其观点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第一，高教育水平群体通常拥有更多经

济资源，能够更好地进行健康投入［5，12-14］；第二，高

教育水平群体具备更丰富的健康知识，倾向于采取

积极的健康行为［15］；第三，教育提高个体的认知能

力，有助于做出有效的健康决策［16-17］；第四，高教育

水平者倾向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更多的体

育锻炼和更少的不良行为［18］；第五，高教育水平群

体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心理支持，有利于维护心理健

康［19］；第六，高教育水平与较低的患病率和肥胖率

相关［20］。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更容易理解健康行

为的价值并付诸实践［21-22］，在体育锻炼参与这一具

体健康行为上，教育的作用更为直接和有效［23］。

教育影响健康行为的路径是多元的，涉及直接

和间接的多重机制，如互联网的因素、社会网络的扩

展等，这些中介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体育锻炼行为

的形成和维持，仍需深入探讨。值得注意的是，教育

的影响不仅限于个体层面，还会通过代际传递对下

一代的健康行为产生深远影响，如父母的受教育程

度如何塑造子女的健康行为习惯，特别是在体育锻

炼方面。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1：受教育程度与体

育锻炼参与呈正相关关系。

1.2　受教育程度与体育锻炼参与的代际传递

个人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其体育锻炼参与的主要

机制，但受限于经济支持、锻炼资源、学业压力等因

素的影响，个体对体育锻炼的影响弱化，家庭因素上

升。由于所处环境和时代不同，父母和子女之间确

实存在代际传递现象［24］，且文化资本理论为理解父

母教育程度影响子女体育锻炼行为的代际传递过程

提供了分析框架。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文化资本指

标，通过影响子女学业表现和塑造家庭教育环境，间

接影响子代健康行为［25］。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还

能为子女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支持，显著提升

子女的受教育程度［26］，进而使子女具备更好的健康

知识和意识，更倾向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27］。

在探讨父母受教育程度影响子女健康行为的机

制时，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首先，社会经

济水平的中介作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作为社会经

济水平和文化资本的一种形式，使子女有机会获得

更加丰富的社会资源，从而取得较高的回报［28］。将

父母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行为同时纳入回归

模型，分析代际传递的机制和程度，可以有效控制

家庭背景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准确测量父母教育对

子女健康行为的直接和间接作用［29-30］，为检验代际

传递机制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和实证支持。其次，健

康生活方式的中介作用。研究者认为子女在社会结

构和家庭结构双重因素影响下，形成了不同的生活

行为习惯［24］。例如，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拥有丰

富的锻炼资源，在选择子女未来的生活方向时，更

倾向于形成并保持较为健康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

式［12，31］。综合而言，这些中介因素分为两类：物质

性因素（如社会经济地位）和认知性因素（如价值观、

生活习惯、生活态度以及处理问题能力等）［32］。首

先，多数研究集中于探讨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健

康行为的直接影响，对其通过何种传导机制影响子

女健康行为的间接路径研究相对不足。其次，现有

研究方法存在不足。研究拟从代际传递的视角，深

入剖析父母受教育程度如何通过家庭文化环境、价



李骁天，武文琪，李树旺 . 文化资本视角下的全民健身：受教育程度、数字文化资本与体育锻炼参与的互动机制

·83·

值观念塑造等机制影响子女的体育锻炼参与。这不

仅有助于理解文化资本在家庭中的传递过程，也为

探究健康行为的形成机制提供新的视角。父母教育

作为子女教育的工具变量被有效应用［33-34］，以解决

教育与健康行为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并检验代际传

递机制。例如，利用母亲教育作为子女教育的核心

变量，研究教育对健康行为的影响；也有将父母教

育和子女教育同时纳入工具变量模型［35-37］，分析父

母子代间的代际问题。考虑到不同群体存在异质

性，教育对健康的影响在不同群体间可能有不同的

表现，这一点在现有研究中未得到充分关注。最后，

随着数字化的深入发展，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也呈

现出新的特征。数字文化资本的获取能力在家庭内

部的传递表现尤为明显。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更可

能为子女提供接触互联网和使用数字技术的机会，

从而提升子女的数字素养［38］，使其更有效地获取健

康信息并参与健康行为（如体育锻炼）。因此，研究

关注数字文化资本在父母教育水平通过子代教育水

平影响体育锻炼参与中的桥接作用，进一步揭示数

字时代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机制。基于此，提出研

究假设 2：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通过代际传递影响子

女的体育锻炼参与。

1.3　受教育程度与体育锻炼参与的关系

传统研究强调教育通过提升健康知识影响体育

锻炼参与等健康行为，但往往忽视了数字时代的新

特点。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文化资本作

为文化资本的新形态逐渐凸显，文化资本不仅体现

在教育水平上，还通过互联网使用等途径转化为健

康资本，影响个体的体育锻炼参与。数字文化资本

指个体获取、理解和运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包括数字

素养、互联网使用技能等［39］。高受教育程度的个体

更容易积累数字文化资本，从而更有效地获取与体

育锻炼相关的信息和资源。数字文化资本不仅影响

信息获取方式，还塑造了新的健康行为模式，如线上

健身、健康应用程序的使用等，从而形成并内化健康

行为［40］。在不同学科领域，对数字文化资本的研究

存在多种分类视角和争议。一方面，社会学和传播

学更关注数字技术在重塑社会关系、地位获得及文

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常从信息接入、使用深度与内

容生产等维度来划分数字文化资本层次；另一方面，

教育学与信息科学多强调个体数字素养对学习成

效、信息评估能力以及职业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影响，

认为数字文化资本不仅表现为接收与运用数字信息

的能力，也包括创造和分享数字内容的实践。这种

多重视角促使研究者就数字文化资本的本质与影响

机制展开讨论，有学者认为数字文化资本会加剧社

会不平等，而另一些研究则指出数字化环境可以为

弱势群体提供教育与健康资源。数字文化资本主要

强调其在获取健康信息和塑造体育锻炼行为方面的

内在价值，突出教育与互联网使用在健康行为形成

中的互动关系。虽然受教育程度相对稳定，但互联

网使用行为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过往使用

截面数据的研究中，互联网使用被视为反映个体在

特定时间点上的数字文化资本［41］，且受教育程度对

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在总体上具有稳定性［42-44］。在互

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教育对健康行为的

影响也通过互联网使用体现。一方面，教育不但在

通过传统的经济资源、健康知识、认知能力和社会心

理资源影响健康行为，还通过提升数字素养来发挥

作用。例如，高教育程度的个体通常具备更强的数

字素养和批判性思维，能更有效地获取和利用互联

网健康资源，并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互联网作为

一种客观化文化资本，已成为受教育者获取健康信

息的重要工具，他们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获取健康

信息，并通过健康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将这些信息

转化为实际的健康行为。例如，通过互联网学习最

新的体育锻炼方法，并将这些方法融入日常生活，逐

渐形成稳定的锻炼习惯。这种新时代的信息传递表

明制度化文化资本通过互联网这一客观化文化资本

转化为内化文化资本（即个体的健康行为和生活方

式）的过程，但这些文献主要关注健康行为的个体化

过程，在探讨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机制中仍是空缺。

另一方面，互联网还提供个性化的健康建议、持续跟

踪和健康行为的内化过程［45］，如受教育者不仅通过

增强数字素养更好地筛选和应用互联网信息，还通

过提高科学健康决策的能力，增强健康管理的效果。

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更善于利用互联

网获取健康信息，并采取如定期体检、健康饮食和体

育锻炼等预防性健康行为，这不仅改善身体健康，也

对心理健康和社会融合产生了积极影响。尽管如

此，上述研究在探讨健康信息获取的便利性和可靠

性时，尚未充分考虑信息过载和信息误导的潜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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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特别是在体育锻炼方面，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不

单更容易理解并接受互联网提供的锻炼指导，还积

极将这些指导付诸实践。通过参与在线健身课程和

使用运动跟踪设备，他们能够在家中或工作场所便

捷地进行锻炼，从而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提高锻

炼的频率和效果。同时，互联网还提供与他人分享

锻炼经验、获取社交支持的机会，进一步增强他们坚

持锻炼的动力［46］。最后，关于互联网对体育锻炼影

响的研究仍存在争议，部分文献指出过度依赖互联

网会导致久坐行为增加，反而不利于体育锻炼的参

与［47］。这种观点不一致表明，互联网使用与体育锻

炼参与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探讨其背后的作用机

制。综上，教育通过互联网使用对健康行为的影响

是多层次的，涉及知识获取、行为内化、健康决策和

社会支持等方面。由于当前的研究中互联网使用对

体育锻炼参与的影响仍存在争议，仍需更细致的机

制研究来解释这种影响的差异性。基于此，提出研

究假设 3：互联网使用在受教育程度与体育锻炼参

与之间起中介作用。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在控制了人口学、社会

经济学等变量的基础上，依次对受教育程度对体育

锻炼参与有显著影响（假设 1）、父母受教育程度代

际传递影响个体体育锻炼参与（假设 2）、受教育程

度通过互联网使用对体育锻炼参与的中介作用（假

设 3）进行探索分析。基于此，构建了个人受教育程

度促进体育锻炼参与的假设路径图（图 1）。

2　研究方法

2.1　模型设计与评估方法

2.1.1　Probit模型介绍

参考陈强［48］Probit 模型介绍，分析二分类因变

量的影响因素，逐步增加控制变量构建嵌套模型，以

增强解释力。为了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工

具变量回归模型，并使用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工具

变量。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0 1 2 3 4 5

6 7 8 9

i i i i i i

i i i i i

Y G H A D M
I S IN E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 + ε
 （1）

上述模型中，Y 代表因变量体育锻炼参与，G 代

表性别，H 代表户口，A 代表年龄，D 代表地区，M 代

表婚姻，I 代表收入，IN 代表职业声望，S 代表互联网

使用，E 代表个人受教育程度，β1、β2、β3、β4、β5、β6、β7、

β8、β9、β10、β11 是模型参数， 是误差项。

模型之间和样本之间某变量效应的比较是社会

学定量研究关注的问题［49］。研究参考洪岩璧［50］应

对策略中的 KHB 模型 diff 分解法解决此问题。其方

法的核心是得到 X2 对 X1 回归后的残差 ，即模型

５的误差项 vi。然后用 替代 X2 进入方程 6，得到

方程 7，即分离出变量间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能

在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对变量间的效应进行准

确的比较。

 2 0 1 1i i iX Y Y X v= + +  （2）

 *
1 1 2 2i i F i F iY X Xβ β σ= + + ε  （3）

 * *
1 1i i FY X β= * *

2 2i F iX β σ++ � ε  （4）

上述模型中，Y 代表因变量体育锻炼参与，X 代

表自变量个人受教育程度，vi 是误差项。

2.1.2　工具变量回归模型 

国内文献多使用 OLS 模型估计教育对体育锻

炼参与的因果效应，但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反向因

果关系等问题，导致估计结果偏误［51］。其次，现有

对教育影响体育锻炼参与的文献多停留在理论层

面，缺乏实证分析，这些问题凸显采用因果推断方

Q1 H1

Q2 H2

H3
Q3

Z

M

图1　假设思路图

Fig.1　Hypothetical idea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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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必要性。将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子代受教育

程度的工具变量，进而考察教育对子代健康行为的

影响［52］，发现教育显著降低吸烟、饮酒、肥胖的概

率［53］，降低不健康行为的发生率，可以使子女形成

更健康的饮食习惯、更好的心理健康，从而减少子女

功能障碍的患病率。上述文献表明，父母受教育程

度对子代健康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提高子代受教育

程度而实现，且作为工具变量能够较好地消除遗漏

变量偏误。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的适用

性在于：①它与子女教育显著相关，很大程度上决

定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②排除通过影响子女教育

而产生的间接效应，父母受教育程度本身与子女的

健康行为无直接关系，即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

设［54］。当然，使用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子代受教育

程度的工具变量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是，如果父母

的受教育程度除通过影响子女受教育程度影响子女

健康外，还通过遗传、家庭培养等其他渠道影响子

女健康，则违背工具变量的排他性假设；二是，不同

时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代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程

度有所不同，因而作为工具变量的效度也随之变化。

尽管如此，以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的方式

考察教育对子代健康的因果效应仍不失为一种创新

尝试，它能改善由内生性问题引起的估计偏误，更准

确地揭示受教育程度和体育锻炼参与之间的因果关

系。将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子女受教育程度一起纳入

回归模型［55］，可以直接分析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效

应，这一方法在教育经济学和社会流动性研究中得

到广泛应用［56］。通过同时考虑父母和子女的教育

水平，能够识别父母教育对子女健康行为的直接影

响和通过子女教育的间接影响，增强模型的解释力

和估计的准确性。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1 0 1 1 1X a Zα= + + ε   （5）

 2 0 2 2 2X a Zα+ += ε  （6）

 0 1 1 2 2 3
ˆ ˆX XY β β β= + + + ε  （7）

其中，X 代表自变量个人受教育程度，Y 代表因

变量体育锻炼参与，Z1 代表工具变量父亲的受教育

程度，Z2 代表工具变量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是 X1

的第一阶段估计值， 是 X2 的第一阶段估计值。

2.1.3　基于 IV的因果中介效应模型

工具变量回归仅能分析个人受教育程度、父母

受教育程度的体育锻炼参与的因果效应，对于既有

因果效应个人受教育程度、父母受教育程度和体

育锻炼，也有教育程度、互联网使用和体育锻炼参

与的中介效应的无法同步识别，基于此，引入 IV 的

因果中介效应模型。在传统的中介效应分析中，通

常假定处理变量（Treatment variable）T 和中介变量

（Mediator variable）M 是外生的，即它们不受其他因

素的影响。如果处理变量 T 和中介变量 M 是内生

的，即它们受到其他内在因素的影响，那么中介效应

分析就需要特殊的处理方法［4］。其作用就在于使用

一个工具变量同时进行因果效应和中介效应分析，

同步解决处理变量和中介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确保

在中介效应分析中获得更可靠和准确的结果，有效

理解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4］。

选择互联网使用作为中介变量，是由于人们的

受教育程度会影响互联网使用，而互联网则对体育

锻炼参与有积极影响［57］。互联网使用是个体在教

育水平下获取健康相关信息和资源的桥梁，互联网

使用行为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但在 CGSS 调查数据

中，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先于互联网使用，且较高的

教育水平能够提高当前的互联网使用能力［58］。虽

然教育程度相对稳定，但多期横截面调查允许我们

通过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来探究互联网使用的行为

变化如何作为中介变量，连接教育水平与健康行为。

这样，通过多样化的个体数据，揭示文化资本的形成

和转化机制。具体而言，由于教育和互联网使用之

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例如遗漏变量、测量误差

等，采用 IV 中介效应模型能够有效控制这些问题，

并揭示教育通过互联网使用这一中介变量对体育锻

炼参与的因果效应。使用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工具

变量，能够避免直接将受教育程度与互联网使用之

间的内生性关系所带来的偏误，同时能够识别教育

的直接效应与通过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应。需要强

调的是，关注数字文化资本的中介作用，通过纳入互

联网使用这一新型文化资本指标，检验其在受教育

程度影响体育锻炼参与中的具体路径。数字文化资

本的引入不仅为因果机制的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持，

也进一步拓展了文化资本理论的应用边界。通过工

具变量父母受教育程度的设定，验证了教育水平如

何通过提升数字文化资本（互联网使用频率、数字素

养等）进一步影响体育锻炼参与的逻辑闭环。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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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不仅强调了数字文化资本的中介作用，也突出

了其在健康行为选择中的核心地位。鉴于此，以体

育锻炼参与为因变量，以个体受教育程度为自变量，

以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和父母中至少

有一方进行过教育为工具变量的基于 IV 的因果中

介效应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1 0 1 1 1X Zπ π= + + ε  （8）

 2 0 2 2 2X Zπ π= + + ε  （9）

 3 0 3 3 3X Zπ π= + + ε  （10）

 0 1 1 2 2 3 3 4
ˆ ˆ ˆM X X Xδ δ δ δ= + + + + ε  （11）

 0 1 1 2 2 3 3 4 5
ˆ ˆ ˆ ˆY X X X Mβ β β β β= + + + + ε  （12）

其中，X 代表自变量个体受教育程度，Y 代表因

变量体育锻炼参与，Z1 代表工具变量父亲受教育程

度，Z2 代表工具变量母亲受教育程度，Z3 代表工具变

量父母中至少有一方进行过教育，M 代表中介变量

互联网使用， 、 、 和 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

段的估计值， ～ 是模型参数， ~ 是误差项。

由此，构建个人受教育程度促进体育锻炼参与的模

型思路图（图 2）。模型设计旨在捕捉文化资本向健

康资本转化的过程，将受教育程度视为核心文化资

本指标，体育锻炼参与则作为健康资本积累的重要

表现。通过分析受教育程度对体育锻炼参与的影

响，以及互联网使用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探讨

文化资本如何通过不同路径转化为健康资本。

H1

H2

H3

Probit

IV

图2　模型思路图

Fig.2　Model idea diagram

2.2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研 究 使 用 中 国 综 合 社 会 调 查（CGSS）2015、

2017、2018 年的数据，数据通过横截面混合处理方

式整合，虽然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在调查时点保持

不变，但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受访者在不同时期呈现

出互联网使用行为的差异性，这为分析教育水平与

互联网使用的关系提供了有效样本。经过数据清

理，最终样本包含 41 911 份有效问卷，覆盖 29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城乡地区。因变量为体育锻炼参

与。依据问卷题项“过去一年，您是否常在空闲时

间从事以下活动 - 参加体育锻炼”对受访者参与体

育锻炼的情况进行分析。参考问卷中的选项如下：

每天、一周数次、一月一次、一年数次或更少、从不、

不知道和拒绝回答。在删除异常值、不知道（98）和

拒绝回答（99）的基础上。参考王富百慧［59］、董德

朋［60］和李骁天等［61-61］对体育锻炼的分类处理策略，

将体育锻炼归为一类（1～4 界定为参与体育锻炼），

不参与体育锻炼归为一类（5 界定为不参与体育锻

炼）。为便于解读模型的分析结果，在模型中将不参

与体育锻炼设为 0，参与体育锻炼设为 1。

在测量文化资本时，受教育程度常被视为关键

指标［62］，学者们通常使用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年限

来操作化这一概念，也将文化资本的指标体系进行

了调整，既包括传统的受教育程度，也纳入了互联网

使用水平，以全面反映个体的文化资本状况。本研

究选择受教育程度作为文化资本的主要测量指标，

原因有三：第一，受教育程度作为制度化文化资本，

直接反映了个体所获得的正式教育水平，具有客观

性和可比性；第二，受教育程度与具身化和客观化

文化资本高度相关，教育水平的提高通常伴随着知

识、技能的积累和文化产品的消费增加［63］；互联网

使用水平也与文化资本密切相关，数字技术的发展

使互联网成为文化资本的重要载体。第三，受限于

数据获取，现有的大型社会调查如 CGSS 缺乏对客

观化和具身化文化资本的全面测量，受教育程度和

互联网使用的数据则相对完备。研究选择制度化

文化资本，即受教育程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个体的文化素养和知识积累，部分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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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具身化文化资本的影响。尽管这一选择存在局

限性，但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和在数据允许的范围

内［64，66］，这是较为可行的操作化方式。本文将重点

关注制度化文化资本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将互联网

使用作为具身化文化资本的代理变量和中介机制。

问卷中个人受教育程度的题项为“您目前的最高教

育程度（包括目前在读的）”对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

进行分析。在参考张晓丽等［67］人对个人受教育程

度的分类处理策略的基础上，将个人受教育程度处

理为三分类变量：小学及小学以下、中学和大学及

以上。为便于解读模型的分析结果，在模型中将小

学及小学以下设为 1（简称“小学”），中学设为 2，大

学及以上设为 3（简称“大学”）。

中介变量为互联网使用。互联网使用被视为内

化文化资本的一种形式［68］，在测量时，使用频率和

技能水平可被视为关键指标。具体题项为“过去一

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从事以下活动－上网”

对受访者的互联网使用情况进行分析。为便于解读

模型的分析结果，在模型中将不使用互联网的设为

0，使用互联网的设为 1。本节扩展对互联网使用的

概念化，结合文化资本理论的三种形式，强调互联网

使用不仅是个体技能和行为的体现，也是数字文化

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68-69］。许琪［70］认为，互联网使

用能够通过增强个体的信息获取能力和技能，改善

健康行为；互联网使用在消除城乡健康不平等中的

作用尤为显著。基于这些文献支持，本文采用频率

与目的相结合的多维度测量方式，对互联网使用对

健康行为的复杂影响进行分析。互联网使用的中介

效应基于多期横截面数据进行整合分析，以应对受

教育程度相对稳定而互联网使用习惯具有随时间演

进的特点。如前所述，CGSS 数据的整合方式将不

同年份受访者的回答合并为横截面混合数据，以捕

捉互联网使用对体育锻炼参与的影响机制。尽管受

访者在单个时间点上的教育水平不会变化，但通过

多期数据整合，可以在个体的教育水平、互联网使用

和体育锻炼参与之间探索普遍的规律性影响。

工具变量为父亲受教育程度和母亲受教育程

度。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可能影响个体的体育锻炼参

与情况，而且个体的体育锻炼参与也可能受到父母

受教育程度以及其他遗漏变量的影响，从而造成内

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参考 Li 等［71］的方法，将父母

的受教育程度作为个人受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并

将其处理为三分类变量：未接受教育设为 1，初中及

以下设为 2，高中及以上设为 3。

控制变量包括户口、性别、年龄、地区、婚姻、收

入和职业声望7 项。户口方面结合许玮和朱建勇［72］

研究方法，农业户口为 0，非农业户口为 1。收入取

对数和职业声望则是参考胡安宁［73］的方法进行操

作化定义的（表 1）。统计分析发现，个人受教育程

度、父母受教育程度、互联网使用、户口、性别、年龄、

地区、婚姻状况、收入和职业声望等因素都与个体的

体育锻炼参与存在显著关联。这些初步结果为进一

步探讨文化资本因素对个体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提

供了基础，尤其是教育、家庭背景和互联网使用等变

量与体育锻炼参与之间的关系值得在后续分析中进

行深入探讨。

3　 研究结果分析

3.1　受教育程度与体育锻炼参与的关联分析

Probit 模型分析显示（图 3，表 2），模型（1）中：女

表1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sample

变量名称 均值（标准差） t 或 χ² 变量描述

个人受教育程度
1.81

（0.71）
3.3e+03***

分类变量，受访者最高教育程度：

小学及小学以下 =1、中学 =2、大学及以上 =3

户口
0.37

（0.48）
2.3e+03***

分类变量，受访者目前的户口登记状况是：

农业户口 =0、非农业户口 =1

性别
1.53

（0.50）
5.66** 分类变量，受访者性别：男性 =1、女性 =2

年龄
49.72

（16.81）
25.16*** 连续性变量，受访者年龄

地区
1.81

（0.85）
481.47***

分类变量，受访者当前所在区域：

东部地区 =  1、中部地区 =2、西部地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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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体育锻炼倾向低于男性（β= -0.097，p ＜ 0.01）；非

农户口倾向高于农业户口（β=0.800，p ＜ 0.01）；年

龄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参与倾向降低（β= -0.032，p
＜ 0.01）；东部和中部地区倾向高于西部（β=0.231，

p ＜ 0.01；β=0.126，p ＜ 0.01）。模型（2）加入职业声

望和收入后，收入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参与倾向增高

（β=0.228，p ＜ 0.01）。性别系数由负转正（-0.097 变

为 0.029，p ＜ 0.1），户口效应减弱（0.800 变为 0.573，p
＜ 0.01）。KHB 分析显示，职业声望和收入的引入显

著减弱了性别（-0.093，p ＜ 0.01）和地区差异（东部：

0.092，p ＜ 0.01；中部：0.052，p ＜ 0.01）的影响。模

型（3）纳入互联网使用，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群体的

体育锻炼参与度更高（β=0.574，p ＜ 0.01）。KHB 系

数显示互联网使用降低户口（0.094，p ＜ 0.01）和地

区差异（东部：0.024，p ＜ 0.05；中部：0.019，p ＜ 0.1）

的影响。模型（4）加入教育程度后，中学和大学及以

上学历群体的参与概率分别高出 26.2%（β=0.262，p
＜ 0.01）和 72.8%（β=0.728，p ＜ 0.01）。教育程度的

引入强化了户口（KHB 系数：0.148，p ＜ 0.01）和地

区差异（东部 KHB 系数：0.036，p ＜ 0.01）的影响，但

图3　嵌套模型结果热图

Fig.3　Nested model results chart

注：Gender= 性别；Hukou= 户口、 Age= 年龄、East zone= 东部地区、Middle zone= 中部地区、Marriage= 婚姻、OP= 职业声望、 
In（income）= 收入、Internet= 互联网使用、HS= 中学学历、HE= 大学及以上学历

续表 1

变量名称 均值（标准差） t 或 χ² 变量描述

婚姻
0.78

（0.41）
13.82***

分类变量，受访者当前婚姻状态：

无伴侣 =  0、有伴侣 =1

收入

（取对数）

9.87
（1.30）

-57.26***
连续性变量，受访者个人全年收入取对数；

取值范围为［0，11.92］

职业声望
19.33

（19.23）
2.86**

连续性变量，受访者个人职业声望得分；

取值范围为［0，62］

母亲受教育程度
1.48

（0.63）
1.9e+03***

分类变量，受访者母亲的最高教育程度：

未接受教育 =1、初中及以下 =2、

高中及以上 =3

父亲受教育程度
1.71

（0.68）
1.7e+03***

分类变量，受访者父亲的最高教育程度：

未接受教育 =1、初中及以下 =2、高中及以上 =3

互联网使用
0.55

（0.50）
2.8e+03*** 分类变量，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是否使用互联网：不上网 =0、上网 =1

注：“***”“**”和“*”分别表示在 1% 、5% 和 10% 的水平显著；变量为连续性变量时采用 t检验；变量为分类变量时采用χ²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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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了收入（KHB 系数：0.040，p ＜ 0.01）的作用。

综上所述，纳入受教育程度后，传统人口学变量

对体育锻炼参与的影响发生显著变化，性别影响方

向发生逆转，女性体育锻炼参与高于男性；户口和

地区差异的影响增强，收入和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减

弱；互联网使用的 KHB 系数从未显示变为 0.089，表

明受教育程度可以通过互联网使用间接影响体育锻

炼参与，突显其作为重要中介机制的角色。个人受

教育程度对体育锻炼的影响大于收入和职业声望，

进一步证实文化资本理论，即受教育程度是影响个

人健康行为的关键因素，验证了假设 1 受教育程度

与体育锻炼参与呈正相关关系。

3.2　受教育程度对体育锻炼参与的代际影响

由于 Probit 模型中，个人受教育程度对体育锻

炼参与的影响可能受遗漏变量干扰，产生内生性偏

误。例如，家庭环境等未观测因素同时影响教育程

度和体育锻炼行为，导致相关性不完全反映因果效

应。此外，忽视互联网使用、职业声望、收入水平等

因素，会混淆教育与体育锻炼之间的关系，使 Probit

模型估计无法反映真实因果机制。为准确评估教育

程度与体育锻炼参与的因果关系，解决内生性问题，

本节采用工具变量回归进一步检验假设2。工具变

量回归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对体育锻炼参与有显

著的因果效应，且效应值高于 Probit 模型。在一阶

和二阶模型中（表 3），相比小学及以下学历，中学和

大学及以上学历人群参与体育锻炼的可能性分别高

出 1.025 和 1.658 个标准差（p ＜ 0.001）。在二阶模型

中，这两个学历的边际效应进一步上升到 1.069 和

1.736 个标准差（p ＜ 0.001）。相比之下，Probit 模型

中的对应边际效应仅为 0.262 和 0.728，低于工具变

量回归的估计值，验证了假设 2。忽视内生性会低

估教育对体育锻炼参与的影响。一方面，遗漏变量

导致教育与锻炼之间存在负向偏误；另一方面，随

机误差引起估计系数有偏，而工具变量回归能够纠

正“衰减偏误”。一阶模型中内生变量与扰动项的

相关系数分别为 -0.178 和 -0.085（p ＜ 0.05），表明存

表2　Probit嵌套模型和KHB模型系数回归表

Tab.2　Probit nested model regression table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Probit Probit KHB Probit KHB Probit KHB

性别

（参照组：男）
-0.097*** 0.029* -0.092*** 0.021 0.009 0.041** -0.019*

户口

（参照组：农业户口）
0.800*** 0.573*** 0.247*** 0.487*** 0.094*** 0.351*** 0.148***

年龄 -0.032*** -0.024*** -0.007 -0.010*** -0.012 0.002 -0.013

东部地区

（参照组：西部地区）
0.231*** 0.160*** 0.092*** 0.139*** 0.024** 0.108*** 0.036***

中部地区

（参照组：西部地区）
0.126*** 0.099*** 0.052*** 0.082*** 0.019* 0.069*** 0.015*

婚姻

（参照组：无伴侣）
-0.021 -0.040* 0.067*** -0.055** 0.016* -0.045* -0.007

职业声望 0.000 -0.001*** 0.001 -0.002*** 0.001

收入 0.228*** 0.173*** 0.058*** 0.136*** 0.040***

互联网使用

（参照组：不上网）
0.574*** 0.493*** 0.089***

中学学历

（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0.262***

大学及以上学历

（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0.728***

注：“***”“**”和“*”分别表示在 1% 、5% 和 10% 的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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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负向内生性关联，若忽略内生性，会高估教育的效

应。二阶模型显示教育的边际效应分别上升 4.30%

和 4.71%，进一步说明工具变量回归能有效识别教

育对体育锻炼的因果效应。

参 照 袁 微［74］进 行 检 验（表 4）。 首 先，Probit

工 具 变 量 回 归 模 型 的 初 步 检 验 结 果（Wald 

chi²=5343.00，p ＜ 0.000）显示，在 0.1% 的显著性水

平上拒绝内生变量（中学学历和大学学历）系数为 0

的原假设，表明个人受教育程度在控制其他变量后，

对体育锻炼参与有显著影响。模型系数（表 3）显示，

表3　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结果表

Tab.3　Table of results of two-stage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models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体育参与 中学学历 大学及以上学历 体育参与、中学学历、大学及以上学历

户口 0.146*** 0.01 0.151*** 0.155***

（-0.03） （-0.01） （-0.01） （-0.03）

性别 0.099*** -0.082*** （0.000） 0.104***

（-0.02） （-0.01） （0） （-0.02）

年龄 0.011** 0.020*** -0.021*** 0.012***

（0） （0） （0） （0） 

东部地区 0.051*** 0.014** 0.028*** 0.054**

（-0.02） （-0.01） （0） （-0.02）

中部地区 0.039* 0.014* 0.006 0.041*

（-0.02） （-0.01） （-0.01） （-0.02）

婚姻 -0.062*** 0.055*** -0.021*** -0.065**

（-0.02） （-0.01） （-0.01） （-0.03）

职业声望 -0.002*** -0.003*** 0.002*** -0.002***

（0） （0） （0） （0） 

收入对数 0.065*** 0.025*** 0.040*** 0.068***

（-0.01） （0） （0） （-0.01）

互联网使用 0.275*** 0.155*** 0.044*** 0.291***

（-0.04） （-0.01） （-0.01） （-0.03）

父亲初中及以下学历 0.140*** -0.002

（-0.01） （0） 

父亲高中及以上学历 -0.007 0.154***

（-0.01） （-0.01）

母亲初中及以下学历 0.018** 0.066***

（-0.01） （-0.01）

母亲高中及以上学历 -0.214*** 0.249***

（-0.02） （-0.01）

中学学历 1.025*** 1.069***

（-0.09） （-0.09）

大学及以上学历 1.658*** 1.736***

（-0.12） （-0.12）

总效应 -1.950*** -0.357*** 0.198*** -2.051***

（-0.13） （-0.04） （-0.03） （-0.11）

观测值 25，376 25，376 25，376 25，376

注：括号内是稳健聚类（ cluster） 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 、5% 和 10% 的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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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小学学历，中学学历和大学及以上学历显著

提高体育锻炼参与，边际效应分别为 1.069 和 1.736

个标准差（p ＜ 0.001）。其次，弱工具变量检验显示，

条件似然比（CLR）、K 统计量、J 统计量、K-J 检验和

Anderson-Rubin（AR）检验的 p 值均小于 0.01，表明

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父母受教育程

度与个人受教育程度显著相关，满足强相关性条件，

即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强工具变量。最后，过度识别

检验（Amemiya-Lee-Newey）不显著（chi²=4.885，p
＞ 0.05），说明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子女受教育程度

的工具变量，除影响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外，与其体育

锻炼无直接关联，满足排他性条件。上述检验说明

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能解决 Probit 模型

中个人受教育程度的内生性问题，能够识别受教育

程度对体育锻炼参与的因果效应，还揭示父母受教

育程度在代际传递中对体育锻炼参与的影响。

3.3　互联网使用在受教育程度与体育锻炼参与关

系中的中介作用

如前所述，纳入受教育程度变量后，互联网使

用从模型（3）与模型（4）系数差为 0.089（表 2），互联

网使用在受教育程度与体育锻炼参与之间发挥作

用［62］。为验证这一假设，采用基于 IV 的因果中介效

应模型，以父母受教育程度（Z1 ，Z2）和父母双方中至

少有一方受过教育（Z3）为工具变量，互联网使用为

中介变量（M），个人受教育程度为处理变量（T），研

表4　工具变量回归模型检验

Tab.4　Instrumental variables regression model test

内生性检验 Test Statistic P

初始工具变量检验 Wald chi2 534 3 0.000　

过渡识别检验 Wald chi2 4.885　 0.087　

弱工具变量检验 CLR 182.54*** 0.000　

K 181.21*** 0.000　

J 12.04*** 0.000　

K-J ＜ n.a. ＞ 0.000　

AR 193.25*** 0.000　

注：“***”代表在 1%水平上显著。初始工具变量检验提供了对

外生性原假设“H0：ρ=0”的沃尔德检验（Wald test）结果表示至少在 
5%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认为解释变量为内生变量；过度识别检验

结果中的 P 值为小于 0.05，则不拒绝原假设“H0：所有工具变量均

为外生变量”，说明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父亲和母亲学历都是外

生变量；弱工具变量检验，CLR、K-J、AR、Wald 的 P 值均在 1%水平

上显著，则应该拒绝原假设“H0：内生变量与工具变量不相关”，不

拒绝备选假设“H1：内生变量与工具变量相关”

究个人受教育程度通过互联网的使用来影响体育锻

炼的因果效应路径（图 4，图 5）。这一模型不但能有

效地控制教育和互联网使用的内生性问题，还能识

别出教育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表明制度化文化

资本（受教育程度）如何通过具身化文化资本（互联

网使用）影响体育锻炼参与，厘清影响体育锻炼的因

果效应。同时，也表明数字文化资本作为文化资本

的新形式，能够桥接受教育程度与体育锻炼之间的

关系。

Z

T M Y

F1＝1 675.501***
F2＝202.113***

0.706**0.373***

0.039 5***

Z

T M Y

F1＝12 000***
F2＝2 005.555***

0.461***0.616***

0.076

图4　基于 IV的因果中介效应图（IV=Z1，Z2）

Fig.4　IV-based causal mediation effect plot （IV=Z1，Z2）

Z

T M Y

F1＝9 293.868***
F2＝2 316.275***

0.417**0.668***

0.093***

图5　基于 IV的因果中介效应图（IV=Z3）
Fig.5　IV-based causal mediation effect plot（IV=Z3）

当父亲受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时，个人受教

育程度对体育锻炼的总效应值为 0.302（p ＜ 0.01），

其中直接效应为 0.039（p ＜ 0.01），中介效应为 0.263

（p ＜ 0.01）。第一阶段 F 统计量为 1 676（F ＞ 10），第

二阶段 F 统计量为 202（F ＞ 30），表明父亲受教育程

度是强工具变量，且通过个人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

互联网使用。当母亲受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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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效应值为 0.336（p ＜ 0.01），直接效应不显著，中介

效应为 0.336（p ＜ 0.01），表明互联网使用起完全中

介作用。第一阶段 F 统计量为 1 443（F ＞ 10），第二

阶段 F 统计量为 129（F ＞ 30），显示母亲受教育程度

同样是有效的工具变量，但解释力略低于父亲受教

育程度。虽然两个工具变量的中介效应占比有所差

异，但都能显示出互联网使用是个人受教育程度影

响体育锻炼参与的主要作用机制（表 5）。

表5　基于 IV的因果中介分析

Tab.5　IV-based causal mediation analysis

因果中介
父亲

受教育程度
母亲

受教育程度
父母双方至少

有一方受过教育

总效应
0.302***

（0.022）

0.336***

（0.024）

0.380***

（0.027）

直接效应 0.039***

（0.015）

-0.000
（0.019）

0.051***

（0.011）

间接效应 0.263*** 0.336*** 0.329***

（0.038） （0.049） （0.038）

F1 1 676 1 443 1 162

F2 202　 129　 402　

观测值 25 376

注：括号内是稳健聚类（ cluster） 标准误，“***”“**”和“*”分

别表示在 1% 、5% 和 10% 的水平显著

最后，当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受过教育作为工

具变量时（图 5），个人受教育程度对体育锻炼的总

效应值为 0.380（p ＜ 0.01），较父亲、母亲受教育程度

分别高出 7.8% 和 4.4%。这表明综合父母双方的教

育背景能提供更准确的估计。直接效应值为 0.051

（p ＜ 0.01），由母亲受教育程度时的不显著转为显

著，且略高于父亲受教育程度；间接效应为0.329（p
＜ 0.01），较父亲受教育程度上升 6.6%，但较母亲受

教育程度下降 0.7%，表明母亲在通过互联网使用影

响子女体育锻炼参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验

证假设 3。第一阶段 F 统计量为 1 162（F ＞ 10），第

二阶段 F 统计量为 402（F ＞ 30），表明该工具变量具

有强解释力（表 5）。本研究将互联网使用水平纳入

文化资本的指标体系，实证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

体育锻炼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互

联网使用作为文化资本新指标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4  受教育程度对体育锻炼参与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为有效地识别不同群体之间的体育锻炼参与

的差异，本节在 Probit 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的基础

上进行异质性分析，以便揭示不同群体的体育锻炼

参与的差异。Probit 性别分组回归结果显示：相较

于小学学历，男性在中学学历的边际效应为 -0.041

（p=0.102），大学及以上学历的边际效应为 0.021

（p=0.265）。虽然中学学历在统计上接近临界显

著水平，但总体来看，男性与女性间的体育锻炼参

与差异不明显。进一步通过工具变量回归时，中学

学 历 男 性 的 系 数 从 -0.041 变 为 -0.139（p=0.486），

大 学 及 以 上 学 历 男 性 的 系 数 由 0.021 增 至 0.227

（p=0.061），提示高学历男性的体育锻炼参与率相

对于女性提升 22.7%，且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城

乡（户口）分组回归结果则表明，相对于小学学历的

农业户口居民，中学学历和大学及以上学历的边际

效应分别为 0.042（p=0.009）和 0.198（p=0.001），说

明农业户口群体在受教育程度提升后，体育锻炼参

与率显著提高。将父母受教育程度纳入工具变量

后，中学和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农业户口系数则分别

变动至 0.021（p=0.223）和 0.441（p=0.147），不再具

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在控制父母教育背景等因素

之后，户口对体育锻炼的影响被削弱或抵消，表明家

庭文化资本在塑造体育锻炼行为中具有更深层次的

作用。性别由中学学历的显著转化为不显著（p ＞

0.1），是因为 Probit 模型中性别系数的显著性部分源

于遗漏变量或其他内生性问题，而工具变量的引入

消除这些偏差，导致性别的影响不再明显。当学历

水平上升至大学及以上时，性别因素重新呈现正向

且近似显著的影响（p ＜ 0.1），这意味着在高学历人

群中，男性更倾向参与体育锻炼。这些数值变化直

观反映出工具变量回归对于异质性分析结果的调校

效果，也说明不同群体在受教育程度与体育锻炼参

与间的因果关联存在复杂的内生性差异（表 6）。

表6　分组回归模型

Tab.6    Subgroup regression model

变量
probit IV probit

性别 户口 性别 户口

中学学历
-0.041* 0.042*** -0.139 0.021　

（0.022） （0.013） （0.234） （0.298）

大学及以上

学历

0.021　 0.198*** 0.227* 0.441　

（0.032） （0.025） （0.131） （0.279）

注：括号内是稳健聚类（ cluster） 标准误，“***”“**”和“*”分别表

示在 1% 、5% 和 10% 的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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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受教育程度对体育锻炼参与的影响

研究的结果不仅验证了文化资本对体育锻炼参

与的影响，还通过调整文化资本的指标体系，纳入互

联网使用水平，拓展了文化资本的内涵与外延，揭示

了数字时代背景下文化资本向健康资本转化的具体

机制。受教育程度作为核心文化资本，通过直接和

间接两条路径转化为健康资本：第一，高教育水平

直接促进了个体参与体育锻炼的倾向，反映了文化

资本向健康资本的直接转化；第二，教育通过提高

互联网使用能力，间接增强了个体获取健康信息和

资源的能力，体现了文化资本向健康资本的间接转

化路径。这种转化过程说明，文化资本不只影响健

康行为选择，还通过塑造个体的信息获取和处理能

力，持续影响健康资本的积累。大学及以上人群的

体育锻炼参与率更高，符合文化资本理论中受教育

程度对健康行为的影响［75］。高教育程度能获取更

多健康知识，内化为健康生活方式，使个体更倾向参

加体育锻炼，相比之下，低教育程度个体因缺乏文化

资本累积，体育锻炼参与较低。受教育程度还会通

过两种机制影响体育锻炼：一是，高学历者更重视

健康生活方式，更容易接受和实施健康行为；二是，

教育还影响社会网络空间的构建和规范。胡安宁［73］

指出，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拥有广泛的社会网络，其

中嵌入健康生活方式的社会规范和集体认同感，促

使他们更积极参与体育锻炼。

文化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可以塑造个体的品位、

偏好和生活方式选择［76］。受教育程度对体育锻炼

参与的影响大于收入和职业声望，印证教育在文化

资本理论中的核心地位［77-77］。教育的引入改变了其

他变量的影响效应，如性别影响的方向逆转，并弥补

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受教育程度对

互联网使用影响的部分削弱反映了数字文化资本和

传统文化资本的复杂互动。这些发现强调教育在塑

造体育参与行为中的多重作用，直接影响参与倾向，

并间接塑造体育锻炼参与的社会模式。模型结果显

示，性别的负向影响反映传统性别角色对体育锻炼

参与的制约。随着收入、职业声望、互联网使用和教

育程度的引入，性别效应转为正向，暗示女性通过社

会经济和文化资本的转化来弥补初始劣势。这印证

了布迪厄的观点：文化资本的获取和转化过程超越

性别界限。教育作为制度化文化资本的载体，以及

互联网使用作为获取和展示文化资本的新兴渠道，

重塑传统的性别化体育锻炼参与模式。这种变化表

明，个体体育锻炼参与更多地取决于文化资本的积

累和运用能力［78］，而非简单的性别分类。性别在不

同模型中的系数变化反映了文化资本在不同场域中

的流动和转化，以及如何重新定义性别与体育锻炼

参与之间的关系［79］。

非农户口居民更可能参与体育锻炼，源于城乡

间长期存在的体育资源不均和文化资本差异［7］。控

制社会经济地位后，户口效应虽有所减弱但仍显著，

表明户口代表的制度化文化资本仍发挥重要作用。

纳入互联网使用后，户口效应进一步减弱，但加入受

教育程度后反而增强，反映出文化资本在不同社会

场域中的累积效应［7］。户口持续显著也揭示户籍制

度在塑造个体文化资本积累和体育锻炼参与模式方

面的深远影响。年龄的负向影响反映身体资本随年

龄增长而衰减的自然规律［80］。随着社会经济地位、

互联网使用和教育程度的引入，年龄影响逐渐减弱

至不显著，表明文化资本在不同年龄阶段的累积效

应和转化机制［7］。教育在维持和更新体育文化资本

中发挥关键作用，强调了培养终身学习能力在维持

体育锻炼参与中的重要性。东部和中部地区较高的

体育锻炼参与源于更丰富的体育资源和文化氛围。

尽管数字化和教育普及缓解了区域不平等，地区差

异仍然显著，反映地理空间对文化资本积累的持续

影响。这强调在促进区域体育均衡发展中，需关注

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培养和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

已婚者体育锻炼参与倾向的降低源于家庭责任

增加。社会经济地位和互联网使用的控制增强了

婚姻状况的影响，暗示家庭作为文化资本交换和转

化场域的重要性。受教育程度的引入略微减弱了婚

姻状况的影响，反映高教育水平在平衡家庭责任和

个人健康投资中的积极作用。职业声望对体育锻炼

参与的影响不显著，表明其与体育文化资本的关联

被弱化［81］。收入对体育锻炼参与有显著正向影响，

但随着互联网使用和受教育程度的引入，其影响减

弱，强调文化资本在体育锻炼中的重要性［82］。互联

网使用作为新兴的文化资本获取和展示渠道，对体

育锻炼参与有显著正向影响，反映数字时代文化资

本积累和转化的新模式［83-84］。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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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户籍、地区和婚姻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表明数字文

化资本打破了传统社会结构对体育锻炼参与的约

束［85］。控制受教育程度后，互联网使用的效应减弱

但仍显著，表明数字文化资本可能是受教育程度影

响体育锻炼的中介。这呼应了布迪厄理论中文化资

本形式的多样性和动态性，凸显研究全民健身实践

时需考虑互联网、5G+ 技术带来的变革［86］。数字时

代催生了数字文化资本的概念，丰富了传统文化资

本理论的内涵。数字文化资本强调个体在数字技术

领域的能力和素养，对社会阶层分化和健康行为选

择产生了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文化资本在教

育与体育锻炼参与之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数

字时代背景下文化资本的新特征和新影响。

4.2　受教育程度影响体育锻炼参与的因果机制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父母学历作为个人受

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可估计教育对体育锻炼参与

的因果效应。在工具变量回归的基础上增加了基于

工具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将父母教育程度和

子女教育程度同时纳入模型，以有效分析文化资本

在家庭中的传递路径。通过关注父母对子女的直

接和间接影响，本文的分析不仅考察父母教育水平

如何通过家庭环境和价值观影响子女的体育锻炼参

与，还对代际传递中的潜在中介因素验证，这与“协

调培养”的观点相同［87］，即父母教育水平对子女的

影响不仅局限于学术成就，还通过对价值观的潜移

默化渗透影响子女的行为选择与健康决策，表明代

际教育影响及其传递机制的有效途径。父母教育水

平直接影响子女教育获得，并通过家庭环境和价值

观间接影响子女体育锻炼。这种代际传递机制反映

文化资本的持久性和再生产性。异质性分析发现，

大学及以上学历男性体育锻炼参与显著提升，因为

他们通过教育积累了更多文化资本［88］。纳入工具

变量后，户口影响不显著，支持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

传递性文化资本的重要作用［89-90］。总体而言，高教

育程度提升文化资本，促进体育锻炼参与，尤其显著

提高男性参与率［91］。

因果中介效应模型在工具变量模型的基础上融

合中介效应模型，在进行因果推断的同时还可以进

行中介效应分析，即在检验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个

人受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的同时，还能验证该工具

变量对中介变量——互联网使用在教育影响体育

锻炼参与中的中介作用。已有研究中聚焦教育、高

雅艺术欣赏等制度化形式的文化资本对健康的影

响，而本研究认为，互联网作为新型的文化资本形式

在全民健身中承载着教育与健康的桥梁作用，在父

母、子代不同受教育程度背景中呈现出差异性。这

与“数字鸿沟”理论［92］相呼应，该理论认为不同受教

育程度中信息获取和使用能力的差异导致了新的健

康及健康行为差异。对此，因果中介效应模型的讨

论分为以下两个部分。第一，因果中介效应分析揭

示教育通过互联网使用影响体育锻炼参与的中介路

径。个人受教育程度作为制度化文化资本的核心指

标，不仅直接影响体育锻炼参与，还通过互联网使用

行为间接影响体育锻炼参与。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

拥有更丰富的文化资本，这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利

用互联网［7，93］。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和参与在

线健康社区，文化资本得以转化为健康资本，进一步

促进体育锻炼参与。高教育水平不仅提供必要的数

字素养，还培养个体在网络中识别、获取和转化有价

值信息的能力。这意味着高学历群体可能更善于

利用互联网搜索健康信息、学习运动技能、参与在

线健身社区，从而积累和转化与体育相关的文化资

本［94］。同时，互联网使用本身也能成为一种文化实

践，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健康生活方式，个体不

仅获得社会认可，还进一步强化自身的体育锻炼行

为［95］。这是因为利用互联网推动了个体对信息的

掌握和健康行为的培养，增强体育锻炼参与度［96］这

种互联网使用与体育锻炼参与的正向循环，实际上

反映文化资本在数字时代中的积累和转化过程。这

种转化能使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获取与健康相关的

资源和信息，从而提升健康行为［97］；因为受教育程

度高的个体往往拥有更多的数字素养和信息获取能

力，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利用互联网资源。因此，互

联网作为一种内化的文化资本形式，可以通过提供

更多的健康信息和社交支持，促进全民健身的开展。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中介路径也会加剧健康不平等。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可能面临“双重不利”，较少

的文化资本制约他们有效利用互联网的能力，而有

限的互联网使用又进一步阻碍了他们获取和展示健

康行为相关文化资本的机会［83］。因此，在促进全民

体育参与时，不单要关注教育公平，还要重视数字包

容，以确保互联网不会成为加剧健康不平等的新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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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97］。其次，使用父亲受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时，

个人受教育程度对体育锻炼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

均显著，反映传统家庭结构中父亲教育背景的主导

作用［98］。而以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工具变量时，直接

效应不显著，但中介效应更强，凸显母亲教育水平通

过影响子女日常习惯发挥作用［87］。这种差异反映

家庭内部文化资本传递的性别化特征，父母通过不

同但互补的角色塑造子代体育锻炼参与［99］。

因果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以“父母双方至

少有一方受过教育”为工具变量时，总效应和中介

效应均高于单独使用父亲或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情

况。这不仅强调家庭整体教育环境的重要性，还凸

显文化资本通过多重传导机制影响子女健康行为的

过程，暗示文化资本积累的协同效应［7，87］。这佐证

了本文从代际传递角度考察文化资本传导机制的创

新性，丰富对健康行为形成机制的理解。良好教育

背景的家庭更倾向于营造有利于子女发展的氛围，

为体育锻炼参与提供条件和动机［24］。这种综合性

家庭教育背景不仅增强教育对体育锻炼的影响，还

强化互联网使用的中介作用，反映文化资本在家庭

中的累积和协同效应。这呼应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

积累的累积性和多元性的论述，强调家庭作为文化

资本传递主要场所的重要性，同时反映数字时代背

景下家庭教育环境对子女数字素养和健康行为养成

的综合影响。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受教育程度作为核心文化资本，对体育锻炼参

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数字时代中其内涵进

一步扩展。这种影响超越了社会经济因素如收入和

职业声望，表明教育通过转化为健康资本，显著促进

了个体的体育锻炼行为。本文发现，互联网使用作

为新兴的文化资本形式，在受教育程度影响体育锻

炼参与的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中介作用，反映了数字

时代背景下文化资本积累和转化的新模式，也进一

步突出数字素养在现代健康行为形成中的重要性。

这一发现不仅拓展了文化资本理论，还为理解当代

社会中健康行为形成的复杂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通过使用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研究进一

步揭示了文化资本在家庭中的代际传递效应。父母

的受教育程度通过对子代教育获得的促进，间接影

响了子代的体育锻炼行为。这一发现深化了我们对

健康行为代际传递机制的理解，为制定针对性的健

康促进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结

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对体育锻炼参与的影响在性别

和城乡群体之间存在差异。这一结果提示，健康促

进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考虑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资本

差异，采取有针对性的差异化干预策略。研究的一

个重要贡献是明确了文化资本向健康资本转化的具

体机制。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受教育程度作为核心

文化资本，通过直接影响体育锻炼参与和间接提高

互联网使用能力两条路径，最终转化为健康资本。

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文化资本理论在健康研究中的

应用，还为解析健康不平等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

分析框架，强调了教育与数字文化资本结合在健康

行为塑造中的关键作用。

5.2　建议

在推进全民健身战略时，应与“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充分对接，通过完善数字文化资本建设来

优化全民健身环境。首先，重视教育在促进全民健

身中的核心作用，通过提高国民教育水平来提升整

体体育锻炼参与率；加快建设数字化体育服务平台，

针对不同教育背景的人群推出在线健康教育课程与

互动社区，便于公众在移动终端上获取个性化健身

指导、运动监测与交流渠道。其次，发展智慧体育场

馆管理。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技术实现

场馆资源的数字化管理和预约服务，在智慧场馆中

配备智能化运动设备与多元化教学资源，提供精准

化的健身方案，以提高体育设施利用效率与用户黏

性。对于缺乏互联网使用经验的群体，应加强数字

素养与技能培训，让更多人受益于智慧体育场馆及

线上运动平台。在家庭层面，推动健康教育提升父

母的健康素养和体育意识，鼓励家庭共同参与体育

活动，营造良好的家庭运动氛围；对于低教育水平

家庭，可在社区或公共平台提供易于操作的数字化

健身工具与指导。结合“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中关于全民健康素养提升的目标，在学校教育中纳

入数字素养课程，提高学生利用互联网获取与评估

健康信息的能力，同时为成年人和老年群体提供数

字技能培训，从而缩小数字鸿沟。最后，在推进全民

健身战略时，应制定差异化的群众体育政策，针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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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教育背景的群体需求和特点，尤其是在经济欠发

达地区，加强社区体育设施建设，推动公共体育服务

均等化；通过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协同建立覆盖

城乡的数字化运动服务网络，深入实现教育、体育、

卫生、科技等部门的跨界合作，为公众打造便捷、高

效、多样化的全民健身途径。

研究的不足在于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难以持

续跟踪个体在不同时期体育锻炼行为以及互联网使

用习惯的演变过程，无法完全解决因果关系中的时

间先后顺序问题。当个体的教育水平、健康观念或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随生命周期不断变化时，

横截面数据难以捕捉这些动态调整对体育锻炼决策

所带来的持续影响。互联网使用行为也会随时间推

移而改变，导致对数字文化资本积累路径及潜在内

生性问题的识别受到限制。未来研究应考虑运用纵

向数据收集方案，对同一群体在多个时间点进行跟

踪，从而识别教育、互联网使用与体育锻炼参与之间

的长期互动关系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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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Fit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apital：Interactive 
Mechanism amo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Digital Cultural Capital， 

and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Exercise

LI Xiaotian1，WU Wenqi2，LI Shuwang3

（1. The Sociology of Sport，Capital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Beijing 100191，China；2. Sports Education 
and Training，Capital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Beijing 100191，China；3. Sports Depart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ausal mediation relationship amo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digital cultural capital 
（internet use level），and physical exercise participation. Based on Bourdieu’s cultural capital theory，we use data from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and employ instrumental variable regression and IV-mediation effect models for 
analysis. The findings reveal：①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exercise，demonstrating that education，as a form of cultural capital，enhances individuals’ capacity for healthy behaviors； ② 
Digital cultural capital （Internet use level） mediates the effect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n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exercise，

reflecting new connotations of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digital age and its impact on healthy behaviors； ③ Parent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fluences their children’s physical exercise behavior through the transmission of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digital cultural capital，deeply reveal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cultural capital within 
families. These findings not only enrich the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in healthy behavior research but also uncover 
new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education influences health behaviors in the digital era，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disparities in physical exercise participation. The results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nationwide fitness，emphasizing the significance of improvi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enhancing digital cultural 
capital，and focusing on family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in enhanc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exercise.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digital cultural capital，and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exercise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offering a scientific basis for formulating 
targeted policies to promote public health.
Key words：national fitness； cultural capital； educational attainment； digital cultural capital； physical exercise particip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