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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而且也关系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对

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出了更长远的目标: 从 2020 －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使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今天，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和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研究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刊于 2018 年第 2 期、第 3 期以“当代社会研究”栏目为平台推出“中等收入群体研究”专题，邀请中国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担任专题主持人，并刊发来自李春玲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有关学者的研究

成果，旨在从不同角度研究中等收入群体问题，以飨读者。

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趋势与构成变化

李春玲
(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 参照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群体标准，提出适用于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

并采用 2001—2015 年的几次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过程及其构成变化，预测“十三五”
期间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趋势，提出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发展壮大的对策建议。针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结构形态和构

成特征，文章认为: 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需要“扩中”还需要“调结构”，在提升中等收入者比例的同时，还要促进

中等收入群体由目前的倒丁字型向金字塔型演变，并进一步形成最理想的纺锤型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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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政府提出的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构建橄榄

型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 2002 年，党的十

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新局面》中最早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

例”的政策目标。之后，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一再

明确“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工作任务。2015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把“扩大中等收入群

体”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扩大中等

收入者比例”也纳入了政府“十三五”规划纲要。
2017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对于扩大中等

收入群体提出了更长远的目标: 从 2020—2035 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使中等收入群体比

例明显提高，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步入中等收入队伍的人数也随之

增多。根据世界银行按人均 GDP 标准分类，我国

2012 年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

2016 年又步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行列。国家层面

的人均 GDP 水平提高，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

基础条件，这意味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进入了快速

成长时期。尽管如此，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

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巨大差距，要成为中等收入者占

多数的国家，特别是要使中产收入人群成为社会的

主流，还需要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可行的政

策扶持。
本文借鉴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提出的中等收入

群体的分类定义，提出适用于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

展状况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并采用 2001—
2015 年的几次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中等收

入群体的壮大过程及其构成变化，预测“十三五”期

间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促进中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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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发展壮大的对策建议。

一、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

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界定和划分标准多种多

样，目前国内外比较流行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测定方

法主要采用 2 种方式: 一种是绝对标准模式，另一种

是相对标准模式。相对标准模式通常是根据收入分

布的中位数来确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 绝

对标准模式则是基于维持相应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收

入多少来设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在分

析全球中等收入群体成长以及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中等收入群体成长时，研究者大多采用绝对标

准模式界定中等收入群体。全球性的中等收入群体

收入标准通常是以世界银行贫困线为参照系，日人

均收入( 或支出) 2 美元以下是贫困人口，2 ～ 9 美元

是低收入群体，10 ～ 100 美元( 有些学者提出的是

10 ～ 50 美元、10 ～ 60 美元、10 ～ 80 美元等) 是中等

收入群体，100 美元以上是高收入群体。这种界定

方法最早由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克

和什洛莫·伊茨哈克提出，后来被广泛加以采用，

2007 年世界银行的全球发展报告( 《2007 全球经济

展望: 下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治理》) 也采用这一标准

定义全球中等收入群体。
上述中等收入群体标准的最大优势是其简便

可行、直 观 易 懂，可 适 用 于 世 界 上 的 大 多 数 国 家

( 或者根据实际情况很方便进行调整) ，并且可以

进行国际比较。根据这一分类标准，把日人均收

入转换为年收入，并按美元与人民币 6. 6 汇率转

换①，年收入 24 000 ～ 240 000 元人民币( 下同) 为

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下限和上限，这一标准比较

接近普通民众印象中的中等收入者的概念，在全

国大部分地区，这一收入水平基本可以维持小康

生活。不过，24 000 元的起点线对于北上广深等

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居民来说过低，在这些大

城市，24 000 元 年 收 入 应 该 算 是 较 低 收 入 水 平。
针对地区差异的一个解决方法是不同地区设定不

同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就像最低收入标

准和贫困标准一样，但这样做的话，操作起来较为

复杂( 比如如何确定各地的具体标准) 。另外，中

等收入群 体 是 全 国 范 畴 的 概 念 而 不 是 地 方 性 概

念。在国内商品和信息高度流通的情况下，小县

城的人所向往的小康生活并不局限于本地的生活

水准。此外，从政策目标制定角度考虑，设定全国

统一标准而不是地区差异化的标准，也更加明确、
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因此，虽然各地的收入和消

费水平存在差异，但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还是应

该全国统一。不过，为了使统一标准能体现各地

差异，本文把中等收入群体进一步划分出高、中、
低 3 个类 别: 24 000 ～ 59 999 元 ( 相 当 于 日 人 均

10 ～ 25 美元) 为 中 低 收 入 群 体; 60 000 ～ 119 999
元( 相当于日人均 25 ～ 50 美元) 为中间收入群体;

120 000 ～ 240 000 元( 相当于日人均 50 ～ 100 美

元) 为中高收入群体。在农村地区、小城镇和小城

市，达到中低收入水平就可过上小康生活，但在北

上广深等大城市，需要达到中间收入水平才足以

维持小康生活，而中低收入者只能接近小康生活。
表 1 分别列出 2001、2007、2010、2012、2014 年

度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各年度标准是以 2014
年收入数据为基数，经过历年物价指数转换计算

所得。

① 本文未采用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指数( PPP) 换算，而是按 2014 年汇率换算。这一方面是由于近几年中国日常生活品物

价上涨明显，生活成本不断提高; 另一方面人民币正在贬值通道中，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转换指数似乎高估了人民币的

实际购买力，特别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消费品购买力。

表 1 2001—2014 年相关 5 个年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

收入群体

世界银行

( 日人均

收入 /美元)

2014
( 年收入 /
人民币)

2012
( 年收入 /
人民币)

2010
( 年收入 /
人民币)

2007
( 年收入 /
人民币)

2001
( 年收入 /
人民币)

低收入群体 2 0 ～ 4 600 0 ～ 4 395 0 ～ 4 065 0 ～ 3 742 0 ～ 3 313
较低收入群体 2 ～ 9. 9 4 601 ～ 23 999 4 396 ～ 22 932 4 066 ～ 21 206 3 743 ～ 19 521 3 314 ～ 17 318
中低收入群体 10 ～ 49 24 000 ～ 59 999 22 933 ～ 57 332 21 207 ～ 53 016 19 522 ～ 48 805 17 319 ～ 43 297
中间收入群体 60 000 ～ 119 999 57 333 ～ 114 665 53 017 ～ 106 033 48 806 ～ 97 611 43 298 ～ 95 254
中高收入群体 50 ～ 100 120 000 ～ 240 000 114 666 ～ 229 331 106 034 ～ 212 068 97 612 ～ 195 223 95 255 ～ 190 509
高收入群体 ＞ 100 ＞ 240 000 ＞ 229 331 ＞ 212 068 ＞ 195 223 ＞ 190 509

注: 按世界银行标准，2 美元以下是贫困人口，但我国贫困线低于世界银行标准，因此表中把 2 美元以下归类为低收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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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等收入群体增长趋势

根据上述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方法，本文采用中

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001 年“中国社会结构

变迁研究”项目的全国抽样调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2008、2011、2013、2015 年中国社会状

况抽样调查数据来估计各年度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

例，描述这一群体的增长情况。这几项全国抽样调

查数据都采用多阶段复合抽样方法，在全国 31 个

省 /自治区 抽 取 约 100 个 区 /县 /旗 及 约 400 个 村

( 居) 委会，调查了 18 ～ 69 岁居民约 6 000 ～ 10 000
人，各年度样本数分别为 6 240、7 139、7 036、10 206、
10 243。2001 年的调查数据提供了当年个人总收入

信息，2008、2011、2013、2015 年调查则询问了被调

查者前一年个人总收入，即 2007、2010、2012、2014
年个人总 收 入。文本基于这些调查数据，推算了

2001、2007、2010、2012 和 2014 年 5 个年份 18 ～69 岁人

口( 排除在校学生) 的中等收入者比例①( 见表 2)。

① 计算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有 2 种分析单位: 家庭和个人。因本文研究目的是分析中等收入者个体特征并提出针对个体特征

的“扩中”策略，所以选择个人而不是家庭作为分析单位。

表 2 2001—2014 年相关 5 个年份 18 ～ 69 岁人口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增长趋势 %

收入群体
全国 城镇 农村 北上广

2001 2007 2010 2012 2014 2014 2014 2014
低收入群体 37. 0 30. 9 23. 1 21. 1 18. 4 9. 1 30. 2 8. 2
较低收入群体 54. 8 52. 6 43. 3 40. 1 33. 3 26. 9 41. 4 8. 5
中低收入群体 7. 0 13. 2 26. 2 30. 1 35. 2 45. 1 22. 8 42. 3
中间收入群体 0. 8 2. 3 5. 4 6. 7 9. 8 14. 0 4. 5 28. 1
中高收入群体 0. 3 0. 8 1. 4 1. 3 2. 6 3. 9 0. 9 9. 4
高收入群体 0. 1 0. 2 0. 6 0. 7 0. 7 1. 0 0. 2 3. 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中等收入群体 8. 1 16. 3 33. 0 38. 1 47. 6 63. 0 28. 2 79. 8

表 2 列出了 2001、2007、2010、2012 和 2014 年

度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以及其他收入群体比例。数

据显示，2001—2014 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从

8. 1%上升到 47. 6%，平均每年增长接近 3 个百分

点，而且越往后增长越快; 2012—2014 年，中等收入

比例增加了 9. 5 个百分点。在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快

速上升的同时，低收入和较低收入群体比例大幅下

降，低收入群体比例从 2001 年的 37% 下降到 2014
年的 18. 4%，同期较低收入群体比例从 54. 8% 下降

到 33. 3%。与此同时，收入的群体分布形态也有了

极大改变，2001 年超过 90%的成年人口都处于低收

入和较低收入群体之中，而到 2014 年接近半数成年

人口步入中等收入群体。

三、中等收入群体的结构形态

在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快速增长的同时，中等收

入群体内部的层级构成形态极不合理，绝大多数中

等收入者都集中于中低收入水平，升入中间收入群

体和中高收入群体的人很少，而且其比例增长缓慢。
图1显示，2001—2014 年，中高收入者在中等收入

图 1 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的分层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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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 中 的 比 例 只 有 微 弱 上 升，从 3. 7% 上 升 到

5. 5% ; 中间收入者在中等收入群体中的比例上升也

很缓慢，从 9. 9%上升到 20. 6% ; 而中低收入者则一

直保持极高比例。总体而言，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等

级形态是一个典型的倒丁字型，3 /4 的中等收入者

都处于倒丁字的底部，只有 5%的中等收入者站在

顶部位置，接近 20%处于中间位置。
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最高的北上广深等超大城

市，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等级形态呈现为金字塔形态，

中高收入者占比略超 1 /10，中间收入者占比略超 1 /
3，中低收入者占比略超半数。全国城镇地区的中等

收入群体的等级形态则介于倒丁字与金字塔之间，

中低收入者占比约七成，中间收入者占比约两成，中

高收入者占比约一成。
中等收入群体的理想形态是纺锤形态，即中间

收入者在中等收入群体中占绝大多数，其比例高于

中低和中高收入者。但是，即使在中等收入群体比

例较高的北上广深，其结构形态也未能形成纺锤型。
这说明，当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不仅需要

“扩中”( 让更多的人加入中等收入群体) ，而且还需

要“调结构”( 让更多的中等收入者进入中间收入群

体和中高收入群体) 。在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最高的

北上广深超大城市，调结构尤其重要。按全国标准，

约 80%的北上广深人已经步入中等收入群体，但其

中半数( 约 53% ) 的中等收入者还停留于中低收入

阶段，他们的收入水平在这些超大城市里维持小康

生活有一定的难度。
对比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及

等级形态，可以区分不同地区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

政策目标重点。在农村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较

低，绝大多数人口( 71. 6% ) 还处于低收入和较低收

入群体，因此“扩中”是首要任务，要让更多的人脱

贫致 富。在 城 镇 地 区，中 等 收 入 群 体 比 例 超 过

50%，但是绝大多数中等收入者( 72% ) 处于中低收

入群体，因此“扩中”和调结构应该并举，既要提升

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还有让更多的中等收入者进入

中间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 在超大城市，绝大多

数人口已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但多数处于中等收入

的低端水平，因此“调结构”是工作重点，要让步入

中等收入群体的人进一步提高收入，真正过上小康

生活。

四、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构成及其变化

要制定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关政策，首先需

要了解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特征，以及哪些人最可

能摆脱低收入状态，迈入中等收入行列。职业是与

收入紧密相关的因素，当人们考虑中等收入群体是

由什么人构成的时候，恐怕首先想到的是这些人的

职业身份是什么。搞清楚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构成

特征，有利于制定“精准扩中”的政策目标和措施。
( 一) 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

图 2 比较了 2001 年与 2015 年①各类收入群体

的职业构成。不论在 2001 年还是 2015 年，中等收

入群体中比例最高的都是工人和小业主及自雇劳动

者，而且随着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提升，工人和小业

主及自雇劳动者在中等收入群体中的比例还不断上

升，工人所占比例从 2001 年的 24. 7% 上升到 2015
年的 38. 1%，小业主及自雇劳动者的比例从 19. 5%
上升到 23. 8%。由于大多数的小业主及自雇劳动

者是蓝领或半蓝领从业者，因此当前中等收入群体

① 2015 年调查数据调查的年收入是 2014 年的，但职业信息是 2015 年的，因此图 2 显示的是 2015 年的职业构成。

图 2 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构成

4



李春玲: 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趋势与构成变化 第 2 期

中的蓝领从业者多于白领从业者。其中，中低收入

群体中的蓝领从业者约占 2 /3，中间收入群体中蓝

领从业者约占半数，中高收入群体中蓝领从业者约

占 1 /3( 参见表 3) 。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构成状况

说明，中等收入群体与通常意义上的、由白领职业人

群所构成的中产阶层不是一回事。在欧美发达国

家，由于白领从业者在职业结构中所占比例很高，以

收入指标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与以职业身份定义的

中产阶层高度重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等收入

群体和中产阶层指的是相同的一批人。但在当前中

国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的人员构成有很

大不同。中国劳动就业人群中蓝领从业者占了绝大

多数，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上升实际上意味着大量

的蓝领从业者由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而

以白领从业者为主的中产阶层比例受制于职业结构

的局限不会增长很快。
( 二) 从多元化到层级化

除了工人和小业主及自雇劳动者之外，专业技

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也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构成部

分，这两个职业人群在中等收入群体中的比例略超

过 1 /4，他们也是中等收入群体中的主要白领从业

者。2001 年与 2015 年相比较，中等收入群体中的

白领从业者有一个明显变化。2001 年的中等收入

群体，企业主和经理人员占有相当比例，但到 2015
年许多企业主和部分经理人员移出中等收入群体进

入高收入群体行列，而目前中等收入群体中的白领

从业者大多是中下层白领，大多数高层白领( 即所

谓的金领人员) 已经进入高收入群体。
表 3 显示，2001 年与 2015 年相比较，中等收入

群体内部高、中、低层的职业构成也有所变化。2001
年中高收入群体中比例最高的是企业主，其次是小

业主及自雇劳动者和经理人员; 2015 年小业主及自

雇劳动者和经理人员的比例变化不大，但专业技术

人员取代企业主成为其中的重要部分。2001 年在

中间收入群体中比例最高的是经理人员，其次是企

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小业主及自雇劳动者; 2015
年工人和办事人员取代经理人员和企业主成为其中

的主要构成部分。中低收入群体最明显的变化是工

人比例大幅上升而经理人员比例明显下降。
中等收入群体职业构成的变化也导致高收入群

体和低收入及较低收入群体构成的变化。2001 年

高收入群体中企业主一支独大，2015 年高收入群体

的构成较为多元化，除了企业主之外，小业主及自雇

劳动者、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都占有一定比例。
2001 年和 2015 年低收入群体的主体都是农民，但

较低收入群体的构成则变化很大。2001 年较低收

入群体占比最高的是工人，但由于大量农民脱离贫

困状态由低收入群体进入较低收入群体，2015 年农

民取代工人成为较低收入群体的最大构成部分;

2001 年有部分白领从业者( 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

员) 处于较低收入群体，但到 2015 年还留在较低收

入群体的白领人员已经很少了。

表 3 高、中、低收入群体的职业构成及其变化

职业构成

2001 年 2015 年

低收

入

较低

收入

中低

收入

中间

收入

中高

收入

高收

入
总体

低收

入

较低

收入

中低

收入

中间

收入

中高

收入

高收

入
总体

党政事业机构领导干部及社会组织管理者 0. 0 3. 9 4. 2 5. 9 0. 1 0. 0 3. 0 0. 0 0. 1 1. 3 2. 0 0. 8 2. 1 0. 7
企业主 0. 0 1. 0 9. 4 17. 6 41. 7 99. 6 1. 1 0. 0 0. 0 0. 6 1. 9 9. 6 21. 8 1. 0
经理人员 0. 1 3. 6 12. 5 26. 6 16. 7 0. 2 3. 2 0. 1 0. 3 2. 8 9. 2 17. 8 19. 6 2. 8
专业技术人员 1. 1 10. 1 13. 2 17. 6 8. 3 0. 1 7. 5 1. 3 4. 0 13. 8 18. 5 18. 3 16. 0 9. 2
办事人员 2. 6 16. 7 12. 9 5. 9 0. 0 0. 0 12. 1 1. 1 4. 7 13. 7 14. 2 8. 6 2. 1 8. 6
小业主及自雇劳动者 4. 2 15. 3 19. 2 17. 6 33. 2 0. 1 8. 5 2. 5 11. 0 22. 4 25. 7 32. 3 29. 5 16. 0
工人 11. 2 39. 7 27. 6 8. 8 0. 0 0. 0 30. 4 7. 3 30. 2 43. 3 28. 4 12. 6 8. 9 29. 5
农民 80. 8 9. 7 1. 0 0. 0 0. 0 0. 0 34. 2 87. 7 49. 7 2. 1 0. 1 0. 0 0. 0 32. 2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注: 农业专业户和农场主归类“小业主及自雇劳动者”; 没有行政职务并且行政级别在科级以下的公务员归类为“办事

人员”。

综合比较 2001 年与 2015 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职

业构成，可以归纳出中等收入群体职业构成的主要

变化趋势: 从多元化到层级化。2001 年中等收入群

体的职业构成，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
事人员、小业主及自雇劳动者和工人都占有相当比

例，其职业构成显得相当混杂。在之后的中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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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扩张过程中，大量的蓝领工人加入其中，而企业

主和部分经理人员移出，使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构

成趋于集中化。移入的蓝领工人大多是技术或半技

术工人，移出的经理人员大多是中高层企业管理人

员( 金领阶层) 。因此，目前中等收入群体主要由 3
部分人组成: 中高层蓝领( 技术工人) 、中低层白领

( 普通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办事人员) 和小业

主( 包括小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和专业户等) 。与此

同时，这 3 部分人在中等收入群体内部形成层级分

化，蓝领工人和办事人员集中于中等收入群体的中

下层，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集中于中等收入群

体的中上层，小业主及自雇劳动者虽然较为均衡地

分布于各层次，但小企业主多集中于中上层，而普通

的个体经营者多集中于中下层。
中等收入群体职业构成的层级化发展趋势，给

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思路提出了启示: 想要推

动“扩中”，就要提高广大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水平，

让更多的人加入中等收入群体; 想要“调结构”，就

要提升普通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和办事人员的

收入水平，让他们更多地加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中上

层，从而使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的上、中、下层比例分

布更加合理。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参照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群体标准，估算

了 2001—2014 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状况，数

据表明，这 14 年期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幅

提高，从 8. 1% 上升到 47. 6%，平均每年增长接近 3
个百分点。不过，尽管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增长很快，

但绝大多数中等收入者( 约 74% ) 仅仅是刚刚跨过

中等收入基准线，处于中等收入的较低水平，达到中

等收入群体中上层的人数还很少，中等收入群体的

内部结构很不合理。这说明，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不

仅需要“扩中”还需要“调结构”，在提升中等收入者

比例的同时，还要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由目前的倒丁

字型向金字塔型演变，并进一步形成最理想的纺锤

型社会结构。
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及等级形态在城市和农村存

在明显差异，针对这些差异，各类地区壮大中等收入

群体的政策重点也应不同。在农村地区，中等收入

群体比例较低，绝大多数人口( 71. 6% ) 还处于低收

入和较低收入群体，因此“扩中”是首要任务，要让

更多的人脱贫致富。在城镇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比

例超过 50%，但是绝大多数中等收入者( 72% ) 处于

中低收入群体，因此“扩中”和“调结构”应该并举，

既要提升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还要让更多的中等收

入者进入中间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 在超大城

市，绝大多数人口已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但处于中等

收入的低端水平，因此调结构是工作重点，要让步入

中等收入群体的人进一步提高收入，真正过上小康

生活。
目前阶段中等收入群体主要由 3 部分人组成:

中高层蓝领( 技术工人) 、中低层白领( 普通专业技

术人员和经理人员、办事人员) 和小业主( 包括小企

业主、个体经营者和专业户等) 。这 3 部分人在中

等收入群体内部形成层级分化，蓝领工人和办事人

员集中于中等收入群体的中下层，专业技术人员和

经理人员集中于中等收入群体的中上层，小企业主

多集中于中上层，而普通的个体经营者多集中于中

下层。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构成特征为制定“精准

扩中”政策提供了一些启示: “扩中”的重点在于提

升蓝领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水平，而“调结构”的重点

则需提升中低层白领人员的收入水平。在绝大部分

白领人员已经加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情况下，要进一

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例，就需要更多的普通工农劳

动者从低收入和较低收入群体上升进入中等收入群

体。调整中等收入群体的内部结构，关键在于提高

中低层白领的收入水平，要让更多的普通专业技术

人员和办事人员、中低层管理人员和经理人员，由中

低收入群体上升到中间收入和中高收入群体。
国家制定的“十三五规划”提出 2020 年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如果把小康社会目标落实

到人民生活层面，把中等收入水平作为小康生活的

前提条件，那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多数人过

上小康生活，即需要至少超过半数的人成为中等收

入者。根据过去十几年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态势，

到 2020 年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超过 50% 应该问题不

大。“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收入增长

较前一个时期有所放缓，中等收入者比例的增速也

会放缓，但只要经济增速保持在 5% ～ 6% 左右，中

等收入者比例将会继续提升。保守估计“十三五”
期间，中 等 收 入 者 比 例 每 年 提 高 1 个 百 分 点，到

2020 年中等收入者比例可达约 54%。这也意味着

超过半数人口过上了小康生活，可以作为建成小康

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如何使达到低水平小

康生活的中低收入者更进一步，迈入中间收入和中

高收入群体，过上中等或较高水平的小康生活仍然

任务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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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Income Group: Growth and Composition

LI Chunling
( Institute of Soci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fers to the middle income standard proposed by economists from the World Bank
and develops a method to define Chinese middle income group． Based on the national sample surveys，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growth trend and composition change of Chinese middle income group．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policies to not only enlarge the size of the middle income
group but also optimize its composition，and then transferring the pyramid-shape social structure into the
olive-shape social structure．
Key words: middle income group; career structures;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expanding middle

income group; the olive-shape soc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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