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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一直伴随着某种程

度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这种不安全感和

焦虑心态在最近几年进一步增长和蔓延。导

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既与外部的社会经济环境

相关，也与中国中产阶级的某些内在特质相

连。高速的经济增长、剧烈的社会变迁、演

变中的文化价值以及方向不甚明朗的政体改

革，使这一迅速成长的社会群体，在享受到

物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也感受到多

方面的压力、困惑和矛盾。近年来，经济增

速放缓，市场竞争急剧激化，生活成本持续

上升，股市、房市剧烈波动，以及未来的社

会经济风险凸显，更增强了中产阶级的不安

全感和焦虑感。今年初，深圳、上海、北京

等大城市房价的暴涨，中国人海外购房潮、

海外移民潮不断升温，反映出部分中产阶级

上层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对应。而大量的

中产阶级中下层成员，虽无移民打算也不可

能去海外购房，但他们时常抱怨未能享有欧

美中产阶级的社会保障和生活品质，对于空

气污染、食品安全、饮用水质量、医疗服务

品质以及人身权益保障等问题忧心忡忡。年

轻的中产阶级成员或准中产青年群体中的焦

虑感更为突出，他们急切渴望实现他们的

“中产梦想”——有房有车、有体面职业和

较高的稳定收入，然而实现梦想的过程似乎

障碍重重，购房焦虑或房贷压力普遍存在，

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机会的激烈竞争导致了

身心疲惫，子女优质教育机会竞争更为耗钱

耗力，还有许多中青年纠结于“逃离北上

广”还是“逃回北上广”的矛盾之中。

压力和焦虑对中产身份认同产生了负

面影响，使许多人虽在物质条件方面具备了

中产外壳，但内在却缺乏中产心态。符合专

家学者定义中产阶级客观标准（如收入、消

费、职业、教育等）的人们，多数却不认可

自己是中产阶级。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

原因是这一群体的许多成员缺乏安全感和满

足感，而安全感和满足感是中产身份认同的

基础。安全感和满足感的缺乏，使那些拥有

较高收入和较多财富的人难以培育出中产心

态。快速的经济增长，与相对滞后的社会、

文化、道德价值及政治领域变化演进之间的

错位，是中产阶级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产生

的深层根源。政府政策缺位以及对中产阶级

诉求反应迟缓，也加剧了中产阶级的不安全

感和焦虑。虽然1990年代后期国家领导人

就提出“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目标，

目前推进的“十三五”规划也把“扩大中等

收入者比重”放在重要位置，但一直未能制

定出促进中产阶级发展的针对性政策。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十三五”时期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在近期召

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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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后，中等收入群体以及中产阶级应该

成为社会主流人群。为此，需要政府采用相

应政策，促进中产阶级的顺利成长，缓解其

不安全感和焦虑情绪，提升他们的社会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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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培养中产社会心态。

收入和财富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

近十几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人们的

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步入中产阶级队伍的人

数也在快速增长，虽然专家学者们对于中产

阶级的规模人数未能达成一致，但近期公布

的一些相关数据显示，中国中产阶级的人

数规模相当庞大。2015年10月13日瑞士信

贷（Credit Suisse）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度

《全球财富报告》，［1］声称中国的中产人

数为全球之冠，高达1.09亿人，比居于第二

位的美国多1700万，比居于第三位的日本多

4700万。虽然报告指出，中国中产人数占人

口比例（约11%）远低于美国和日本，但中

国是中产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从2000年至

今，中国中产阶级的个人财富增长了6倍，人

数增长了3850万。［2］几乎与此同时，风头

极盛的中国企业家马云在阿里巴巴论坛上声

称，目前中国已有3亿中产。2015年10月21

日，马云在随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英国期

间的中英商业峰会上的演讲中表示，中国在

未来10年到20年将拥有5亿中产。［3］约一个

月之后，2015年11月27日，西南财经大学中

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2015年调查

数据，采用瑞士信贷定义的中产标准，估计

中国中等收入家庭成年人口数量为2.17亿，

占成年人口比例为21.4%，中国中产的规模和

财富总额均居世界首位。［4］

不论瑞士信贷、马云还是西南财经大

学的经济学家，他们对中国中产人数的乐观

估计，代表了许多商界精英和经济专家的看

法。甚至于当下中国经济出现下滑趋势，未

来前景风险大增之际，国际企业CEO们（包

括苹果CEO库克等）仍然对不断壮大的中

国中产人群的消费潜力具有信心。同样地，

中国政府领导人对此也具有信心。2015年双

十一当天召开的政府第111次国务院常务会

议上，李克强总理也指出：“中国有13亿人

口，中等收入者已有3亿人，这是任何国家都

无法比拟的巨大消费力量。”［5］除此之外，

近年来中国出境游人数迅速增长，2014年

达到1.17亿人次，而2015年增长更为迅猛，

预计达1.4亿人次，有关中国游客在东京、

巴黎、纽约、伦敦等地的疯狂购物的新闻报

道，更强化了人们的这种印象。这些信息都

显示出，中国中产阶级在不断壮大，他们不

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将是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

型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而这一群体的进一

步壮大并成为社会主流人群，将对中国社会

未来走向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缺乏中产身份认同的群体

瑞士信贷、马云和西南财经大学的经济

学家对中国中产人数的估计，许多人表示怀

疑，人们不太相信中国会有那么多的中产，

社会安全和环境恶化问题严重影响了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及生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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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被瑞士信贷定义为中产的中国人并不认

可自己的中产身份，他们声称自己“被中

产”了 。［6］

瑞士信贷是根据美国中产阶级的个人财

富标准（5万～50万美元）并以购买力平价加

以转换（2.8万～28万美元）来确定中国中产

标准的。西南财大经济学家采用了同样的标

准。马云如何定义中国中产不得而知，但可

以推测，他大概是基于淘宝和天猫的个人消

费数据的推算。但是，许多达到美国中产个

人财富标准或按马云标准在天猫淘宝的个人

消费已达中产标准的人并不承认自己是中产

阶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

会状况调查” 2015年度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也

显示了同样的结果（参见图1）。［7］此项调

查数据显示： 2014年个人年收入在4.2万元

以上的人只有31.3%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

年收入在10万以上承认自己是中产阶级的比

例也只有39.9%；年收入在20万以上承认自

己是中产阶级的比例上升到43.8 %；年收入

在21万元以上至25万元以上的人承认自己是

中产阶级的比例最高，但也只有约54%；而

年收入高达30万元以上的人的相应比例又略

下降到50.6%。4.2万元是2014年城镇个人年

收入的平均值，而年收入高于平均值的人认

同中产身份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从全国范

围来说（排除特大城市），个人年收入10万

元以上，应该可以维持中等生活水平，但达

到这一收入水平的人只有约四成认同中产身

份。个人年收入20万元以上，即使在大城市

也可维持相当水准的生活，而个人年收入超过

30万元应该可以过上较高水平的生活，但达到

这种收入水平的人只有约半数认同中产身份。

除了收入指标以外，白领职业和高等

教育也是确定中产阶级身份的客观标准，但

符合这些标准的人对中产身份的认同同样很

低。上述调查数据显示，白领职业人群承认

自己是中产阶级的比例为28.1%，接受高等教

育的人认可自己是中产阶级的比例为22.7%。

而同时符合上述三个标准的人（从事白领职

业、拥有大专以上文化和高于平均收入）认

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比例也只有33.5%。中国

中产阶级（以客观指标定义）对中产身份的

认同率远低于其他国家。

某些人可能会说，“中产阶级”这一词

汇是舶来品，一些中国人对这一词汇缺乏认

知，影响了对中产身份的认同。然而，采用

社会经济地位五等分层（上层、中上层、中

间层、中下层和下层）方法测量得出同样的

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

2008、2011、2013年和2015年多年度的全国

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不论是与美国、日本等

发达国家比较，还是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

国家相比，中国人认同自己是中间阶层和中

上阶层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其他国家，而认同

自己是中下阶层和下层阶层的比例则高于其

他国家。［8］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的个人财

富、收入和消费水平都达到了中等程度甚至

较高水平，但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中下层

或下层。 这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近十年

来脱贫致富的人越来越多，中等收入群体在

扩大，按客观指标定义的中产阶级人数明显

增长，但承认自己是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的

人的比例却没有明显增长。一般来说，中间

阶层认同比例较高的社会较为稳定，人们的

社会满意度较高；相反，认同中下层或下层

的比例越高，人们的不公平感越强，社会风

险越大。缺乏中产心态的中产阶级，促进社

会稳定的作用会受影响。图1  不同收入群体的中产身份认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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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感和不满足感困扰着的中产

为什么收入和财富达到了美国中产标准

的中国人不承认自己是中产？为什么在马云

看来其消费记录已达到中产水平的人不认可

自己的中产身份？为什么外在客观条件符合

中产标准的人没有中产身份认同？有多种原

因导致了这一现象，但缺乏安全感和满足感

是导致中国中产阶级身份认同率低的一个重

要原因。

许多被专家学者认定为中产的人声称，

虽然他们的收入或个人财富达到了美国中产

标准，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未能达

到真正的中产阶级的标准，对于这种状况，

他们十分不满。他们认为，依据他们所接受

的教育和所从事的职业，他们应该享受中产

阶级的生活水平。然而，由于中国的社会保

障和公共服务水平比较低，中国中产阶级普

遍缺乏安全感和满足感。这也是为什么许多

在客观条件方面符合中产标准的人否认自己

是中产的原因。一些中产阶级成员认为，虽

然目前他们有较高的收入或享有较好的物质

生活条件，但他们担心意外事件或偶然因素

会导致他们失去现有的身份地位。他们时常

抱怨，他们缺乏欧美中产阶级享有的社会保

障和福利，不能像欧美中产阶级那样安逸舒

适地生活。

当今的中国中产阶级具有强烈的物质

欲望和追求更高社会地位的冲动，这是导致

中国中产阶级缺乏安全感的原因之一。许多

中产阶级成员声称，他们是经过努力奋斗才

获得了目前的身份地位，而要保持目前的身

份地位或者更上一层楼的话就需要更加勤奋

地工作，更加努力地追求。这是中国中产阶

级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在心态上的一大差

异。中国中产阶级比欧美中产阶级更具有活

力，有更强烈的物质欲望和追求更高的地位

身份的冲动，但同时，他们也表现出更多的

焦躁和不安，感觉工作比较累，生活压力比

较大。另外，为了增强安全感和未来保障，

中国中产阶级热衷于储蓄，投资购房，或投

资子女教育，而当下生活的消费意愿不高。这

也导致了国内消费增长乏力，虽然中产人数和

财富增长很快，但拉动内需的作用并不大。

强烈的欲望和不满足于现状是导致中国

中产阶级缺乏安全感的部分原因，另一部分

的原因则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安全状况。

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

一系列的社会安全问题和环境恶化问题，这

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及生

活感受。目前，食品安全、个人隐私安全和

环境污染是困扰中产阶级的几大问题。根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全国抽

样调查数据，72.8%的中产阶级［9］认为“食

品安全”没有保障，54.6%认为缺乏“个人

信息、隐私安全”，48.3%认为缺乏“生态

环境安全”，39.8%认为缺乏“交通安全”，

28.5%认为缺乏“医疗安全”，22.5%认为

缺乏“劳动安全”。中产阶级对于“人身安

全”和“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的担忧相对

较少，认为缺乏这两方面安全的比例分别为

11.7% 和13.8%。中产阶级成员往往对生活有

较高的要求，他们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些

不安全因素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品质，使他们

不能获得中产阶层应该享有的生活质量。

中产阶级的隐忧和压力：

购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

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和不满足感，使

其部分成员感受到精神压力和焦虑情绪。他

们的压力和焦虑最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购

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这些压力在表

面看来是一种经济压力，但是其实质并非是

单纯的经济压力。中产阶级要解决购房、子

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的基本需求是没有问题

的，但他们不满足于基本需求。为了与中产

阶级身份相匹配，达到他们所期望的中产阶

级生活状态，他们需要居住在宽敞舒适的房

子里，他们的子女要上最好的学校、接受最

好的教育，他们不仅要有钱看病而且还要保

持身体健康长寿，他们还希望退休以后能维

持较高的生活水平而不要降低生活质量。由

于我国的社会保障较为薄弱，大多数中产阶

强烈的欲望和不满足

于现状是导致中国中产阶

级缺乏安全感的部分原

因，另一部分的原因则源

于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安全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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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认为要解决这些方面的压力就必须多赚

钱，只要有足够多的金钱，这些问题就会迎

刃而解，而强烈的挣钱欲望以及暂时未能满

足的物质欲望又导致了心理焦虑。中国社会

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5年全国抽样调查数

据显示，大约四成（39.4%）的中产阶级声

称“生活负担很重压力很大”，另有约六成

（62.9%）的中产阶级认为“社会保障水平太

低，起不到保障作用”。

2015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94.4%

的中产阶级拥有私人房产，而且34.4%的中

产阶级拥有2套或2套以上房产，但其中相当

一部分人对于自己的居住条件不够满意而希

望购买更大的、条件更好的居所，少数没有

私人房产的中产阶级——大多是青年人——

则处于极度焦虑状态。中产阶级无私人房产

的比例虽然很低，但却持续上升。无私人房

产的中产阶级主要集中于大城市，特别是超

大城市，绝大多数是中青年中产阶级。从全

国范围来说，30岁以下青年中产阶级无私人

房产的比例为8.2%，但在特大城市，这一比

例上升到16.6%，30岁以上各年龄段的中产

阶级，无私人房产比例很低，约为4%～5%之

间。图2 比较了不同地区中产阶级私有房产

拥有率，北上广一线城市及直辖市和省会城

市中产阶级无房产比例（13.9%和12.2%）远

高于普通城市及县城和镇（4.8%和4.3%）。

拥有房产的中产阶级也有烦恼，接近四分之

一的中产阶级（24.2%）声称“自己的住房条

件太差，买不起更好的房子”， 接近三分之

一的中产阶级（31.6%）感受到强烈的“房货

月供/购房费用”压力。

在子女教育和医疗费用支出方面，中

产阶级的负担明显低于中下阶层。大多数

中产阶级（80%）的子女教育支出占其收入

的比例低于20%，同时，大多数中产阶级

（80%）的医疗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低于

10%。这也就是说，从客观角度来看，子女

教育和医疗费用对中产阶级家庭不构成问

题，但是在主观上，却有许多中产阶级感觉

到有压力。超过四分之三的中产阶级感受到

子女教育支出的负担——45.5%认为“比较

有负担”和31.8%认为“非常有负担”。大

约三分之一的中产阶级感受到医疗支出的负

担——25.9%认为“比较有负担”和7.6%认

为“非常有负担”。相对而言，中产阶级对

于养老问题的担忧比较少，93.2%的中产阶级

有养老保险或退休金保障，92.6%有医疗保险

或公费医疗，因此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基本养

老不成问题，但是为了日后着想，58.8%的中

产阶级目前选择“尽量多储蓄”以保障他们

在退休后能过上较高质量的生活。

成长中的烦恼

当今中产阶级表现出来的不安全感、

不满足感和焦虑心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

一种成长中的烦恼，是急于达到中产阶级生

活状态但暂时未能实现而产生的焦虑心态，

不过，大多数中产成员相信他们最终能达到

中产阶级的生活目标，他们对于未来具有信

心。2013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三分之

二的中产阶级对于未来表现出乐观预期——

59.1%表示“比较乐观”和9.5%表示“非常

乐观”，26.6%声称“谈不上乐观不乐观”，

只有4.8%表示“悲观”。

中产阶级对于未来的预期存在着年龄

差异，年轻的中产阶级表现出更多的悲观情

绪，这可能是由于他们承受着更大的购房压

力和就业竞争压力。29岁及以下年龄的中产

阶级，有10%的人对未来表示悲观，仅有52%

表示乐观，而30岁及以上年龄的中产阶级，图2  不同地区中产阶级的私有房产拥有率（%）

当今中产阶级表现出

来的不安全感、不满足感

和焦虑心态，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是一种成长中的烦

恼，是急于达到中产阶级

生活状态但暂时未能实现

而产生的焦虑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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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4%表示悲观，而对未来表示乐观的达到

77%。

中产阶级对于未来充满信心是基于他

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良好预期，他们相

信经济增长将使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

进一步提高，中产阶级的队伍也将进一步扩

大。不过，最近3年经济增速下滑，中国经

济未来前景不明，社会政治风险增加，国际

环境趋于紧张等因素，使中产阶级持续多年

的乐观预期受到很大冲击，对未来的不确

定心态明显增强。在日常生活层面，中产

阶级最直观的感受是生活成本上升而收入增

长放缓对他们生活的影响，2015年调查数

据显示，大约四成（42.6%）的中产阶级声

称“物价上涨”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如图3所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006、2008、2011、2013 年度全国抽样调

查询问“过去5年个人收入或生活水平有没有

提高”和“预期未来5年个人收入或生活水

平会不会提高”，大约四分之三的中产阶级

（72%～78%）都表示过去5年他们的收入或

生活水平提高了，并且约六成至七成预期未

来5年还会提高（63%～72%）。2008年金融

危机爆发，导致中产阶级预期未来收入和生

活水平提高比例明显下降，但随后几年又逐

步上升。然而，2015年的调查则显示，过去

5年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比例大幅下降

（49.6%）。

2015年的股市剧烈波动让相当部分的中

产阶级财富缩水，人民币贬值预期又使中产

阶级担心财产的未来保值。《人民日报》等

官方媒体明示中国经济的“L型”走势，更让

中产阶级的未来信心受到沉重打击。今年初

以来，部分大城市房价飙升，透露了中产阶

级的恐慌心理。海外移民潮和购房潮由富豪

群体向中产阶级人群蔓延，也预兆了中产阶

级信心疲软趋势。

“经济新常态”需要培育中产心态

缺乏安全感而心态焦虑的中国中产阶

级，在未来经济前景不明、社会风险提升的

当下，焦躁不安情绪增强，这是可以理解

的。不过，与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中产阶级

相比，中国中产阶级的实际抗风险能力是比

较强的，而且居安思危意识较强。中国中产

阶级家庭的储蓄率和私有房产拥有率远高于

其他国家，绝大多数中产家庭是夫妻双方都

工作，许多中产家庭夫妻一方的收入足以维

持家庭日常开支，另一方收入用于储蓄、房

产投资、子女教育投资或其他投资。目前

经济增速下滑虽然导致中产阶级收入增长放

缓，但与许多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相比，中

国中产阶级受到的冲击并不算很大。但是，

为什么中国中产阶级的中产身份认同较低，

不安全感较强，遭遇经济波动易产生恐慌心

理？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

低，公共服务质量差，使他们没有中产的生

活状态和安全感。但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

是过去几十年我国高速经济增长和急剧社会

变迁导致了一种社会心态：极强的物质欲望

追求，以及由此导致的不满足感和缺乏安全

感。那些从收入、财富和消费角度来说都已

达到中产阶级的人，是过去三十年高速经济

增长的受益者，他们的收入几乎年年增长，

物质生活水平步步提高，这使他们对未来寄

予更高期望：想要挣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房

子，换更好的车，而这种高期望又会带来不

满足感和焦虑心态，使他们总觉得还未达到

图3  不同年份中产阶级收入/生活水平提高及预期提高比例（%）

中国中产阶级的中产

身份认同较低，不安全感

较强，是由于中国目前的

社会保障水平低，公共服

务质量差。也是由于过去

几十年我国高速经济增长

和急剧社会变迁导致了极

强的物质欲望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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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中产生活状态，还需要拼命努力追

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全国抽

样调查数据显示，虽然中国人认同自己是中

产阶级、中间阶层或中上阶层的比例明显低

于其他国家，但是中国人对未来个人生活水

平提高的预期明显高于其他国家。这种社会

心态，从正面来说，能激发人们更勤奋地工

作，更努力地追求，这是过去几十年我国高

速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然而，当我国经济

发展到目前水平，经济增长的步伐逐步放

慢，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更注

重发展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时，过高的物欲期

待和不满足心态就会产生负面效应。在新常

态阶段，个人收入的增长速度可能难以维持

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时的水平。这就如同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经济规模较小时期，可

以实现极高速度的增长，但等达到一定水平

和规模时，高速增长率就不太可能持续。我

国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需要适应新常态，

社会心态也需要适应新常态。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不仅意味着多数人步入中等收入群体，

达到小康生活水平，而更重要的是，成为社

会主流的中等收入者具有平和、知足、快

乐、健康的小康社会心态，金钱和物质不再

是最重要的人生目标，精神追求、文明道德

水平和社会责任感是个人价值更主要的体现

方式。

中国中产阶级当前最关注的是其个人

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个人经济利益的维

护，他们较少考虑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

会责任。作为一个将要成为社会主导性阶层

的群体，他们应该肩负着推进社会进步、健

全社会体制的责任。但中产阶级目前对这点

还没有充分意识。许多中产阶级成员只专注

于追求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对于公益事业

缺乏热心，对下层民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对

于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不合理、不公平现象，

他们虽然会持批评态度，但并不愿意采取行

动去改进社会现实，只有某一事件影响到了

他们的个人权益，他们才有可能采取行动去

维权。总体而言，中产阶级表现出较强的个

人主义和物质主义倾向，较缺乏社会责任意

识。不过，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不能只怪中产

阶级自身，中国中产阶级的这一弱点在某种

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环境和政府政策导致的。

长期以来，整个国家的主要目标就是追求经

济增长，落实到个人头上，就是多多挣钱，

尽快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中产阶级也不能免

俗。社会及其政府并不鼓励中产阶级培养社

会责任意识，也并未向其提供较多的社会政

“买空日本”的中国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表现出较强

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倾

向，较缺乏社会责任意

识。这一弱点在某种程度

上是由于社会环境和政府

政策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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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参与机会，这只能导致中产阶级关注于个

人利益而漠视社会责任。

中产阶级顺利成长

需要政府关注和政策支持

尽管中产阶级是经济增长的极大受益

者，但政府并未对于这一迅速扩大的群体足

够关注，在相关政策制定时不够重视这一群

体的特殊需求。政府政策缺位以及对中产阶

级诉求反应迟缓，加剧了中产阶级的不安全

感和焦虑。虽然1990年代后期国家领导人就

提出“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目标，目

前推进的“十三五”规划也把“扩大中等收

入者比重”放在重要位置，但一直未能制定

出促进中产阶级发展的针对性政策。

在发达国家，由于中产阶级是社会上

最庞大的人群，政府实施相关政策时总会考

虑政策对这一群体的影响。在一些发展中

国家，政府把培育壮大中产阶级作为政策目

标，实施一些有利于中产阶级发展的政策。

我国政府虽然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

目标，但并未落实到具体政策层面。而且，

提出“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主要是针对于

调节收入分配，并未把这个群体作为利益相

关群体来考虑。因此，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

较少考虑对中产阶级的影响。比如税收政

策，大多数中产阶级感觉最近5年来他们缴纳

的税款越来越多，16%的中产阶级声称他们

缴税“很大幅度增加”，54.9%是“较大幅度

增加”，26.4%“没有变化”，仅有2.7%声

称他们缴税“减少”。中产阶级觉得他们是

政府政策忽略的群体，政府政策会偏向于强

势阶层而损害中间阶层和下层民众的利益，

因为强势阶层的成员是各个领域的精英分

子，他们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较大。下层民众

在利益博弈中往往受损最多，政府会采取一

些政策扶助或补偿这些弱势群体，但对于中

产阶级的利益，政府决策时考虑较少，中产

阶级的利益成为政策制定的一个盲点。中产

阶级的稳定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及和谐社会

建设，政府的相关政策制定应该更多考虑维

护这一群体的利益和促进这一群体的增长。

给青年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是壮大中

产阶级的重要策略。最近十几年来快速的高

等教育扩张、城市化推进以及近年来的经济

结构转型，都有助于扩大中产阶级。但是，

目前的扩张速度并未让急于想加入中产阶级

队伍的民众满意。成为中产阶级是许多大学

毕业生的梦想，成为城市中间阶层一员是众

多的“80后”和“90后”农民工的梦想，然

而，城市中的高昂房价，不断上升的生活成

本，低层白领职业岗位竞争激烈而且收入偏

低，以及自主创业和个体经商环境恶劣，阻

碍着年轻人实现他们的梦想。政府决策者需

要系统考虑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级的

思路，从多个层面采取扶助政策，让更多的

中青年人，用更短的奋斗年数迈入中等收入

群体和中产阶级行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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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产阶级是经济

增长的极大受益者，但政

府并未对于这一迅速扩大

的群体足够关注，政府政

策缺位以及对中产阶级诉

求反应迟缓，加剧了中产

阶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