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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制度变迁进行的结构性调整与创新, 带来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这种矛盾与冲突引发的许多问题可归结为 结构紧张 产生的张力所致, 失范 状态就是一种典

型的结构性问题。以调查数据为依据, 分析、检验结构紧张与失范之间的关系, 发现社会地位结

构、组织结构、角色结构、权力地位结构、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结构上的差异与分化确实导致了

失范感受的产生。诸如个体的失范、不满意度、相对剥夺感、地位不一致等负面感受很大程度正

是缘于客观的结构分化快于制度整合而引起的失衡与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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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的变迁, 总是伴随着一系列的结构性调整与创新。这个过程也总是会不可避免地

带来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有些是属于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不同隶属关系之间

的不协调, 有些则是属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不满与摩擦。这样一种状况用社会学的概念来表

述, 即是 结构紧张 ( st ructural str ain) 。

新世纪以来, 中国社会已经步入了急剧变迁和快速发展的时期。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 社会

结构深刻变动,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 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 急剧的社会

变迁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 就是社会的利益主体多元化, 利益关系更趋复杂; 不同

利益主体对发展与变迁的社会预期普遍提高, 对自身利益的保护意识日益增强, 对公共资源分

享的诉求日益强烈; 利益冲突有时变得更加尖锐, 利益表达有时变得更加无序, 利益的实现有

时也变得更加极端, 利益的综合也因此变得更加困难。而结构紧张正是这种社会变迁的结果之

一, 同时又是 冲突与混乱 的根源。

2007 年, 厦门海沧的 PX 项目由于可能危及厦门市民的环境安全, 厦门市民以各种方式发

起了一场持续 6 个月的抵制运动, 最后厦门市政府通过充满智慧的回应与引导, 听取了民众的

意见, 宣布 PX 项目迁建, 从而较好地成就了双方的利益表达与利益实现。相比而言, 近来发生

的 瓮安事件 , 虽然只是一起普通的溺水案件, 却因为死者家属对案件结论不满而引发一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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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的暴力事件和公共危机, 这种怨恨背后有更深层的结构原因。可以看出, 在分析制度变迁

如何导致结构紧张时, 分化 ( different iation) 与 整合 ( integrat ion) 这两个社会学的传统

分析概念仍具有理论意义。首先, 社会变迁是社会利益结构和心态不断分化的结果, 但社会分

化不一定会带来社会的解组。社会解组是指由于丧失了社会连接纽带, 社会整体的原子化过程,

它是与社会团结相对的, 其强调更多的是社会道德规范的调整和控制作用的式微。有学者指出,

结构分化是指在发展过程中结构要素产生新的差异的过程, 它有两种基本形式: 一是社会异质

性的增加, 即结构要素类别的增多, 另一种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 即结构要素之间差距的

拉大。

改革以来, 社会结构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 这一变化的根

本动因是体制改革。而制度变迁, 正是在整合不断分化的社会结构中行进的, 一旦制度整合的

速度滞后于结构分化的速度, 就会造成社会结构的紧张与失衡。在社会现象层面, 改革后中国

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和速度大大加深和加快, 但新的结构整合机制发育缓慢, 分化与整合的不

同步构成了中国现阶段社会运行与社会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 恰恰是这种分化与整合的不同

步, 成为中国社会 结构紧张 的原因之一。本文力图从失范的构成及其效果的角度深入分析

分化与整合的不同步状态, 并指出其得以形成的具体逻辑。

一、 结构紧张 : 原因和结果

就既有的社会学研究而言, 结构紧张 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描述概念。诸多研究从不同视角

出发, 努力赋予其一种实质性的理论涵义和经验涵义。比如, 有学者从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出

发, 通过对 五普 数据分析, 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呈倒 丁字型 , 这一特殊的结构比传统意

义上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更加令人担心, 极容易产生 结构紧张 。 有些学者则认为, 特别是在

市场发育和资本侵夺越来越强化的条件下, 中国的分层结构开始明显出现了一些阶级特征; 在 世

界工厂 逻辑下, 中国全面参与了全球化资本市场, 这种参与同时也是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参与,

阶级结构和阶级话语的重建, 而这些过程与结果正是广泛造成中国社会结构紧张的根源。

近年来有关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社会研究, 也提供了有关结构紧张的不同解释策略。贝克的

基本观点认为, 晚期现代社会的发育, 已经使自然和传统的诸因素彻底终结, 现代的全球化使

得风险成为一种文明形式, 现代社会处于两难之中: 人们必须预见发展必然带来的不可预见的

风险, 控制发展必然带来的不可控制的危机。 因此, 结构紧张是晚期现代性的重要标志, 是全

球与本土同时重组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 风险社会的提出以及全球公共危机的出现, 使

得危机理论成为解释和解决结构紧张的重要理论基础。罗森塔尔则认为, 不确定性

( uncertainty) 和时间压力 ( t ime pressure) 才是公共危机的根本特征, 因此, 危机是对一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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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的严重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 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

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 。 由此可以看出, 风险社会及危机理论着重从总体社会控制的角度来

处理结构紧张问题, 认为紧张不是由社会结构断裂和失衡造成的, 而是理性化的社会总体机制

极端发展的必然效果。

从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具体现实出发, 结构紧张越来越表现为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

结果, 一是急剧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内生性的结构矛盾, 二是与国际接轨过程中直接衍生出

晚期现代性总体化和普遍化的结构矛盾。 以往学术界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机制研究甚

多, 但对制度变迁导致的结果和表现形式探讨得却不够; 有关结构紧张的研究多落在客观性的

结构因素本身上, 既缺少对主观感受层面上的分析, 也缺少将人们主观感受到的结构紧张与社

会结构的实际配置结合起来所做的交互分析和解释。事实上, 目前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许多

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可以归结为 结构紧张 所产生的张力, 而构成 结构紧张 的因素极

其复杂, 既有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由于政策与制度安排的变化所产生的结构性张

力, 也有社会心态引起的弥散性不满, 还有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共同作用的因素, 从而引发了

群体之间矛盾与冲突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 失范 是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

有关社会结构紧张的奠基性讨论, 是由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完成的。他认为, 所谓 结构紧

张 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 即在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提

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之间, 产生了一种严重的失衡状态。 因此, 失范的根源就是文化目标与制

度手段之间的张力结构。 默顿的假设是: 文化目标和制度化规范在共同构建行动步骤的过程

中, 两者并不一定会发生持续稳定的联系, 文化对特定目标的确定与其对制度化手段的选择也

不是一个同构过程, 前者往往会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 异常行为

( aberrant behavior) 可以被看成是由文化确定的意愿与由社会结构提供的实现这种意愿的途径

之间所存在的分离状态 。

当然, 任何社会都不会缺少制约行为的规范, 但能够与文化价值等级中的目标相匹配的社

会控制因素却在控制程度上有所不同。文化常常会使个体情感化的信念汇聚起来, 凝固在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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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得到文化确认的目标上, 而对于那些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但必须受到制度规定的方法而言,

这种情感就显得微弱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 某些在技术上显得最有效、最便利的程序或步骤,

就会不顾文化系统的合法因素, 直接演化为只受制度规定的行为。 如果这种情况不断发展下

去, 社会就会越来越陷入紊乱状态, 这即是涂尔干所谓的失范现象, 即社会由此产生了去道德

化 ( demoralizat ion) 和去制度化 ( deinst itut ionalizat ion) 两种倾向。

后来的学者将 结构紧张 运用到对社会运动的分析中来。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 ( value

added model) 包含了结构性诱因和结构性怨恨两个必要因素, 并且认为这两个结构性因素是

集体行为发生的起始条件。他认为, 在结构紧张状态下人们会产生剥夺感或压迫感。虽然斯梅

尔塞过多地强调一般化信念在集体行动发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但实际上, 一般化信念从某种

意义上说是再造、深化甚至是夸大了人们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可以看出, 无论是默顿对

个体 失范 的论述还是斯梅尔塞对 集体行为 的分析, 都是从结构性原因入手, 更准确地

说是以 结构紧张 为切入点。

不过, 无论是默顿还是斯梅尔塞, 都是基于美国社会结构中的具体经验来理解结构紧张的

实际内涵的, 因为在一个结构性相对稳定和明晰的社会中, 社会行动可参照的意义框架既稳定

又有限, 社会成员所属族群、社区、职业或角色规制较为清晰, 文化目标和制度手段的内涵也

比较容易确定, 而即便两者会形成一定程度的结构张力, 其可分析的矛盾架构也较为明确。然

而, 在一个急剧变迁的社会中, 社会成员用来构建文化目标和制度手段的因素本身就是极其复

杂的, 特别是在理解性的主观意义框架中, 已经注入了因社会比较和社会传染而形成的复杂心

理机制, 而不再以一个纯粹个体化的形态来组建自己的行动目标。近年来一些因极小的日常矛

盾而引发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各种事件充分说明,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结构紧张, 已经不局限于个

体、小群体或专业群体的范围, 而是综合了社会不同层面的因素, 其传染性的影响已经扩散到

相当大的范围。因此, 在这样的社会中, 结构紧张就不简单地表现为文化目标与制度手段之间

的张力结构, 毋宁说, 其文化目标本身就是复合性的, 始终处于分化状态中, 甚至已经夹杂着

一些张力因素。同样, 其制度手段的获得, 也融合着各种结构配置所提供的各种体制内外及正

式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成分, 亦是一种复合性的结构形态。

在中国当下的情境中, 结构紧张 表现为因社会的结构分化速度快于制度规范的整合速度

而形成的结构要素之间的紧张与脱节, 使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由于政策与制度安排的变化而产生

不满, 因而引发矛盾与冲突的状态。因此, 总体而言, 正是社会与制度的变迁造成了一个社会

的各种经济社会等结构的失衡与紧张。这种结构性的紧张, 既可以从客观上的社会地位、权力

地位、组织、角色、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结构上进行观察, 也可以从处在不同社会结构位置的

不同群体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与主观感受上反映出来。社会与制度变迁的无数案例反复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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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制度变迁愈剧烈, 这个社会的各种结构性要素之间的组合就越复杂, 其关系就可能变得

愈紧张。在这个过程中, 主导这个变迁的行动者, 比如政府, 如果在协调和处理不同社会群体

利益表达、利益综合与利益实现的途径、条件与方式上准备得愈充分, 就会比较充分地调整这

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紧张, 使社会矛盾趋于和缓, 并逐步在新的制度条件下形成平衡; 反之,

这种结构性要素之间的紧张就会加剧, 社会危机和社会动乱就会变得不可避免。

我们知道, 失范 概念在社会学中已属老生常谈, 自从 失范 进入社会学家的视野以

来, 就带有了浓重的 反常色彩 , 无论是经典社会学理论, 还是以不同面目出现的当代社会理

论, 都通常把失范当做反常的、病态的或偏差的现象来处理。 本文之所以从失范这一表面看来

负面的社会现象来检视制度变迁下的结构紧张, 首先是因为, 失范不仅表现在个体层面, 同时

也是这一时期的共性特征, 我们所经历的这场变迁确实在结构层面上带来了冲突和混乱, 这样

的冲突既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我们无法摆脱的社会命运, 因

此, 我们不能逃避而是要正视之; 其次, 失范现象是与社会发展和进步相伴的, 正是在失范不

断被常规化的过程中, 制度变迁才显现出其合理性, 结构紧张得到缓解, 从这个层面来说, 作

为制度变迁阻力的失范反倒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尽管我们可以从理论预设的角度, 在客观上将失范理解为整个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

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所出现的混乱, 理解为多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人们的实际生活和

行为中所造成的摩擦, 但社会行动者在主观方面所反映出来的失范意识或感受, 往往缺少明确

的指涉对象可供研究者去追寻。大多时候, 失范状态的表现只是一种很难从逻辑上说清楚的感

受而已, 如无所适从、混乱、迷茫、疏离、冷漠、颓废等状态。 因此如何将这种真实存在却难

以名状的感受通过经验调查和数据变量反映出来, 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在理论预设和可操作

的基础上将 失范 ( anomie) 状态操作化为 失范 ( anom ia) 、 不满意度、相对剥夺感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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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失范 ( anomie) 与 失范 ( anomia) 之间的区别, 默顿曾指出, 我们有必要用不同的术语将

个体的失范状态与社会系统的失范状态区分开来。 anomie 指的只是社会系统的匮乏状态, 而不是系统

中这个或那个个体的心理状态。当然, 测量个体 anomia 的方法可以为测量社会系统的 anomie 提供帮助

(参见 Robert K. M er ton, Anomie, Anomia, and Social I nter act ion, " in M arshall B. Clinard, ed. ,

Anomie and Dev iant Behavior , G lencoe: F ree Press, 1964, pp. 226 228) 。因此, anomia 主要是指个体

从社会规定的目标和规范中疏离出来的过程, 而 anomie 则主要是指某一个或一些社会群体 从相对于

其他目标的某些目标中疏离出来 的过程, 是系统意义上的目标匮乏状态。表面看来, anom ie 既可以

作为 anom ia 现象的集合, 又可以作为 anomia 不断扩散的结果, 两者的差别似乎只是程度上的差别, 但

实际上, anomie 又不仅仅是 anom ia 的简单集合, 而是 anomia 产生的前提和条件, 是社会系统的贫困

状态。在测量的意义上, anomia 可以使失范的分析单位完全固定在个体行为的筹划过程中, 使文化和

社会结构的分析具有了具体的社会互动情境和社会关系背景, 这样一来, 原来那种既具有多个层次,

同时又显得比较模糊的价值就会变得清晰起来。所以, 在这个意义上, anomie 具有了社会结构产生功

能失调的普遍意义, 使原来单纯局限在偏差行为分析的失范现象本身具有了系统的涵义 (参见 Rober t

K. M erton, Anomie, Anomia, and Social Inter action, " in M arshall B. Clinard, ed. , A nomie and

Dev iant Behavior , G lencoe: F ree P ress, 1964. Leo Srole, Social I nteg ration and Certain Coro llaries: An

Explo rato ry St udy, " A mer ican Socio logical Rev iew , vol. 21, no . 6 ( Dec. 1956) , pp. 709 716. D.

Riesman, The L onely Crowed , N 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 ress, 1961. 渠敬东: 缺席与断裂: 有关

失范的社会学研究 ) 。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 anomie 和 anomia 这两个概念的, 并将 anomia 作

为测量 anomie 的一个重要维度。



位不一致四个潜变量 ( latent variables)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 个体层面的失范、不满意度、相

对剥夺感和地位不一致感受虽然可能是个人的心理气质或性格使然, 但是在整体层面上却更多

地是与当下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变迁相关联。失范状态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不是出于某些

个体因素, 而是体现在社会整体层面。下文将对上述变量的操作化和可行性检验进行详细的描述。

由于抽样方法和样本量的局限, 本文的研究不准备做任何总体性的推论, 只是在本次调查

所掌握的资料基础上对我们的理论预设做验证。虽然本文结论的适用范围有限, 但可以为我们

理解社会问题的产生根源以及为以后的相关研究做一个初步探索, 这无疑会大有益处。

二、数据与量表

(一) 抽样与数据

本次调查的总体是中国城市居民, 内容主要涉及中国城市居民对一些问题的态度和感受。

问卷调查的时间为 2007 年 10 月至 12 月, 样本量为 6000, 有效样本量为 4917。

在抽样过程中, 首先, 我们利用国家统计局的年鉴数据, 得到了全国 559 个县级及以上城

市 ( 不包括西藏的两个城市) 2005年的非农业人口数 ( 单位: 万人, 变量名: POP) 、年末单位

从业人员数 ( 单位: 万人, 变量名: LABOR) 、地区生产总值 ( 当年价格) ( 单位: 万元, 变量

名: GNP) 、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 ( 单位: 万元, 变量名: SAVE) 、内资企业生产总值 ( 单

位: 万元, 变量名: NEP)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生产总值 ( 单位: 万元, 变量名: TXP) 、

外商投资企业生产总值 ( 单位: 万元, 变量名: FEP) 和本地电话年末用户数 ( 单位: 万户, 变

量名: PH ONE) 。

我们利用这些数据计算了五个新变量, 分别是:

1. 劳动人口比 ( LPR) = 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 ( LABOR) / 非农业人口数 ( POP) * 100

2. 人均生产总值 ( GNPP) = 地区生产总值 ( GNP) / 非农业人口数 ( POP)

3. 人均储蓄额 ( SAVEP) = 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 ( SAV E) / 非农业人口数 ( POP)

4. 人均电话数 ( PH ONEP) = 本地电话年末用户数 ( PH ONE) / 非农业人口数 ( POP)

5. 内资比重 ( ECON) = 内资企业生产总值 ( NEP) / 内资企业生产总值+ 港、澳、台商投

资企业生产总值+ 外商投资企业生产总值 ( NEP+ TXP+ FEP) * 100

这些变量加上 POP, 6 个变量是潜类分析的基础。潜类分析得到 5 个潜类, 模型的分类误差

率为 4 85% 。每个潜类的属性见表 1:

表 1 2005年中国城市的潜类分析 ( n= 659)

潜类 1 潜类 2 潜类 3 潜类 4 潜类 5

劳动人口比 ( LPR) 8 50 25 47 5 07 24 90 42 62

人均生产总值 ( GNPP ) 17008 35 30805 04 8490 60 44438 60 88830 29

人均储蓄额 ( SAVEP) 10313 24 24059 70 5154 75 33170 24 57527 13

人均电话数 ( PH ONEP) 0 30 0 64 0 17 0 71 1 27

内资比重 ( ECON) 79 58 93 90 91 88 67 50 67 37

非农业人口数 ( POP) 60 60 38 32 77 49 148 01 62 84

占总体比例 0 30 0 27 0 22 0 16 0 05

由表 1 可见, 第三潜类是经济最不发达的城市, 占总体的 22 13% , 它的年人均生产总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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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万元 ( 8000 多元) , 人均储蓄只有 5000 元左右, 单位从业人员约 5% , 人均固话数仅 0 17,

内资比重 91 9% , 非农业人口规模中等 ( 约 77 万人) 。

第一潜类是经济较不发达的城市, 占总体的 30 03% , 它的年人均生产总值约 1 7 万元, 人

均储蓄只有 1万元左右, 单位从业人员约 8 5%, 人均固话数仅 0 30, 内资比重 79 6% , 非农

业人口规模中等 ( 约 61 万人) 。

第二潜类是经济中等发达的城市, 占总体的 26 87% , 它的年人均生产总值约 3 1 万元, 人

均储蓄 2 4 万元左右, 单位从业人员约 25%, 人均固话数仅 0 64, 内资比重 93 9% , 非农业人

口规模较小 ( 约 38 万人) 。

第四潜类是经济较发达的城市, 占总体的 15 61%, 它的年人均生产总值约 4 4 万元, 人均

储蓄 3 3 万元左右, 单位从业人员约 25% , 人均固话数仅 0 71, 内资比重 67 5%, 非农业人口

规模较大 ( 约 148万人) 。

第五潜类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 占总体的 5 35%, 它的年人均生产总值约 8 9 万元, 人均

储蓄约 5 8 万元, 单位从业人员约 43%, 人均固话数仅 1 27, 内资比重 67 4%, 非农业人口规

模中等 ( 约 63 万人) 。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在全国 659 个城市中按分层抽样方法抽选了调查城市。按 8项主要经济

社会指标将全国城市聚类成 5 层, 每层随机抽选 8 个城市, 每个城市随机抽选 10 个居委会, 每

个居委会按系统抽样法抽选 15 户居民进行调查, 每个家庭只能选取 1 个被访对象, 完成 1 份调

查问卷, 调查对象为当前有工作的常住户籍人口 ( 不包括离退休人员、流动或迁移人口) ( 参见

表 2) 。

表 2 不同城市潜类 2005 年的人口数

城市潜类 城市数 人口总数 总体比例 样本比例 权 重

潜类 1 193 10548 13 22 2 20 80 1 07

潜类 2 181 10929 53 23 0 19 00 1 21

潜类 3 151 7161 84 15 1 19 60 0 77

潜类 4 100 15321 59 32 2 21 80 1 48

潜类 5 34 3558 78 7 5 18 70 0 40

总 计 659 47519 87

(二) 关于量表及其制作

为了分析的需要, 我们在问卷中选择了一些题器 ( item s) , 制作了 5 个量表, 即失范量表、

不满意度量表、相对剥夺感量表、地位的不一致性量表以及角色紧张量表。

1. 失范 ( anom ia)

就失范量表而言, 量表的设计是基于我们对失范的理解, 即我们认为失范在客观上表现为

多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人们的实际生活和行为中所造成的摩擦, 社会上主流的和制度化的

价值观念与行为取向上的混乱; 在主观上则反映为人们的一种无所适从、迷茫、疏离、颓废以

及无规范和混乱的主观感受。 本文所选择测量的题器分别是: Item1,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目前已经成为大多数干部的习惯做法; Item2, 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什么道德可言了; Item3,

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 只有踩着别人的肩膀才有可能往上爬; Item4, 逢人只说三分话, 不可全

掏一片心。我们认为, 如果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认可非制度化手段来达到目的, 对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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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规范缺乏认同, 不相信周围任何人, 那么这样的个体或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就处于一种失范

的状态。为了测量, 首先我们把这些变量逐一处理成标准值, 并在此基础上做成失范量表。基

本假设是, 越是同意上述说法, 其失范的感受就愈加强烈。

在制作量表的过程中, 我们首先用主成分 ( principal com ponents) 分析方法对上述 4 个变

量进行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4 个变量自然地归聚到了一起, 其变量的最小值为 0 714, 最大值

为 0 817, Eig envalue ( 特征值) 为 2 358, 且解释了约 59% 的差异。然后, 我们对所做的失范

量表进行 Alpha 检验。主要是检验在去掉量表中一些变量后, 量表中的均值 ( Mean) 、方差

( Variance) 以及 Alpha 在多大的程度上仍然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结果显示, 在失范量表中,

在去掉一些变量后, 其 Alpha 值仍然维持在 0 68 以上, 其 Alpha 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差异为 6

个百分点, 表示出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 失范量表的 Alpha 和标准 Alpha 值相同, 为 0 767。

2. 不满意度

就不满意度而言, 我们认为可以直接通过询问受访者在工作、收入、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

方面的感受来得到其满意度高低的信息。如果说失范量表是一种社会成员在个体意义上的纯粹

主观性的负向感受, 那么不满意的程度则是自我在投入 产出行为过程中的一种连续的权衡和

比较, 以及对这种权衡和比较的主观判断。如果所得小于所付出的, 人们自然会在心理上衍生

出一些不对等、不平衡、不公平、不合理的纯粹带有自我向度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根

据制度安排或外在因素对自身的付出所确认的意义解释与对制度本身配置给他的利益回报的目

标期望之间出现的裂痕, 对制度本身及其价值结构产生怀疑, 从而形成了不满意感和不公平感,

以及对制度本身的不信任感。为此, 我们测量的题器是: Item1, 您对现在的工作是否满意;

Item2, 您对目前的收入是否满意; Item3, 您对总体生活水平是否满意; Item 4, 您对单位福利

待遇是否满意。我们认为, 受访者在上述事项上的满意度越低, 其总体上越呈现出一种对生活

和工作的不满意状态。

我们首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上述 4 个变量进行了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4 个变量自然地

归聚到了一起, 特征值为 2 613, 且解释了 65% 的差异, 从而证实了我们量表设计的初衷和预

期。然后我们把 4个变量放在一起做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在不满意度量表中, 去掉一些变

量后, 其 Alpha 值仍然维持在 0 74 以上, 表示出很好的稳定状态。不满意度量表的 Alpha 和标

准 Alpha 值相接近, 分别为 0 819 和 0 821。

3. 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 ( relat iv e depr iv at ion) 是一种群体心理状态, 指人们通过与参照群体的比较而产

生的一种自身利益被其他群体剥夺的内心感受。 相对剥夺 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

弗等人首先提出的, 后由默顿发展为一种关于参考群体行为的理论。 格尔在分析社会运动的时

候也使用了此概念, 认为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期望 ( value expectat ion) , 而社会则有某种价值能

力 ( value capacity) , 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 人们就会产生相

对剥夺感。 本文认为, 相对剥夺感主要指人们从期望得到的和实际得到的差距中以及与其相应

的参照群体的比较过程中产生出的一种负面的主观感受。相对剥夺感的形成, 是由于社会成员

将与其相应的参照群体 ( reference g roup) 纳入到他们主观的比较和判断过程之中, 考虑自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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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回报在与参照群体或个人的对比过程中, 是否处于一种等值或公平的状态。

为了测量这种负面的主观感受, 我们通过以下 6 个题器对受访者进行测量。Item1, 和您认

识的朋友相比, 您觉得现在的收入是高还是低; Item 2, 在您居住的城市或地方, 和别人相比,

您觉得现在的收入是高还是低; Item3, 和您同职业的人相比, 您觉得现在的收入是高还是低;

Item4, 和 10 年前相比, 您觉得您个人的社会地位是否提高了; Item5, 和 10 年前相比, 您觉得

您个人的收入水平是否提高了; Item6, 和10 年前相比, 您觉得您个人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我

们认为上述问题可以从不同层面测量受访者的相对剥夺感受。也就是说在答案方向一致的前提

下, 得分越高, 其相对剥夺感越强烈。

首先, 我们对相对剥夺感量表进行主成分分析, 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 这 6 个变量自然地

归聚到了一起。特征值为 3 299, 且解释了约55%的差异, 从而证实了我们量表设计的预期。然

后, 我们进一步对所做的相对剥夺感量表进行了 Alpha 检验, 主要为了检验在去掉量表中的一

些变量后, 量表中的均值、方差以及 A lpha 在多大程度上仍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结果显示,

在去掉一些变量后, 其 Alpha 值仍维持在 0 8 以上, 表示出一种很好的稳定状态。其 Alpha 和

标准 Alpha 值均为 0 836。

4. 地位不一致性

地位的不一致性主要基于社会共识所认定的社会地位与其所得到的资源和机会所处的一种

不对称的状况, 当人们不能够得到在相应的社会地位上所应得到的社会报酬的时候, 地位的不

一致性感觉就会变得强烈起来。 因此, 与不满意感和相对剥夺感相比, 地位不一致的感受得以

形成的社会比较范围更大, 是将自己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地位, 纳入到自己对整个社会

结构的主观意义脉络中加以比较而形成的落差。因此, 虽然地位的不一致性综合了更多的社会

结构性因素, 但其在社会比较中形成的意义脉络更为复杂, 更具有主观的随意性。本文认为,

通过直接询问受访者在以下题器上的回答情况, 能够反映出其社会地位与实际报酬之间的状况。

Item1, 我目前的工作岗位和我的教育水平相适应; Item 2, 我在工作中的付出和努力能得到相应

的荣誉和承认; Item 3, 我的工作能力经常得到领导的肯定和赞扬; Item4, 我的工作能力经常得

到同事的肯定和赞扬。也就是说, 受访者的客观教育水平或人们认可的能力水平与其工作岗位、

应受到的赞扬、荣誉之间出现落差时, 地位不一致就会产生。当然低地位、高回报也是一种地

位不一致, 但是本文所认为的地位不一致主要是指由于落差所产生的不平衡、不公正甚至不满

意、抱怨等主观感受。

同样, 我们首先对地位不一致量表进行主成分分析, 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 4 个变量自然地

归聚到了一起, 特征值为 2 37, 且解释了 59%的差异, 也证明了我们量表设计的预期。在对地

位不一致量表的 Alpha 检验过程中, 结果显示, 在去掉一些变量后, 地位不一致量表的 Alpha

值仍然维持在 0 668 以上, 表现出很好的稳定性。其 Alpha 和标准 Alpha 值相近, 分别为 0 767

和 0 768。

5. 角色紧张

按照社会学的观点, 个体社会角色的形塑是通过社会化机制得以实现的, 个体在与社会的

互动过程中, 逐渐习得社会的规范要求, 被有序地整合到社会结构中, 因此角色结构亦是社会

结构的微观体现。与此一致, 在一个结构紧张的社会, 个体将不可避免地深陷此种状态中,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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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再现结构的紧张。由于社会个体所面对的广泛、分散、甚至有时是相互矛盾的角色义务安

排, 使得其如果在某一方面倾注过多, 则会在其他的角色上仓促不足, 再加之社会个体难以推

卸业已承担或存在的角色义务, 当其难以满足角色网之中各部分的要求时, 便产生 角色紧

张 。 在此, 我们试图制作一个角色紧张量表, 以 利益 为维度, 认为个体在工作和生活的

角色扮演中, 个人需求 工作需求、个体利益 集体利益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下。选择测量的题

器是: Item 1, 在单位中, 我能尽心尽力, 完成自己不愿做的工作; Item 2, 只要大家能够幸福,

我个人吃点苦、受点累也是应该的; Item3, 为了顾全大局, 我愿意牺牲个人利益; Item4, 为了

单位的发展, 我愿意做出牺牲和贡献。也就是说, 做自己不情愿的工作、吃苦受累为大家、顾

全大局的角色要求与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角色期望之间会产生矛盾冲突。受访者愈不同意上述

说法, 则紧张状态愈强烈, 角色的分化更明显。换言之, 个体角色意识的多元化与社会角色设

置的要求之间存有张力, 个体的角色意识越是偏离角色设置的要求, 角色紧张程度愈激烈。

首先, 我们对角色紧张量表进行主成分分析, 结果显示, 这 4 个变量自然地归聚到了一起,

特征值为 2 626, 且解释了约 66% 的差异, 从而证实了我们量表设计的预期和初衷。然后, 我们

进一步对角色紧张变量进行 A lpha 检验, 以检验在去掉量表中的一些变量后, 量表中的 M ean、

Var iance 以及 Alpha 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结果显示, 在去掉一些变量后,

角色紧张量表的 Alpha 仍然保持在 0 714 以上, 显示出良好的稳定状态。量表的 A lpha 和标准

Alpha 值相同, 为 0 816。

三、结果与解释

我们认为结构紧张是失范产生的原因, 从失范的视角剖析结构紧张, 应具有理论的合理性。

当然这种视角是否与实际相符, 结果是否与我们的理论假设一致, 将通过数据统计进行检验。

为了便于分析, 我们需要从社会结构的两个功能维度上认识结构紧张, 即关系

( relationship) 和分配 ( distr ibution) 。 就关系而言, 主要指社会结构的不同部分之间的有机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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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看作所指的某类社会现实; 另一种观点则将社会结构视作一种理论分析工具 ( 参见张静: 社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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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的、功能自我调节的系统, 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对整体发挥着作用, 同时结构内部的各个部分

不断的分化与整合维持着整体的均衡秩序; 与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不同, 吉登斯认为, 结构是人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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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提出了超越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结构二重性理论 ( 参见 A. 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 李

康、李猛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年)。我们将社会结构看作是由多个要素或多个部分组合而成的整

体, 其内部的关系需要协调, 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需要调整, 整体的秩序和功能需要维持。而其

最基本的两个维度就是关系 ( relationships) 与分配 ( distr ibut ions) ( 参见 Allan G. Johnson, T he

Blackwell D ictionar y of Sociology : A User s Guide to Sociological L anguage, O xfo rd: Blackw 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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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从而使得结构成为一个整体, 这些部分包括阶层、组织和角色等, 而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

之间都具有结构性特征, 一旦这些部分之间的关系发生紧张, 则会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紧张。

分配则是指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 其如何分配社会的各种资源, 包括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文

化资源等。在这里, 权力资源可以表现为权力地位结构, 经济资源则可以表现为人们的收入水

平, 而文化资源则可以表现为人们的教育水平。这些资源的分配同样具有结构性特征, 如果资

源的分配不均衡, 也会使得整个社会结构产生紧张。本文所强调的 结构紧张 可以看作是社

会制度在上述两个维度上的失调、整合乏力, 从而使得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不断分化, 社会资

源分配失衡, 社会结构呈现紧张状态。人们在这两个结构维度上所处的位置如有较大差异, 就

会明显地感受到社会结构的紧张状态, 从而使我们一方面能够从总体上把握一个社会是否处于

一种结构紧张状态, 另一方面, 也能够使我们具体地认识到处于不同结构位置上的利益群体如

何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感受到这种结构紧张, 这对尔后的政策调整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具有

非同寻常的意义。

我们试图从人们主观认同的社会地位结构、组织结构、角色结构、权力地位结构、收入水

平与教育水平结构的角度, 具体分析中国社会中的结构紧张。

(一) 主观认同的社会地位结构

制度改革和变迁的一个根本取向, 就是对人们之间的利益重新调整。改革十余年来, 中国

社会各阶层获利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更重要的是, 在这样的利益

结构和分层结构之下, 已经开始形成 社会分化的动力系统 , 在这个动力系统的推动之下, 在

未来的若干年中, 社会阶层将会呈现进一步分化的趋势, 并由此构成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

严峻问题。 我们认为, 这个严峻的问题就是由于制度的整合滞后于结构的分化, 从而造成结构

紧张并导致诸多社会问题, 如贫富分化、阶层矛盾激化、分层结构定型化等。

表 3 是针对主观认同的社会地位变量 ( 主观分层变量) 与失范 ( anom ia) 变量所做的方差

分析。我们发现除了较高地位阶层的均值 ( 10 46) 稍高于中等阶层的均值 ( 10 39) , 个体的分

层地位越低则越倾向于失范。F 检验的结果为 48 53, 远远大于在显著度为 0 001 条件下的 F 值

( 4 62) 。

表 3 主观分层与失范

主观分层
95% 的置信区间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下界 上界

低 1745 11 89 3 39 11 73 12 04

较低 1514 10 98 2 91 10 83 11 13

中等 1388 10 39 3 07 10 23 10 55

较高 261 10 46 3 34 10 05 10 86

高 31 10 20 3 45 8 94 11 46

F 值= 48 53 自由度= 4 显著度= 0 000

表 4 是针对主观分层变量与不满意度所做的方差分析。我们发现主观地位分层与不满意度

之间呈现出 U 型的关系, 较高地位的不满意度最低, 均值为 ( 9 86) 。F 检验的结果为 160 22,

远远大于在显著度为 0 001 条件下的 F 值 ( 4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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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主观分层与不满意度

主观分层
95% 的置信区间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下界 上界

低 1745 12 74 2 84 12 61 12 87

较低 1514 11 48 2 54 11 35 11 61

中等 1388 10 63 2 41 10 50 10 76

较高 261 9 86 2 56 9 55 10 17

高 31 11 13 3 05 10 02 12 24

F 值= 160 22 自由度= 4 显著度= 0 000

表 5 是针对主观分层变量与相对剥夺感所做的方差分析。统计结果显示, 主观分层与相对

剥夺感之间呈现出一种 U 型关系, 较高地位的相对剥夺感最低, 均值为 14 63。F 检验的结果为

190 21, 远远大于在显著度为 0 001 条件下的 F 值 ( 4 62) 。

表 5 主观分层与相对剥夺感

主观分层
95% 的置信区间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下界 上界

低 1745 18 32 3 72 18 15 18 50

较低 1514 16 42 3 01 16 27 16 58

中等 1388 15 40 2 94 15 24 15 55

较高 261 14 63 3 36 14 22 151 04

高 31 161 03 31 56 141 74 171 33

F 值= 1901 21 自由度= 4 显著度= 01 000

表 6 是针对主观分层变量与地位不一致之间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主观分层与地位不一

致之间同样呈现出一种 U 型关系, 较高地位者认为其地位不一致的感受最低, 均值为 91 23。F

检验的结果为 651 35, 远远大于在显著度为 01 001 条件下的 F 值 ( 41 62) 。

表 6 主观分层与地位不一致

主观分层
95% 的置信区间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下界 上界

低 1745 101 85 21 42 101 73 101 96

较低 1514 101 23 21 37 101 12 101 35

中等 1388 91 62 21 30 91 50 91 74

较高 261 91 23 21 49 81 92 91 53

高 31 91 35 21 52 81 44 101 27

F 值= 651 35 自由度= 4 显著度= 01 000

以上的结果表明, 除了失范 ( anomia) 感受, 地位较高群体和中等地位群体的不满意度、

相对剥夺感、地位不一致感受最低; 地位最低群体的社会失范感受最强烈; 而地位最高群体相

对于其他群体, 社会失范感受也十分强烈。这种结果或现象, 至少在一个层面或者从一个角度

说明了群体之间社会地位结构的分化与差异会使得不同地位受访者的 /失范0 感受不同, 抑或

说, 群体社会地位的分化与差异是个体失范感受产生的结构性原因之一, 虽然其并不呈线性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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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单位组织结构

改革前, 中国社会的组织始终处于高度的整合状态, 以单位的形式形成一个整合的网络。

随着制度的改革和变迁、市场经济的建立, 同时顺应 /党政分开0、/政企分开0 的要求, 产生

了多种组织形式, 诸如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这种市场经济的转型, 导致自由

资源的形成和流动, 在一定程度上为组织和个人的社会独立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 但原有的

基本支配形式和支配结构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 也就是说单位组织生存的基本制度基础没

有发生根本改变, 因而单位组织仍然保持着很强的政治特征和支配工具特征。¹ 所以, 在本文的

分析中, 将社会的组织类型划分为单位和非单位两种类型, 虽然这种划分可能过于简单, 忽略

了单位组织内部和非单位组织内部的差异性, 但这种划分无疑与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基本特征相吻合, 更能反映出中国在制度变迁下组织分化的特征。

表 7是针对单位结构与失范 ( anomia) 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非单位成员比单位成员

更倾向于失范, 非单位成员的均值 ( 111 41) 大于单位成员的均值 ( 101 85) 。F 检验的结果为

361 63, 大于在显著度为 01 001 条件下的 F 值 ( 101 83) 。

表 7  单位结构与失范

单位结构
95% 的置信区间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下界 上界

非单位 2175 111 41 21 99 111 29 111 54

单位 2680 101 85 31 36 101 73 101 98

F 值= 361 63 自由度= 1 显著度= 01 000

表 8是针对单位结构与不满意度所做的方差分析。F 检验的结果显示, 单位结构与不满意度

之间没有统计上的相关关系。

表 8  单位结构与不满意度

单位结构
95% 的置信区间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下界 上界

非单位 2175 111 65 21 64 111 54 111 76

单位 2680 111 53 21 88 111 42 111 64

F 值= 21 03 自由度= 1 显著度= 01 154

表 9是针对单位结构与相对剥夺感所做的方差分析。F 检验的结果显示, 单位结构与相对剥

夺感之间, 在 01 001 的显著条件下, 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表 9 单位结构与相对剥夺感

单位结构
95% 的置信区间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下界 上界

非单位 2175 161 78 31 56 161 63 161 93

单位 2680 161 61 31 48 161 48 161 75

F 值= 21 74 自由度= 1 显著度= 01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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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是针对单位结构与地位不一致之间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非单位成员地位不一致的感

受强于单位成员, 非单位成员的均值 ( 101 36) 大于单位成员的均值 ( 101 09) 。F 检验的结果为

141 66, 大于在显著度为 01 001 条件下的 F 值 ( 101 83) 。

表 10  单位结构与地位不一致

单位结构
95% 的置信区间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下界 上界

非单位 2175 101 36 21 35 101 26 101 46

单位 2680 101 09 21 49 101 00 101 19

F 值= 141 66 自由度= 1 显著度= 01 000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发现, 非单位成员的失范感受在失范 ( anom ia) 、地位不一致两个方面

的感受强于单位成员。对不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的检验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我们在 2001 年

的调查中发现, 单位成员的不满意度以及付出与得到的不平衡和不公正感受要高于非单位成员;

单位成员比非单位成员更能强烈地感受到相对剥夺; 单位成员所感受到的地位不一致性比非单

位成员要强烈; 单位成员比非单位成员更倾向于失范。那么在失范和地位不一致感受上, 2008

年的调查结果与我们在 2001 年的调查中所得出的结论相反, ¹ 排除操作上的失误, 这是否说明

在这 7 年中, 制度安排的取向在某些方面发生了转变, 从而使得失范的某些层面亦发生了变化?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猜测, 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展开分析。

  (三) 角色结构

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除了外在结构的分化之外, 角色结构亦发生了分化。随着社

会分工的不断深化, 角色结构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从而削弱了集体意识的整合作用。一种说法

认为, 个性独立和角色意识多元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不过由于在整个社会层面缺乏一种核心

道德和价值取向, 非常容易产生失范行为。角色紧张的根源也正是源于角色的多元化, 更具体

来说是源于维持人们角色互补的制度设置和价值规范的失效。

表 11 是角色紧张与失范 ( anomia) 之间的相关分析。皮尔逊卡方检验的结果 ( - 01 117)

显示, 角色紧张与失范之间呈现统计上的显著相关关系, 且方向为负。也就是说受访者的角色

紧张状态愈明显其失范感受愈强烈。

表 11  角色紧张与失范的相关分析

角色紧张 失范

角色紧张 皮尔逊相关系数 1 - 1 117**

显著度 1 000

样本数 4915 4915

失范 皮尔逊相关系数 - 1 117** 1

显著度 1 000

样本数 4915 4958

    ** 01 01 显著度水平下的相关关系。

表 12 是角色紧张与不满意度之间的相关分析。皮尔逊卡方检验的结果 ( - 01 173) 显示,

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 受访者的角色越紧张, 其不满意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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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角色紧张与不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角色紧张 不满意度

角色紧张 皮尔逊相关系数 1 - 1 173**

显著度 01 00

样本数 4915 4915

不满意度 皮尔逊相关系数 - 1 173** 1

显著度 1 000

样本数 4915 4958

    ** 01 01 显著度水平下的相关关系。

表 13 是角色紧张与相对剥夺感之间的相关分析。皮尔逊卡方检验的结果 ( - 01 129) 显示,

角色紧张与相对剥夺感之间亦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也就是说受访者的角色越紧张, 其相对

剥夺感越强烈。

表 13 角色紧张与相对剥夺感的相关分析

角色紧张 相对剥夺感

角色紧张 皮尔逊相关系数 1 - 1 129**

显著度 1 000

样本数 4915 4915

相对剥夺感 皮尔逊相关系数 - 1 129** 1

显著度 1 000

样本数 4915 4958

    ** 01 01 显著度水平下的相关关系。

表 14 是角色紧张与地位不一致之间的相关分析。皮尔逊卡方检验的结果 ( - 01 322) 显示,

角色紧张与地位不一致之间有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 受访者的角色越紧张其地位不一致的感受

越强烈。

表 14 角色紧张与地位不一致的相关分析

角色紧张 地位不一致

角色紧张 皮尔逊相关系数 1 - 1 322**

显著度 1 000

样本数 4915 4915

地位不一致 皮尔逊相关系数 - 1 322** 1

显著度 1 000

样本数 4915 4958

    ** 01 01 显著度水平下的相关关系。

本文对角色紧张的操作化是基于角色结构的分化与整合, 角色紧张是一个连续变量, 分值

越低, 紧张感受越强烈。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发现在失范的 4 个层面, 受访者的角色越紧张,

其失范的感受越明显, 或许, 角色紧张本身就是一种失范状态。按照涂尔干的观点, 社会成员

的同质性越高, 社会分工越不充分, 社会对个人的控制就越严格, 因而整个社会呈现一种 /机

械团结0 状态。随着社会的变迁发展, / 有机团结0 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之上, 多元的角色设

置在为社会个体提供发展空间的同时, 也产生了不同角色要求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而且, 制度

变迁使得原有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失去了整合作用, 新的、为社会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和

道德规范却未建立, 整个社会便呈现出 /去道德化0 和 /去价值化0 的真空状态。一旦分化的

角色失去整合的能力、多元的意识缺乏道德规约, 就会导致欲望的膨胀和角色要求之间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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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人们处于失范状态, 即迷茫、不满、混乱等状态。此处的分析结果说明, 受访者角色规范

付之阙如正是失范产生的原因之一, 也说明将角色的分化作为社会结构分化的微观层面是合理

的, 这样, 我们能够更加贴切地体察社会的结构紧张状况。

  (四) 权力地位结构

在转型期, 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官员腐败、权力寻租, 而建立在道德表率和经济绩

效基础上的 /官僚制0, 一旦遭遇部分个体以权谋私, 就会导致整个社会对当权者的不信任, 甚

而产生政治合法性危机。在管理者内部是等级分明, / 官大一级压死人0。作为一种稀缺资源,

其亦可转化为其他资源, 诸如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

表 15 是针对管理级别与失范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受访者的管理级别与失范感受之

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受访者的管理级别越低, 就越容易产生失范感受。F 检验的结果为

271 43, 大于在显著度为 01 001 条件下的 F 值 ( 51 42) 。

表 15 管理级别与失范

管理级别
95% 的置信区间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下界 上界

非管理级别 3492 111 35 31 19 111 24 111 45

基层管理人员 697 101 67 31 25 101 43 101 91

中层管理人员 563 101 32 31 17 101 06 101 58

高层管理人员 132 101 03 31 10 91 49 101 56

F 值= 271 43 自由度= 3 显著性= 01 000

表 16 是管理级别与不满意度之间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受访者的管理级别与不满意度之

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受访者的管理级别越低, 其不满意度越高。F 检验的结果为 671 55, 远远

大于在显著度为 01 001条件下的 F 值 ( 51 42) 。

表 16 管理级别与不满意度

管理级别
95% 的置信区间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下界 上界

非管理级别 3492 111 87 21 74 111 78 111 96

基层管理人员 697 111 41 21 64 111 22 111 61

中层管理人员 563 101 54 21 70 101 31 101 77

高层管理人员 132 91 46 21 93 81 96 91 97

F 值= 671 55 自由度= 3 显著性= 01 000

表 17  管理级别与相对剥夺感

管理级别
95% 的置信区间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下界 上界

非管理级别 3492 171 08 31 48 161 97 171 20

基层管理人员 697 161 39 31 38 161 14 161 64

中层管理人员 563 151 47 31 31 151 20 151 74

高层管理人员 132 131 74 31 43 131 15 141 33

F 值= 721 64 自由度= 3 显著度= 0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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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是针对管理级别与相对剥夺感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受访者的管理级别与相对

剥夺感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受访者的管理级别越低, 其相对剥夺感越强烈。F 检验的结果为

721 64, 远大于显著度在 01 001 条件下的 F 值 ( 51 42) 。

表 18 是针对管理级别与地位不一致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受访者的管理级别与地位

不一致感受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受访者的管理级别越低, 其地位不一致的感受越强烈。F 检

验的结果为 361 26, 大于在显著度为 01 001 条件下的 F 值 ( 51 42) 。

表 18  管理级别与地位不一致

管理级别
95% 的置信区间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下界 上界

非管理级别 3492 101 40 21 39 101 32 101 48

基层管理人员 697 101 02 21 37 91 85 101 19

中层管理人员 563 91 56 21 34 91 36 91 75

高层管理人员 132 81 90 21 69 81 43 91 36

F 值= 361 26 自由度= 3 显著度= 01 00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受访者的管理级别越低, 其失范的感受越强烈。权力作为一种稀缺

资源, 是不均等分配的, 而个体对权力的欲望与生俱来, 一旦没有权力, 或者职位低于他人,

就会产生被压迫感、不满意等心理感受; 再者, 一部分握有权力者, 身在其位、不谋其事, 贪

污腐败、瓜分国有资产, 使下层产生了极强的剥夺感。而以上种种负面感受往往具有扩散效应,

会在整个社会层面产生对权力者的失望甚至愤恨, 这种积累的怨恨得不到有效的发泄, 就会萌

生出很多社会问题。

与其说是管理级别的差异导致个体的失范感受, 毋宁说是制度安排的结构性原因所致。魏

昂德在论述市场转型时期社会成员的权力地位时, 认为国家在改革过程中仍然保持着相对于市

场的权力, 主导着制度变迁, / 干部0 的权力和地位并不会因市场转型而在权力格局中下降。¹

凌驾于市场之上的政治权力, 不仅使其他资源难以形成合理的走向, 而且其自身亦衍生着有利

于权力地位的各种制度规则。也就是说有权者通过各种制度化手段排斥其他群体进入利益圈,

据此, 不难理解为何管理级别越低, 其失范感受越强烈, 因为权力背后隐含着各种伴生资源,

是无权者或权力地位低者所不具有的。

  (五) 收入水平结构

衡量经济资源的主要标准就是个体的收入水平。/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 中国已经跨入

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行列, 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中国当前社会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

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 1980 年的 01 33 迅速增大, 1994 年突破警戒临界点 01 4, 2002 年已

经超过了 01 45。0º 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 进入 1990 年代之后, 社会资源的配置呈现一种重新

积聚的趋势, 结果是, 社会中的各种资源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少数地区、少数群体、甚至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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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¹ 无疑, 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分化的结果使处于低收入水平的群体, 极易产生不公正、被

剥夺的感受。这种负面感受是社会不稳定产生的主要原因, 当下社会出现的 /仇富0 甚至 /杀

富0 等失范状态正是源于收入分配不公。

表 19 是针对收入水平与失范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受访者的收入水平与失范感受之

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受访者的收入水平越低, 其失范感受越强烈。F 检验的结果为 101 30, 大

于在显著度为 01 001 条件下的 F 值 ( 41 62) 。

表 19 收入水平与失范

收入水平
95% 的置信区间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下界 上界

低 983 111 52 31 28 111 32 111 73

较低 1281 111 31 31 31 111 13 111 49

中等 807 101 99 31 25 101 76 111 21

较高 993 101 87 31 171 101 67 111 07

高 861 101 71 21 96 101 52 101 91

F 值= 101 30 自由度= 4 显著度= 01 000

表 20 是针对收入水平与不满意度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受访者的收入水平与不满意

度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受访者的收入水平越低, 其不满意度感受越强烈。F 检验的结果为

2501 66, 远大于在显著度为 01 001 条件下的 F 值 ( 41 62) 。

表 20 收入水平与不满意度

收入水平
95% 的置信区间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下界 上界

低 983 131 47 21 80 131 30 131 65

较低 1281 111 93 21 55 111 79 121 07

中等 807 111 40 21 48 111 22 111 57

较高 993 101 93 21 41 101 78 111 08

高 861 91 94 21 38 91 78 101 10

F 值= 2501 66 自由度= 4 显著度= 01 000

表 21 是针对收入水平与相对剥夺感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受访者的收入水平与相对

剥夺感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受访者的收入水平越低, 其相对剥夺感越强烈。F 检验的结果为

3401 00, 远远大于在显著度为 01 001 条件下的 F 值 ( 41 62) 。

表 21  收入水平与相对剥夺感

收入水平
95% 的置信区间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下界 上界

低 983 191 46 31 79 191 22 191 70

较低 1281 171 17 31 17 171 00 171 34

中等 807 161 23 21 68 161 04 161 41

较高 993 151 71 21 78 151 54 151 88

高 861 141 46 21 96 141 26 141 66

F 值= 3401 00 自由度= 4 显著度= 0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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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是对收入水平与地位不一致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受访者的收入水平与地位不

一致感受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受访者的收入水平越低, 其地位不一致感受越强烈。F 检验的

结果为 591 27, 大于显著度在 01 001 条件下的 F 值 ( 41 62) 。

表 22  收入水平与地位不一致

收入水平
95% 的置信区间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下界 上界

低 983 111 05 21 44 101 90 111 20

较低 1281 101 45 21 46 101 31 101 58

中等 807 101 10 21 23 91 94 101 25

较高 993 91 82 21 33 91 67 91 96

高 861 91 52 21 36 91 36 91 67

F 值= 591 27 自由度= 4 显著度= 01 000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 受访者的收入水平与失范的 4 个层面都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也就是

说, 受访者的收入水平越低, 其失范的感受越强烈。有学者指出, 收入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这些因素包括就业者的社会组织化程度、商品和服务的供求关系、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者的

技能和经验、对职业的社会评价。¹ 亦有研究者认为理性工人可以通过投资教育培训来增加收

入; 基于不同职位的不同收入水平是工人基本价值的反映, º 所以个体收入的多少直接与个人特

征相联系。我们发现, 这些解释都是基于市场原则, 如果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 供求

关系和个体特征是产生收入水平差异的主导因素, 那么, 中国当下群体性的收入差距拉大则产

生于制度性原因。群体性的失范只有而且只能通过结构性原因才能得到解释, 这种解释无疑要

回到本文的核心概念 ))) /结构紧张0 上来。国家的制度安排明确提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0, 但是富起来的群体演变为各种利益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巩固既得利益, 使得

/先富带动后富0 的目标并没有实现, 贫富差距却在拉大。

  (六) 教育水平结构

布迪厄将文化定义为一个符号和意义系统, 他认为, 社会的统治阶级通过控制教化活动

( 教育) , 使主流的符号和意义内化于下一代中, 将自身的文化价值强加在其他阶级身上, 从而

实现了统治阶级文化特征的再生产。» 在这个意义上,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与社会个体接受主流价

值形态的社会化过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只不过其更强调统治阶级的再生产, 教育的功能不

是消除不平等, 而是继续和再生产着不平等。那么, 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 教育程度愈高的个

体, 其对统治阶级的文化和价值内化程度愈深, 这无疑忽略了行动者的主体选择性。文化资本

理论强调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以及如何通过文化灌输使之合法化, 但是, 这个解释只是个假设,

而没有被证明。¼ 我们认为, 文化资源如同经济资源、权力资源一样, 具有稀缺性, 同时其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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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其他资源, 因此, 社会个体不是逃避而是主动地去获取更多的文化资源;

另外, 接受教育作为获得文化资源的重要途径是分配不均等的。

表 23 是针对教育程度与失范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受访者的教育程度与失范感受之

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受访者的教育水平越低, 其失范的感受越强烈。F 检验的结果为 211 01,

大于在显著度为 01 001条件下的 F 值 ( 51 42) 。

表 23 教育水平与失范

教育程度
95% 的置信区间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下界 上界

初中及以下 903 111 67 21 91 111 48 111 86

高中 ( 含中专) 1761 111 28 31 25 111 13 111 43

大学 ( 含大专) 2229 101 75 31 27 101 61 101 88

硕士及以上 55 101 53 31 25 91 66 111 41

F 值= 211 01 自由度= 4 显著度= 01 000

表 24 是针对教育程度与不满意度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受访者的教育水平与不满意

度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受访者的教育水平越低, 其不满意度感受越强烈, F 检验的结果为

211 01, 大于在显著度为 01 001 条件下的 F 值 ( 51 42) 。

表 24 教育程度与不满意度

教育程度
95% 的置信区间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下界 上界

初中及以下 903 121 22 21 78 121 03 121 40

高中 ( 含中专) 1761 111 72 21 81 111 59 111 85

大学 ( 含大专) 2229 111 26 21 73 111 15 111 38

硕士及以上 55 101 62 21 17 101 03 111 20

F 值= 211 01 自由度= 4 显著度= 01 000

表 25 是针对教育程度与相对剥夺感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受访者的教育水平与相对

剥夺感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受访者的教育水平越低, 其相对剥夺感受越强烈, F 检验的结果

为 641 76, 远大于在显著度为 01 001 条件下的 F 值 ( 51 42) 。

表 25  教育程度与相对剥夺感

教育程度
95% 的置信区间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下界 上界

初中及以下 903 171 69 31 69 171 45 171 93

高中 ( 含中专) 1761 171 12 31 58 161 95 171 28

大学 ( 含大专) 2229 161 01 31 28 151 87 161 15

硕士及以上 55 151 43 31 14 141 58 161 27

F 值= 641 76 自由度= 3 显著度= 01 000

表 26 是针对教育程度与地位不一致所做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受访者的教育程度与地位

不一致感受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受访者的教育水平越低, 其地位不一致的感受越强烈。F 检

验的结果为 251 98, 大于在显著度为 01 001 条件下的 F 值 ( 51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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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教育程度与地位不一致

教育程度
95% 的置信区间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下界 上界

初中及以下 903 101 74 21 40 101 60 101 90

高中 ( 含中专) 1761 101 29 21 40 101 18 101 40

大学 ( 含大专) 2229 91 98 21 43 91 88 101 08

硕士及以上 55 91 08 21 65 81 37 91 80

F 值= 251 98 自由度= 3 显著度= 01 000

通过以上分析结果, 可以看出, 个体的教育程度愈低, 其失范感受愈加强烈。如前文所述,

文化资源可以转化为其他资源, 教育程度低的个体, 其获得较高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的难

度也随之加大。如果说对于个体的教育机会不平等, 更多原因是由个体因素造成的, 那么对于

群体、阶层和地域来说, 则是由一种结构或制度性原因造成的。有学者在研究了制度变迁与教

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后发现, 1992 年以后社会分化加剧, 教育体制受市场化的冲击, 家庭阶层

背景的效用凸显, 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转变为资源转化与文化再生产双重模式并存。¹ 也就是

说, 一个社会的特定制度条件和社会结构因素对文化资源的分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低教育

程度群体的失范感受也正是源于结构性的原因。

四、总结与讨论

/结构紧张0 是当下中国社会结构的一种不可忽视的状态, 这一概念有助于理解时下大量涌

现的社会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我们认为, / 结构紧张0 是指社会的结构分化速度快于制度规范

的整合速度而形成的结构要素之间的张力与脱节。文章尝试从失范的视角切入, 通过调查数据

检验结构的两个维度 ( 关系结构和分配结构) 、六个方面 ( 社会地位结构、单位组织结构、角色

结构、权力地位结构、收入水平结构和教育水平结构) 是否以及如何导致了受访者的失范感受。

首先, 在测量过程中我们发现, 除了失范量表以外, 其他的三个量表, 即不满意度量表、

相对剥夺感量表和地位不一致量表与受访者主观认定的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存在着一种 U 型的相

关关系。就受访者总体来说, 处于低社会地位与高社会地位的受访者都有着比较强烈的失范感

受, 相比较而言, 处于中间社会地位的受访者的失范感受没有上述两个社会群体那么强烈。这

个结果起码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 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地位结构的分化和差异程度越深, 在相

互比较的过程中, 人们的失范感受可能会变得愈加强烈。如果将 /失范0 作为一种结构性问题,

那么社会地位结构的紧张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值得思考的是, 上述状况是否意味着一个

庞大的中间阶层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结构, 会起到 /稳定器0 的作用?

有学者分析指出: 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 ( 保守性、激进性、依附性) 不能一概论之, 要结

合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因素, 即经济发展程度、政治体制和秩序化程度来进行分析。º 而人们一直

以来所认为的中间阶层, 很多情况下都是由许多职业群体构成的, 这些群体之间由于职业、地

位的差异, 往往并不具有同质性, 群体之间缺乏整合的机制, 因此社会对中间阶层的期望, 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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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示范社会道德规范、缓和阶层冲突、维持政治秩序与稳定等, 可能会在现实的观察与分析中

表现得并不十分突出。¹ 当然, 从另外一个角度, 目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和经

济、社会结构逐步变迁的过程, 中间阶层群体也是在此过程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强大的, 中间阶

层作为改革的获益者, 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政治制度稳步推进的前提下, 为了自身利益

的延续, 可能不会对社会结构的稳定产生巨大的冲击, 在这个意义上, 具有一定规模的中间阶

层的社会结构, 至少要比二元的社会结构稳定。

第二, 人们所处的不同单位类型与失范、地位不一致的主观感受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单位成员在这两个层面的感受明显弱于非单位成员。如果说改革以来经济社会的变化, 使得非

国有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单位成员的既得利益受到了侵犯, 那么在我们的调查数据中则反

映出, 单位成员比非单位成员更安于现状, 至少在失范感受和地位不一致性层面上如此。假设

在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 任何社会成员的同等努力都应该从社会中得到同等回报, 但事实上由

于 /单位0 的社会分割效应等原因, 使得个人同水平的努力所获得的回报是不一样的。º 也就是

说 /单位作为我国各种社会组织基本形式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0, » 单位成员的主观感受

也是不同于非单位成员的。虽然放权让利的改革, 扩展了企业自由流动的资源与自由活动的空

间, 单位组织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组织依附性有所减弱, ¼ 但这些变化大多是局部性和非根本性

的, 单位组织仍然强大并保持着它们的基本特征, 国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对社会资源的

占有, 并通过权力的授予进行分配, 从而使各种单位依附于政府, 单位成员依附于单位组织。½

中国的单位不仅向单位成员提供各种福利, 而且还给予单位成员在单位内外行为的权力 ( 利) 、

社会身份以及社会政治地位。¾ 组织结构间的紧张造成了所属成员的主观感受差异, 制度安排的

倾向性并没有因市场化的推进而发生骤变。

第三, 角色紧张与失范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角色紧张程度愈强烈的个体, 其失范感受越

强。社会结构的分化是衡量一个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指标之一, 而多元化的角色结构正是源于社

会结构要素的不断分化。但是, 当下社会, 角色多元化的同时, 却没有在社会层面树立起个体

成员所遵循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按照涂尔干的理解, 社会变迁的效果, 使现代自由及其连

带出来的欲望无限扩张, 而社会控制的基础, 即集体意识却逐渐瓦解掉了, 集体意识的衰落无

疑会使社会陷入道德真空状态, 社会成员失去了社会凝聚力, 社会的缺席使个体意识不再具有

内在的限制和约束, 陷入了规范缺席的状态。¿ 个体的失范感受部分原因在于角色之间乏于调

和、角色要求不能满足、角色意识出现混乱, 这种角色紧张导致的失范感受正是结构紧张在个

体层面的微观体现, 一个结构紧张的社会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角色结构紧张。

第四, 受访者的管理级别、收入水平、教育程度越低, 其失范感受越强烈。尽管在不同时

期, 不同资源的重要性会有所偏重, 但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分配是一个交织在一

起、难以分离的过程。改革前, 政治资源是所有资源的核心, 而在改革以后的市场经济中, 经

济资源的地位逐步上升, 魏昂德在 /市场转型论0 中认为, 市场转型的过程使得 /政治资本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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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值、/人力资本0 升值。而有学者在分析中国转型期总体性精英形成的机制时, 提出了总体性

资本的概念, 认为总体性精英形成的重要环节得益于 /资本转换0, / 如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与

文化资本之间的转换, 而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是如此之容易, 使我们怀疑, 这究竟

是一个 -转换的过程., 还是同一种资本在不同领域展现的过程? 也许更确切地, 应当将其看作

是一种独特的资本形式, 即一种总体性资本。0¹ 随着制度的改革和变迁, 在社会上产生了经济

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联盟, 从而绝对化地占有着社会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

源, 非精英者或者弱势群体被边缘化。这种局面也体现在我们的分析结果中, 受访者的管理级

别、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与失范感受之间的方向一致, 不排除重复加强效应。这种完全失衡的

利益格局也是结构紧张的一种体现, 正是权力结构、收入结构与教育结构的失衡与紧张使得不

同个体的失范感受有所差异。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上述问题产生于不同结构要素之间关系的失衡和紧张、维持结构的分配

功能失调与不公。而失范效应只不过是 /结构紧张0 引致社会问题的冰山一角。在思考结构紧

张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时, 制度变迁主导者的作用及意义需要强调。/结构紧张0 是社会发

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问题, 不同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 社会结构只是在紧张程度上有

所差别而已。如前文所述, 如果主导者在制度安排的力度与方向上得当, 对不同社会群体之间

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与利益实现的途径、条件与方式上准备得充分, 能够因势利导, 那么结

构紧张就会趋于和缓, 社会结构在新的制度条件下就会平衡与稳定。反之, 不公正、不规范、

欠于谋划的制度政策会使得结构性要素之间的紧张加剧, 社会问题不可避免。

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变迁始终贯穿着稳定和发展的交互主题, 这一变迁虽迅速却不激烈,

依然保持着较为平稳的节奏, 因此, 社会的结构性紧张大体上还处于可控的范围。但自 2008 年

以来, 世界性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所产生的剧烈动荡和系统风险却时刻提醒我们, 无论系统

风险是由外生性的体制影响所造成的, 还是由内生性的体制矛盾造成的, 它对社会底层或中产

阶层的失范或紧张所造成的影响, 可能比本文所分析的六种结构要素要来得猛烈得多, 所产生

的总体社会的结构紧张程度要强烈得多。因此, 若要始终维护稳定与发展这两大主题, 我们就

必须摸清在各种结构条件变化的情况下, 结构紧张发生和释放的具体机制, 为社会解压, 求社

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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