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外，底层的这种认知也与政府通过大众媒介
极力宣传无所不能的、强大有力的、大包大揽的
大政府形象有关。然而，建立在依赖与期待心
理之上的政府信任，一旦遭遇经济停滞、社会保
障短缺，或是政府无法兑现大肆宣传的各种民
生计划，就会在瞬间土崩瓦解。

笔者的调研还显示，与低收入阶层不同，中
等收入以上的社会阶层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很
低。他们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尤其是对食
品安全、社会治安、环境污染、社会冲突等越演
越烈的社会问题的根治能力失去信任。危邦不
入、乱邦不居，近年来大规模的投资与技术移民
潮就是他们因对政府失去信任而作出的无奈选
择。从更深层次分析，官员腐败与官僚资本的
垄断已经成为彻底摧毁原本岌岌可危的政府信
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从乡土信任，到信任危机，再到社会信任的重
建，应该成为中国体验的完整过程。在这一痛苦
而漫长的过程中，真正完善而成熟的社会信任不
应建立对某个品质优秀、能力超群的个人(即所谓
具有克里斯玛权威的个人) 的信任之上，也不能建
立在对某个社会组织或社会群体的信任之上。我
们期待的社会信任应该能够获得充分的制度保

障，它是建立在完满的顶层设计和一系列百无一
疏的技术措施基础上的。这样的信任体系的建
构，不仅能够使中国人民获得自由而有保障的行
动空间，而且也能够使他们获得人生最为完美的
精神体验，而这种体验或这种感受，将比单纯的
GDP的增长带给人们更多的心理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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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悬殊也是一种中国体验
马广海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所谓中国体验，就是在当前宏观社会变迁
的背景下，作为现代化之主体的中国人的精神
世界所经历的种种嬗变，也可以说，中国体验就
是最近几十年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在中国人民
的精神世界中所留下的鲜活印记。为什么说贫
富差距也是一种中国体验呢? 首先让我们看一
下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现实。

贫富差距指的是一个社会内部社会成员之
间( 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 在收入和财富两个方

面所存在的差距。200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
的《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称，伴随经济快速
增长，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急剧拉大。报告中
说，尽管政府一直在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区
差距，但贫富差距快速拉大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报告结论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 0． 5 的高
压线，达到了0． 496，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发改委
专家杨宜勇指出，联合国约有 190 多个国家，在
有完整的统计数据的 150个国家中，基尼系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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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0． 49 的不超过 10 个，排名前十的除了中国
外，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1］

贫富差距的另一个方面———财富差距———
在我国也是严重问题。一般认为，财富差距在
导致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上具有更重要的作
用，因为财富差距的超常规扩大源自于整个社
会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众所周知，我国社会在
改革之初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财富的平等化效应
之后，便开始了社会资源向少数人迅速积聚的
过程，由此所导致我国社会中财富差距严重扩
大。国际知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
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 1%的家庭掌握了全
国 41． 4%的财富。［2］

贫富差距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普遍的社会
现象。而它之所以成为了特殊的“中国体验”，
显然是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特征有关。概括
起来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有以下几个显著
特征:

首先，贫富差距的悬殊性。相关研究显示，
2010 年城乡居民家庭高低收入户年人均收入
相差 22 倍;再如，2010 年底我国居民储蓄存款
余额 307166 亿元，人均储蓄存款 22906 元，居
民储蓄存款结构为 15 /85，即 15%最高存款客
户存款占总存款的 85%。［3］这些数据说明了
“穷人”与“富人”在收入或财富上的数量差距，
但没有显示出我国社会中“穷人”之“穷”的程
度，或者说，不能显示贫富差距是在什么样的贫
困线上拉开的，而这恰是问题的根本。

1986 年，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了我国农村
贫困线，标准为每人年收入 200 元人民币( 1984
年价) ，此后农村贫困线有较大调整，2006 年为
693 元，与低收入人口相对应的低收入线是 958
元，而这两部分人的恩格尔系数是 69． 5% 和
65． 6%。我们知道美国也是一个贫富差距较大
的国家，但是美国 2006 年的贫困线是四口之家
收入 20614 美元。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经
济学家就认为，如果一个家庭需要用收入的1 /3
或 1 /3 以上来购买“简朴食物”，那么，这个家
庭就应被认为是贫困家庭。［4］两相比较，足见
我国的贫困线之低，或我国的穷人之穷。显然，
中美之间不可作简单对比，但是在这样低的贫
困线基础上拉开的巨大的贫富差距将会使中国

人产生怎样的关于贫富差距的特殊“体验”，却
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严重问题。

其次，悬殊的贫富差距形成的迅速性。在
中国，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已经不是近几年的
事了。有关资料显示，在改革开放之初的 1981
年基尼系数只有 0． 281，到 2000 年，我国居民
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 0． 4089。这
意味着在短短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
从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跨入了一个贫富差距过
大的社会。而美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 1967
年为 0． 397，1970 年为 0． 394，1980 年为 0． 403，
1990 年为 0． 428，1995 年为 0． 450，2000 年为
0． 462，2005 为 0． 469，2007 年为 0． 463，2008 年
为 0． 466。［5］也就是说，在 20 多年的时间里，美
国的收入差距虽然也呈扩大趋势，但其扩大的
速度却比我们要低得多。

最后，贫富差距原因的不公正性。中国社会
贫富差距产生原因的不公正性十分突出。这种
不公正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突出的当数权
力因素对资源分配的深度介入。众所周知，中国
的市场体制远没有完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钱
权交易、权力寻租、贪污受贿等现象十分普遍，而
这正是导致贫富差距悬殊和贫富差距快速拉开
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人们已经有了深刻的认
识和“体验”。笔者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各种不
公平现象中，人们对于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感受最
为强烈，其选择人数比例“独占鳌头”，高达
64%，远远超过其他选项的比例。当问到“当今
社会上哪些人最容易获得高收入”时，53%的被
调查者认为是“当官的人”; 33． 1%的被调查者认
为是“社会关系广泛的人”。由于“社会关系”和
“家庭背景”往往是与权力因素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可以说，当前人们普遍感受到了“权力”因
素在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贫
富差距拉大和种种社会不公。

正是由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上述特征，
导致了人们在贫富差距问题上的种种消极、否
定的社会心态，使对富裕阶层的负面、消极的定
势反应成为了很多人的一种“共识”。当然，对
于中国人来说，贫富差距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
负面的体验和感受。因为贫富差距的产生，毕
竟是以打破被人们诟病已久的“大锅饭”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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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虽然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了种种不公
平现象的产生，但市场也毕竟为更多的人提供
了更多的自由空间，使人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活
力和发展，从而有了更多的希望和期盼。正是
这种对贫富差距的“爱恨交织”给予了我们国
人关于贫富差距以独特的“中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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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发展中的国民心态调整
孙时进

(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文革”的结束、“四人帮”的倒台，改革开
放的实施，终于使得历经百年屈辱的中国逐步
走上经济腾飞、社会发展的道路。然而，这并没
有驱散百年的屈辱留在中国人心中的自卑的阴
影和危机感。

改革开放 30多年取得社会尤其是经济的进
步使得中国有了向世界展现自己的能力。奥运
盛会、“世博会”等规模空前的大型活动的举办，
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在 20 国峰会、
中欧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等的地位上升，表明中
国开始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已经开始有了影响与
改变世界的能力。历史悲情似乎正在慢慢淡去，
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历史上经济的极度贫穷和
政治的专制留给中国人心理上的自卑感和不安
全感并不能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立即
消除。国民心态的转变会滞后于社会政治经济
的发展，而这种滞后又会反作用于社会的政治和
经济的发展。我们只有对这个事实有所自觉，才
能够摆脱恶性循环，以建立新的良性循环。

以“世博会”为例，7000 万人参展的数字确
实创造了世界纪录，让世界看到一个强大的中
国。但这种追求和满足于“多”、“大”、“快”的

心态背后是否潜藏着集体无意思深处的自卑和
不安全，其基调似乎悲壮的。从深层次思考，这
些做法并不一定能真的增加我们的民族自信、
真正让世人接纳和认可我们，反而会给我们带
来紧张和压力，使我们的幸福感降低，同时也会
让世界感受到一种压力。

近代历史将中国生硬地拉入现代性的潮流
中，因此，我们不断将近代的悲情历史告诉世
人，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唤起中华民族的忧患
意识，激励国人。诚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
国际形势紧张、国内百废待举的情况下，要想在
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生存下去，以忧患意识为指
导，激励民众吃苦耐劳的精神，确是一个非常必
要的选择。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是一样，那时中
国政治经济都面临极为严重的问题，甚至有被
开除“球籍”的危险。但是，在历史的不同时期
应该有不同的、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和方针。
现阶段，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已从“世界大
战是一定要打起来的”转变为“以和平发展”为
主题，对国内的政治形势已从“以阶级斗争为
纲”转为“构建和谐社会”，在经济上已从追求
速度和数量的“又快又好”转为追求质量的“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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