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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

建和谐社会，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
是怎么实现全国各阶级各阶层间
的和谐。

一、研究社会分层的重要意义

      1．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国
            家、地区的基本国情 、基
            本地情
　　研究阶层结构本身就是研究
基本国情。比如这个国家的上层阶
层、中间阶层、社会底层的比例，

通过对他们的状况分析就可以判
断这个国家、地区的基本国情、地
情，而以前往往只讲经济方面，对
社会方面了解不多。

　　2．经济结构变化了，社会结
            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但认识没有相应跟上
　　原来单一的公有制发展到现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
成分，特别是90年代以后，社会上
产生了一些新的阶层，一些社会阶
层分化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提

高，有些社会阶层的地位下降。当
今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向多元化
发展的趋势，已经不是原来的“两
个阶级一个阶层”（编者注：两个

阶级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个
阶层是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
　　根据阶级阶层实际变化的情

协调各社会阶层的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陆学艺

况制定政策，非常重要。这对于一
个地区、单位也是必要的，对不同
人群采取不同政策很有必要。

　　
二 、社会分层的标准和当前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状况
　　　

        1．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的
              异同
　　阶级分析跟阶层分析的对象
都是一个国家、地区的社会结构，

研究这个结构现在处于什么阶段，
是什么状态，是什么样子，不过分
析方法不同，侧面不同。人是分群
的，由于禀赋、出身不同，或者职

业、社会地位不同，处的社会位置
不同，利益诉求不同，产生不同的
层次。对此进行分析，就是要根据
不同层次制定不同政策，这些方面

是一样的。
　　不同点在于出发点跟落脚点
不同，或者研究的目的、方法不

同。譬如革命时期，革命的目的
是要夺取政权。毛泽东讲，要革

命，首要的问题要解决依靠谁、
团结谁、打倒谁，分清敌、我、友
的问题，要搞阶级分析。我们现
在阶层分析不是这个目的，现在

是执政党，时代不同，现在宪法
里也规定各阶级、阶层，或者是
社会主义劳动者，或者是社会主
义建设者，或者是社会主义爱国

者，所以不是要打倒谁，目的不
同，方法也不同。比如社会阶级分
析的标准是按占有生产资料来分，
社会分层的标准按权力、收入、声

望，而且关于分层部分要根据新的
情况采取一些新的步骤来做。所
以，阶级分析、阶层分析，研究的
对象就是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不

要认为一提阶级分析就不一样了。
　　社会学界有一个说法，搞阶级
分析、划阶级，这种办法是革命时期
的，理论根据更倾向于阶级斗争冲

突论，而搞阶层分析有利于协调、调
和，在建设时期，比较合适。用阶层
分析的办法把十三亿人口分出来，
目的是为了能够把大家的积极性都

调动起来，进行社会阶层关系的协
调，构建比较和谐、安定的社会。
　　2．现阶段社会层化的根据
              和标准
　　划分阶层以职业分类为基础，
看职业是什么，以此为主，接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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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

有状况为标准。
　　把全国七亿多就业人员，划分
成十个阶层。说明一下，这样划分
的依据是对十二个省市七十二个

县市六千户的抽样调查，调查后做
了加权，所以跟统计局做的数据不

完全一样，但基本接近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主要是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人
民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员，具有实
际行政职权的干部，不是所有的
干部。占全国就业人数的2.1％。
　　（2）经理人员，包括三个部
分。①公有制企业的老总、经理、中

上层的干部。②三资企业的中上层
管理干部。③私营企业的经理人员。
占1.6％。
　　（3）私营企业主阶层，占1.0％。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包括
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工程师、医
生、律师、文化工作者，国外叫白
领，占4.6％。

　　（5）办事人员阶层，办公室主
任、秘书系统、会计、出纳，电脑
工作人员、统计员等，占7.2％。
　　（6）个体工商户，占7.1％。
　　（7）商业服务人员，占11.2％。

　　（8 ）产业
工人阶层，占
17.5%。
　　（9）农业劳
动者阶层，占
42.9%。
　　（10）城乡
的失业者和半失
业者，占4.8％。
　　
三、对当前中
国社会阶层结
构的总体评价
　　
　　第一，中国
已经形成一个现
代化社会阶层结
构，但还只是一
个雏形
　　首先，现代
化国家的阶级阶
层的基本成分，

比如技术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经

理阶层、企业主阶层，我们国家现
在都有了。跟国外现代化国家的阶
层结构相比，差别在于结构比例还
不合理。

　　其次，十个阶层的排序不是随
意定的，是按照拥有三种资源的多
少来排列的，不是任意的。
　　第二，现代社会的流动机制
正在形成
　　社会流动，学术上讲代际流动。
比如父亲当工人，孩子当干部，是
向上流动；父亲是干部，孩子是工

人，是向下流动。还有一个讲代内
流动。一个人原来是工人，后来上
了大学，毕业后当了干部，当了局
长，那就是向上流动；原来是干部，

后来当了工人，当了农民，是向下

流动。一个国家向上流动的人多，这
个国家是稳定的、发展的。社会流

动里还有一个意思，讲“先赋型”（社
会身份是先天赋予的）跟“后致型”
（社会身份经过后天努力是可以改变
的）。生在农村就当农民，生在工人

家就当工人，这就是“先赋型”。“先
赋型”多了就形成封闭社会。
　　我国正在由先赋型社会演变为
后致型社会。一个现代社会一定是

个开放、社会流动畅通、公正的社
会，现在我们已经往这个方向走，正
在发展。但还不能说已经是开放的
社会，总的来说，现代社会结构包

括现代社会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
　　第三，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
层结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
发展和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的背景
下，自然、自发形成的，还不合理，
还在发展变化中，与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还不适应　　
       不合理主要表现有两点，一是

该大的社会阶层没有大起来，二是
该小的没有小下去。按照现在的经
济水平，社会中间阶层（国外叫中
产阶级）的规模要比现在的大。该

小的没有小下去指的是农民，现在
已经到工业化中期阶段，但是农民
（从户口上）还占70%，从业劳动
力还占50%，而每年创造的GDP就

14.6%，用50％的劳动力创造14.6%
的GDP，农民收入低的情况就没法
改变。
　　社会中间阶层从阶层分析方面

来说，首先是个职业概念。其次所
谓中间阶层不是一个阶层，是若干
个阶层的总称，在十个阶层里面，前
六个阶层里面有很大部分都是。社

会中间阶层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
部分是有产的中小企业主、中小农
场主，个体工商户也是。另外最大
的一部分就是新中产阶层，是白领、

教授、研究员、中小学教员、医生、
律师、演员、歌星、运动员等，白领
基本上都在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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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中间阶层不是收入概念。
譬如出租车司机，月收入一般在
3000以上，现在一些副教授，一些
处长，工资单上的钱，也就是2000

多块。拿1000块钱的刚刚就业的博
士是中产阶级，司机挣3000、4000
是工人阶层。要强调职业概念，而
不是收入概念。

　　十个阶层中，前四个阶层里面
的大部分，第五、第六两个阶层的
全体，都应该是社会中间阶层。
　　在第七、第八、第九这三个阶

层里，农业专业大户，技师、高级
技师，也应是中间阶层。中间阶层
这个队伍越来越大，中国由于本身
的一些原因，把这些人都加起来，现

在还不到20％，并不大。
　　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阶层结构
以中产阶层为主，这个社会就稳定
了，这是在二次大战以后各现代化

国家实践证明了的一个问题。
　　这里专门讲一讲社会中间阶层
的功能。
　　政治上，这一部分人的政治、经

济利益得到保证，所以，政治上偏
向执政党，跟国家一致。
　　经济上，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
也是稳定的消费者，跟国家一致。

　　文化上，中间阶层，里面科学
家、教授、作家，本身就是文化的
创造者，对先进文化是推动的，同
时也是文化产业的消费者。

　　现在国际上把社会中间阶层队
伍的数量看成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
标志。社会中间阶层队伍越大，社

会阶层结构形成橄榄型，中间大，两
头小，最穷的人很少，最富的人、最
强的人也很少，这个社会就相对稳
定。

　　第四，一个国家要形成一个
合理有活力的社会阶层结构，不
仅要靠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经
济发展的带动，靠“无形的手”的
推动使之自然地演变和成长，还
要靠国家在恰当的时机采取恰当
的社会政策，也就是还要靠“有形
的手”加以调控和引导
　　现在，该出台的社会政策没有
落实。比如社会保障制度跟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少差五年到八
年。

　　有关方面对社会政策的引导作
用认识不够。对经济方面的政策比
较重视，调控、研究的人多，机构
也多，也有成效。但在社会方面的

调控、社会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政
策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到位。
　　
　　四、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
              变的前景
　　
　　进入中等发达国家，如果搞不
好，或者严重失误，就可能出现社

会停滞、甚至倒退。这一点应该有
明确的认识。
　　为什么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到
了关键时期？上世纪60、70年代亚

洲的四小龙跟拉丁美洲发展得都很
快。“四小龙”的经济、社会政策得
当，很快越过3000美元，到了7000、

1万，而且社会比较稳定，社会也比
较和谐。但是紧跟着美国走的拉丁
美洲这一块，有的经济甚至上到人

均5000、6000美元，但是社会结构
没有变，产业政策也不对，所以一
有风吹草动，一个金融危机，就下
去了。究其原因，从社会学的角度

看，就是经济发展一度上去了，但
社会结构没有调整。
　　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
谐社会，如果社会体制方面不改革、

社会建设上不去，社会结构改不过
来，该大的大不起来，那肯定现代
化不了。
　　我们预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

化的前景有三个，一是按照科学发
展观统领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行社
会方面的改革和建设，社会结构的
调整，形成该大的大起来，该小的

小下去，形成中产阶层比较大的一
个社会结构，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公
正公平的、有活力的、开放的、和
谐的社会阶层结构，这样现代化就

实现了。
　　二是如果改革改不动，改革下
不去，那么即使经济上人均GDP达
到3000美元，社会结构还是这样，

拉丁美洲的前车之鉴就摆在那里。
　　三是我国的发展遇到阻碍。现
在看，我们的发展遇到了一个大好
的机遇期。同时要看到，国际上有

些人不希望咱们大起来、富起来、强
起来。国际环境有恶劣的一面。十
六大以后，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
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是一个大的

转变，是一个大的战略决策。如果
按照这个去做，我想会逐步地解决
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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