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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阶层的社会不公平感比较分析 

李春玲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1042】【字号：大 中 小】 

 

      人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公平或不公平的价值判断，会影响到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各个社会阶层

的人，由于所处的社会经济状态不同，对于社会现实的价值判断也会有所不同。经济改革以来，中

国社会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社会公平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并激起部分人群的不满情绪。了解各个

社会阶层对当前收入分配现象的看法及社会不公平感受，有助于发现社会冲突的根源所在，在此基

础上采取相应对策，协调各阶层利益关系，平抑社会不公平感，缓和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为

此，有必要深入分析各社会阶层的社会不公平意识的异同。 

  1.导致不公平现象的原因 

  要分析人们的不公平感受，首先需要了解人们对于导致不公平现象的原因做何解释。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一项全国抽样调查

数据，目前大多数人认为，权力、职业和行业是导致当前中国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主要因素，大约

6/10的人（61.5%）选择“因权力造成的不公平”作为当前中国社会最主要的3种不公平现象之一，

显然，人们对政府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和各种寻租行为极为不满。同时，大约3/10的人选择

“因职业造成的不公平”（29.1%）和“因行业造成的不公平”（27.9%）作为最主要的3种不公平

现象之一，另外选择比例较高的还有地区（24%）、单位（23.4%）和学历（22.5%）。人们对不公

平现象的主观感受，与学者们对社会经济差异现象的研究结果是相吻合的，即导致当前中国社会的

不公平现象的原因主要有权力、职业、行业、地区、单位和学历等因素。人们对于权力因素的作用

感受十分强烈，不过，各个阶层的人由于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同，对其他各种因素的作用强度感

受不同。白领阶层的成员（领导干部、企业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大多认为，行业

和职业是导致不公平的最主要的因素，因为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导致了白领阶层内部的收入差异和社

会地位差异。蓝领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的人则十分强调单位因

素的作用，因为不同单位（单位经济效益好还是坏、单位属于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单位属于正规部

门还是非正规部门）的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福利保障、劳动强度和就业稳定性有明显差异。私

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则认为学历是导致不公平的主要因素，这两个阶层的人大多文化素质较低，

尽管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较高，但不能获得人们的尊重和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显然对此很

不满意，认为不应以学历高低来判断人的价值。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成员则对于“因地区造成的不公

平”感受十分强烈，他们认为，因城市与乡村之间、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人们

之间的贫富差异是十分不公平的。 

  2.对收入差距的合理性认识和容忍程度 

  社会不公平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们对于收入差距的看法。经济改革以前，中国的收入分配较

为均等，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经济地位的差距都比较小，同时，政府的意识形态主张消除贫富差

距，推行平均主义的经济分配原则。在那一时期，人们普遍认为，收入差距的存在和扩大是一种不

合理的、不公平的现象。经济改革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收

入差距和贫富分化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而且在不断发展着的社会现象。与此同时，政府的意识形态

发生转变，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允许收入差距的拉大，平均主义分配原则逐步为市场竞

争原则和能力主义原则所取代。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开始逐渐地容忍和接受收入差距现象。调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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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显示，当前中国人对于收入差距的合理性还是普遍接受的，这与经济改革以前的观念有很大的不

同。各个阶层对于收入差距的合理性的接受程度显现出一些差异，但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不

论哪一个阶层，其多数成员都表示收入差距应该存在。但相对来说，白领阶层（领导干部、企业经

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对收入差距的合理性的接受程度高于蓝领阶层

（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而且高层白领的接受程度又高

于中低层白领。三个高层白领阶层——领导干部、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大约有90%的成员认

为收入差距“应该”或“完全应该”存在；两个中低层白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大

约有80%的成员认为收入差距“应该”或“完全应该”存在；而蓝领阶层则有约70%至75%的成员持

同样态度。同时，蓝领阶层比白领阶层更多地选择“不太应该”和“完全不应该”。 

  人们对于收入差距的合理性的普遍认可，并不表明人们能够接受当前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收入差

距现象。调查数据同时显示，绝大多数的人（71.6%）认为，在他们居住的城市或县里收入差距太大

了，也就是说，现在的收入差距超过了他们所能接受的程度；略超过2/10的人（22.9%）认为收入差

距适中，他们可以接受当前的收入差距程度；极少数的人（1.5%）认为收入差距太小，他们希望收

入差距可以拉得更大。各阶层在这方面的态度有些不同，但是并没有显示明显的规律性的差异。相

对而言，3个高层白领阶层——领导干部、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选择“差距适中”的比例高于其

他阶层；蓝领阶层选择“差距太大”的比例高于白领阶层；私营企业主选择“差距太大”的比例最

低，而选择“差距太小”的比例最高；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选择“差距太大”比例最高，而选择“差

距太小”比例最低。 

  数据分析结果反映出处于不同社会经济状态的社会阶层对于收入差距的合理性认识和对于收入

差距的容忍限度有所不同。社会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社会阶层，更倾向于认为收入差距是合理的，

他们对收入差距的容忍程度也较高；而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社会阶层，更可能认为收入差距是不合

理的，对收入差距的容忍程度较低。 

      3.收入分配的现实模式与理想模式 

  社会不公平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人们对现存的资源分配模式及规则是否满意，如果人们对现

有的分配模式比较满意，认为现行的分配规则比较合理，那么即使存在着不平等现象，人们也会加

以认可，并且认为这是相对公平的；反之，如果人们认为现行的分配规则不合理，那么即使人们之

间的社会经济差异并不是很大，人们也会感觉不公平。这就是说，如果人们所期望的收入分配模式

与现实存在的收入分配模式不一致，将导致社会不公平感。 

  调查数据显示，不同阶层的人对于收入分配模式的现实状况的看法较为一致。绝大多数人

（72.6%）都认为“当官的人”最容易获得高收入，各阶层成员选择此项的比例在65.1%至81.6%之

间，不论是哪个阶层，选择此项的比例都是最高，而且选择此项的比例远远高于比例第二高的选

项。很显然，人们普遍认为，当前经济资源分配的最主要的作用机制是权力，有权力的人，最容易

获得高收入。除了对权力机制作用的普遍认识以外，人们对于其他几项主要的收入分配规则也有所

共识。总体上，有38.4%的人选择“有技术专长的人”，36.9%选择“有文化/有学历的人”，35.7%

选择“有资产的人”，各个阶层的成员对这几个选项的选择比例都比较高。这反映出，人们普遍认

为，权力、文化资本（或人力资本）和经济资产是影响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掌握权力的人、有较

高文化水平的人和拥有经济资本的人最可能获得较高的收入。 

  人们理想的收入分配模式与上面分析的现实收入分配模式极为不同。各阶层成员对于理想的收

入分配模式也有较为一致的看法，总体上来讲，选择比例最高的两项是“有技术专长的人”和“有

文化/有学历的人”，75.3%的人认为“有技术专长的人”应该获得高收入，72.6%的人认为“有文

化/有学历的人”应该获得高收入，也就是说，大约3/4人都认为，拥有文化资本的人应该获得高收

入。选择比例其次高的是“吃苦耐劳的人”，50.4%的人认为“吃苦耐劳的人”应该获得高收入。选

择比例第四高的是“脑子聪明的人”，30.3%的人认为“脑子聪明的人”应该获得高收入。“吃苦耐

劳的人”和“脑子聪明的人”应该算是拥有人力资本的人，“吃苦耐劳的人”表明有体力，“脑子

聪明的人”表明智商高。因而，人们的普遍看法是，拥有文化资本和拥有一般性的人力资本的人应

该获得高收入。这意味着，人们所期望的理想的收入分配模式，是以文化资本和人力资力为标准，

由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多少来决定个人收入的高低，换句话说，人们所推崇的收入分配原则是能

力主义分配原则，有能力的人应该获得高收入，没能力的人只能忍受低收入。除了这四项选择以

 

·2007年度十大改革新闻评选揭晓 

·民政部关于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

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十周年

纪念活动的通知 

·2007十大改革新闻、十大改革探索网

络评选 

更多>>     



外，其余各项选择的比例都比较低，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选择“当官的人”，只有13.2%的人认为

“当官的人”应该获得高收入，在所有的10项选择中，选择“当官的人”的比例位居第八位。由此

可见，人们所期望的理想的收入分配模式与他们所认为的现实收入分配模式极为不同，尤其表现在

对“当官的人”是否应该获得高收入的这一点上。现实的收入分配模式是，有权或无权是决定收入

高低的最关键因素，而理想的收入分配模式是，有能力或无能力是决定收入高低的最关键因素。理

想与现实的差异，必然引发人们对目前收入分配制度的不满，人们可以接受由能力而导致的收入差

距，但不能接受由权力而导致的收入差距。在当前中国社会，权钱交易可能是导致人们不公平感的

最主要的因素。另外，大多数人不接受以经济资产的多少来决定收入高低，只有15.9%的人认为“有

资产的人”应该获得高收入，在这一点上，现实与理想也有差异，但差异并不是非常大。人们可能

会对暴富的老板们看不顺眼，但这还不是导致不公平感的最主要的因素。 

  上述分析表明，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目前的收入差距过大，但收入差距本身并不是导致社会不公

平感的重要根源，权力对收入分配的干预以及权钱交易和官员腐败等现象才是社会不公平感产生的

主要根源。人们可以接受因个人才智和技能的不同而导致的收入差异，但不能接受因权力作用而导

致的收入差异。减少腐败现象，抑制权力对收入分配的过多干预，是减缓社会不公平感、提高社会

和谐程度的有效途径。同时，目前中下层社会成员的不公平感明显强于中上层，改善中下层社会成

员的社会经济状况，也有助于减少社会不满情绪，促进社会和谐与整合。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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