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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区”与“贫民窟”这两个概念曾属于城市化地区大中型城市

市民阶层居住区域的范畴，然而，随着我国社会发展以及转型时期社会

的变迁，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整体排斥产生了一批下岗失业人员形成了

新的社会分层，导致“富与穷”这两个阶层性的概念已渗透到欠发达地

区和贫困地区的基层城镇，并形成了新的社会层次及其居住圈。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贫困地区或欠发达地区的县级城镇规模小，部

局大都是几条街道分布着商店，政府、学校、医院、邮局等行政事业单

位散落在小城各处，居民与干群夹层居于小城之中，没有明显的阶层区

域划分。而今，相对“富人”与相对“穷人”的社会层次的分化以及

“富人”“穷人”怎样居住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城镇空间社会分

局导致社会裂痕在基层城镇加深，形成了相对贫困的普通市民和干群之

间的新的二元结构。笔者以下所描述的两条街道就是贫困地区基层城镇

的社会空间分层的两个例子。 

 

“商心街”与“麻痹街”的来由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转型时期产生的新的社会分层在基层城

镇逐渐明晰，新的相对贫困和相对弱势群体主要有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体

下岗的失业人员构成，其居住区域一般为原国有企业集体住宅区，本城

镇老居民区，这个群体具有这样一些特征：由于制度或个人原因，在市

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在政治方面不能有效表达和捍卫自身利益；由

于现实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原因，这一群体呈现聚居化趋势，形成了一

个相对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地带。 

在湖北省移民新县城巴东县信陵镇，老百姓对县城阶层区域划分用

一段顺口溜来描述：“黄土坡人努力干（个体商人居住区域），白土坡

人打麻将（下岗失业人员居住区域），西壤坡住的都是官（行政机关住

宅区）”。 

  若是深入老百姓所描述的这几个区域，截然不同的生活场景和风貌

会呈现于眼前：在黄土坡小区，几公里长的街道全是嘈杂喧嚷的店铺，

人们熙熙攘攘，为生计忙碌奔波；在白土坡小区，最有特色的是有一条



三峡移民时所建的商业街，街上大都居住着被淹没的老县城的移民，这

些移民在老城就是邻里街坊，原来多为国企职工，而今国企下岗职工占

这个群体的相当大一部分，这条街上隔三差五户就有一家麻将馆，不少

无职业者在这里打麻将来打发失业后的时光，一张麻将桌边除了参与玩

牌的人外，还有三五个围观者，到双休期四周还不乏放假休息的孩子。

居民自称商业街为“伤心街”；而在政府所在地西壤坡小区，干净整洁

的大街、鲜花盛开的广场和穿行于街道的上班族所呈现的景象与其他的

小区显得大相径庭。 

无独有偶，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洲建始县城业州镇，有一

条老巷子居住着本地居民，国企下岗人员和小个体商贩是这条老巷子的

大部分主人，麻将馆与补皮鞋店铺这是小巷的主要经济实体，居住在这

条街的人们戏称这条街为“麻皮街”，即“麻痹街”的偕音，意指这里

的精神面貌散淡落后。 

 

“伤心街”与“麻皮街”的生活 

 

“麻皮街”上的居民不乏对现实不满的情绪，一位改制国企的退休

老职工养了两只小狗，他给两只小狗分别取名为“书记”和“县长”，

以此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对年轻人来说，这里没有发展空间，节奏太

慢，在这里生活时间长了，容易消磨进取心，滋生惰性，有一部分中学

毕业的青少年既不能上大学又不能就业进而成为这一阶层的新生代。 

除了开麻将馆这一“主业”外，打零工、做饮食及日用品小本生意

也是“伤心街”和“麻痹街”的重要经济支撑，东西在西家买打火机，

西家在东家买酱油，如此的交换形式是这里小卖部的的主要交易内容，

公务员涨公资了，老板们腰包鼓了，ＧＤＰ值增长了，这些外界的消息

与这里的百姓没有多大关系。 

尽管居民们也看新闻联播，了解国家大事和外面的世界，但电视与

报纸上说的那些人那些事与自己遥不可及，对于正在进展的各种社会事

务，这里的人们只是一个远远的旁观者，更谈不上民主监督与民主管

理。 

在这里还产生了一种生活价值观：杜某是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其姐姐、姐夫都是“麻痹街”上麻馆的常客，杜某告诉笔者，姐姐和姐

夫带着3岁的侄儿给麻馆交上２０元钱，一家人一整天的生活都有了安

排，夫妻俩轮番上阵打麻将，麻将馆提供中餐和晚餐，一家人不用做

饭，打牌挣钱还管生活，自己觉得过得比杜某这种上班族快活。像这样

的“麻痹街”另类的幸福指数标准并不只是少数个人的观点。 

近年来，政府在解决下岗失业和困难群众生活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在“伤心街”和“麻痹街”，有一部分享受城

市低保的群众，一位年近七旬的享受低保的老太太在拿到低保金后首先

把柴米油盐买回家，然后把剩余的一点钱全拿来买烟抽，她告诉周围的

人：“我以不吃菜，但要抽烟，抽烟可以解闷啊。”老太太家唯一的文

化娱乐设施是一台破旧的彩电，是儿子用旧后留给他的。“电视里爱看

的节目也不多，有些很无聊，我每天要靠抽烟解闷。” 

一位在基层生活多年的新闻工作者在随政府部门领导探望“伤心



 

街”的特困群众后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面对这样的镜头我总是心酸：

肩负领导职位的党员干部看望困难群众时会有带上相机的随从人员，甚

至是邀请记者一同前行拍摄采访，用镜头纪录人间真情本无可厚非，然

而当我看见面前的受助者对着镜头举起百元钞票时那种无奈和漠然的表

情，我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说不出的别扭和酸楚，这样的镜头是究竟是纪

录了人间的真情，还是在纪录作秀中滋长了一种贫困亚文化？” 

 

欠发达地区城镇阶层分化的反思 

 

以下是几则近年来关于国家贫困县城镇建设的的新闻报道： 

    恩施日报讯：１２月２９日从全省城镇规划建设管理会议传出消

息，建始县获得省政府授予的城镇规划建设管理“楚天杯”荣誉称号。 

    近年来，建始投入资金８０００多万元，对城市道路进行了整修、

维护，城市街道变得宽敞明亮；编制完成了《建始县红土坪修建性详细

规划》等近１０个规划，详细规划面积达５５０公顷；以综合治理为重

点，改善城区人居环境，提高市民素质。  

  恩施日报讯：经4年多时间的建设，总投资8000多万元的咸丰南门

商城建设工程日前全面完工。 

   2002年5月，作为南门片区开发最核心的南门商城建设工程破土动

工，迄今共完成项目总投资8000多万元，建筑面积约9万平方米，建成

住宅800余套、商业门面400余间、休闲商贸广场1个、长200米宽30米的

景观步行街1条、商业步行街4条，小区绿化及与之配套的市政设施也全

面完成。 

《陕西日报》讯：以县城和中心镇为重点的小城镇建设，已经成为

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全省８３个县（区、市）功能更加完

善，环境更加优美，市政基础设施更加齐全。如今，随便走到一个县

城，你会发现，县城的路灯亮了，马路宽了，楼房高了，通信快了，流

水畅了，燃气通了，人们的住房面积也增大了。 

只要留意国国内陆欠发达地区城镇建设方面的新闻，我们可以看

到，政府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管理上下的确是真抓实干，几乎所

有的城镇都有“让城市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的口号和举措，在规

划上，都有突出地方特色的路子，如“民俗风情城”、“港口贸易城”

等特色规划。 

然而，随着城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区域的划分，加上住房制

度、土地供应、住宅市场、城市历史等方面的原因，贫困地区城镇社会

阶层区域裂痕也在加深，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原来的居民区

有的当上了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的外出谋求发展，留下的一

部分在守望着旧街巷，而新的城镇建设大多在旧街巷之外，形成了街角

社会。这一部分留守人员有的从事着萧条的个体经营，有的是国企退休

职工，有的是下岗人员，还有的是老人和孩子，他们流于政治、经济、

文化主流之外，在这个群体居住的地方，除了麻将馆，没有其他的文化

娱乐场所，也没有休闲广场。更令人深思的是，这种社会阶层居住的区

域化加深了社会阶层之间的裂痕，不同背景下的各阶层之间不能有效沟

 



通、互不理解，产生了干部群众之间的互不信任。 

  网络是一个有着充分言论自由的媒体，我们可以从中窥视城镇社会

层次间的裂痕，多年来，贫困地区领导干部用公款铺张浪费的现象经常

见诸于报端，但百姓能公开对此类现象发表评论的媒体平台只有网络，

一位名为“绿色行者”的网友在博客上发表了主题为《餐桌上的浪费：

摄于陕西某贫困县在型环保活动的餐会上》的图片引发了网友对现实不

平的愤激和不满。而诸如此类的主题及评论在网上并不鲜见。 

欠发达地区勤和贫困地区城镇阶层区域上的分化对整个社会系统的

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了社会的整合难度。并非任何形式的社会

分层都会伴随着各个结构要素的功能互补和耦合，都能促进社会协调发

展，有些社会分化会造成冲突、降低社会整合性、压抑社会成员的积极

性。我们的小城镇建设是否还要重蹈大都市“富人区”与“贫民窟”的

复辙？新时期贫困地区小城镇建设能否促进城市阶层之间的和谐呢？ 

 

欠发达地区城镇社会空间的发展趋势 

 

当前，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城镇尚没有形城规模的农民工群体，

下岗失业人员群体是贫困地区城镇相对于主流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主要亚

文化群体。由于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就业市场往往供

大于求，下岗失业群体在本地再就业比较困难，而这个群体又不具备年

龄优势和知识技能优势，能外出就业的人员也十分有限，社会流动也不

活跃。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城镇这一新兴的亚文化群体与其所处城镇

的主流文化在社会空间融合上有可能出现以下趋势： 

一、同化：主要表现在年轻一代中，部分青少在学校接受文化教

育，与自身居住群体之外的青少年进行密切交往，向往并乐于接受主流

文化。 

二、分化：主要表现在中老年人群，文化程度低，再就业十分困

难，对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不能适应，回避与其所处城镇的主流文化交

往。 

三、 整合：即吸收城镇主流文化，社会层次之间相互渗透。就目

前情形来看，由于居住和体制等原因，整合程度较低、速度慢。其主要

整合力量表现为家庭与外界亲缘关系的交流与整合。 

在中国，“均贫富”的传统思想是深入人心的，如果把人分成“三

六九等”，在心理上是很难让人接受的。虽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打破

平均主义和对效率目标的追求，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但直到现在，在贫

困地区城镇国有单位内部，工资的等级差异还是很小的。 

社会分层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使社会能够和谐的发展。在现实社

会中，每个社会的阶级阶层都有其相对独立的群体利益，在社会发展的

过程中，特别是在快速而剧烈的社会变化过程中，各阶级阶层之间必然

会产生各种利益的摩擦、矛盾和冲突。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这些摩

擦、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应当对此进行科学的分析。一个社会要

想能够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就要建立阶级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

矛盾和冲突的化解机制以及社会分层秩序的稳定机制，而这些都要以对

社会分层结构的了解和把握为基础。 



 

 

 

欠发达地区城镇社会层次流动与整合 

 

当前，政府对城镇下岗失业群体创业予以政策优惠和鼓励，如免收

部分税费；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予以优先考虑，尽管这些措施体现了

政府的人文关怀和公正，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当然，解

决这一社会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人口规模、权力、财富和身望等方

面处于弱势地位的城镇下岗失业员群体与社会的整体发展产生滞后甚至

矛盾，需要更复杂、更精细的社会制度和组织来协调群体层次的关系，

这种新型的社会制度和组织必须充分体现人文关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复制式社会流动减少，替代式社会流动明显

加快，改变了过去同一个人在一个单位工作一辈子的状况。在社会阶层

结构的变动中，社会流动的增强，特别是普遍向上流动趋势的形成，具

有化解社会紧张和社会冲突的作用。 

探索和创造一种让下岗失业群体能够向上社会流动的体制和空间是

值得积极研究的。给人们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建立一种使人们通过

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和诚信经营可以向上流动的机制，代表了一个社会

的希望。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不乏官商勾结、投机钻营、权钱交

易的事实。 

2007年3月16日，温家宝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要改制度，改

变政府部门掌管大量行政资源的现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权利过

度集中，加强人民监督，要消除体制障碍，营造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

社会氛围。 

在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的情况下，要把社会公正作为社会整合的一项

重要原则，高高地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原则的建立，是基于各社会阶层利益协调的共同价值认同，

它不同于衡量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平等”（equality），也不同于市

场条件下承认禀赋差别的机会公平（equity），它是市场竞争之上维护

共同生活的更高的原则，通过再分配和转移支付来救助和扶持弱势群

体。 

除了改革和推进利于和谐发展的体制外，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政

府要在管理态度和方法上理解和尊重失业群体和困难群众，要有充分的

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需求。在国有企业下岗失业群体中，

不乏原国企管理阶层和精英，要充分调动这部分人的影响力，以消除该

群体对城镇主流文化的戒心和排斥。 

国有企业下岗失业群体在过去主要依靠单位制进行社会整合，几乎

什么事情都要通过单位来管理。一个脱离了单位的人，似乎就是脱离了

正常生活的人。现在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在非单位制的组织

和社区里工作和生活，社区在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社区逐步替代单位，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服务的主要供给者。欠发

达地区和贫困地区政府要完善失业群体所居住的区域的社区建设，为下



岗失业群体提供情感支持、文化交流和知识技术等的能量供给。 

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县（市）级城镇建设方兴未艾，这一级城镇

建设的成功与否能事关乡一级集镇的建设，对周边乡镇的集镇建设具有

辐射和影响作用。充分考虑贫富二元结构分层的现实，调节社会矛盾，

构建和谐社会，当是政府部门及全社会共同关注并积极探索解决的一大

课题。(侯小琴  中南民族大学社会学系) 
文档附件:  

编辑： Liuzp    文章来源： 作者投稿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mail:ios@cass.org.cn 
欢迎转载，敬请注明：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