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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阶层关系更加和谐 

陆学艺 
 

 

 编辑同志 

  在学习十七大报告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想通过您向专家请教。十

七大报告提出应促进阶层关系的和谐。那么，应该怎样认识当前我国的

阶层关系状况呢？应该怎样来促进阶层关系的和谐呢？能否请专家作

答。谢谢！ 

   

    朝阳区 赵辉本刊特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原所长、社会学家陆

学艺作答。 

  这些问题确实很有代表性，也是目前理论界研究和关心的热点。那

么如何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呢？ 

  一、当前我国阶层关系有哪些新特征 

  当前中国阶层关系是基本协调的，但是还存在不少影响阶层关系协

调的矛盾与问题。当前中国阶层关系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劳资、干

群、新中间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关系还不协调。 

  首先，从劳资关系角度看，资本与劳动的强弱关系失衡，导致出现

大量的劳资冲突和纠纷事件。在私营企业中，当前劳资纠纷与冲突突出

源于利益分配失衡。在国有企业，企业管理者与工人间的经济收入、地

位差距也在逐步扩大。总之，“资强劳弱”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揭示的是强大资本拥有者阶层(经济资源占有丰富者)与底层劳动者阶层

间的差别及不协调关系，这是社会相关合理的制度和机制还未建立起

来，形成的不理想的阶层关系状态。 

  其次，从干群关系角度看，存在着部分干部以权谋利、与民争利的

现象，导致干群关系矛盾。目前，在新农村建设中，一些乡村管理者不

正确的政绩观，代农民做主，搞形象工程等，引发群众的不满。在城

市，随着改革和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社区制加速发展，但城市管理体

制严重滞后、公共设施相当缺失和不足，市民的生活质量提高的要求不

能得到满足，随着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市民主体逐步多元化，进城农

民工、个体劳动工商户等新的市民阶层逐步崛起，而城市政府及其管理

者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手段单一和落后、相当多的地区仍然停留在

“管控型”层面，再加上某些干部作风粗暴和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城

市内部干群之间的现实冲突在所难免。总之，当前中国某些地方的干群

关系紧张折射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某些体制性失范，折射出市民



 

社会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张力，折射出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的“区隔”

所导致的社会管理者阶层和社会底层之间的社会不和谐。 

  再次，从社会中间阶层与其他阶层关系来看，同样存在着一定的利

益冲突。在利益分配制度和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社会中间阶层与其

他阶层的利益冲突在一些地方也比较普遍存在并且表现出新的矛盾和问

题。一是与传统计划时期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中间阶层作为独

立的利益主体有其自身的利益需求和诉求，因而这些阶层的有些成员或

者与政府分离而自行其道，或者与社会底层达成沟通和共识，抵制社会

上层的不当作为和不作为。二是这些阶层的某些成员有可能通过自身特

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等，依附或联合作为社会上层的干部、经理人员和

私营企业主阶层，形成利益集团，共同垄断公共资源，欺诈社会底层，

获取不当利益。三是社会中间阶层成员作为利益主体，在从事社会公共

服务的过程中，其个人私利也会膨胀，如学术造假、行业乱收费等，造

成社会矛盾，损害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引发社会不安。总之，社会中

间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利益摩擦，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制约机制缺失、利益

分配不均、道德诚信下滑等结构性要素失调。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快速推进，这种压

缩型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背景对于阶层关系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方面，当前中国阶层关系存在着工业化初期的特征，如在一些私营企

业中，非法用工、克扣工资、延长劳动工时，等等；另一方面，工业化

中期的阶层关系的走向——如市民阶层的成长、社会中间阶层的兴起，

对于阶层关系的影响正在逐步凸显。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在

继续追求效率优先的同时，公平正义也越来越被人们重视，构建和谐社

会目标的提出也正体现着这种发展的趋势，阶层关系的构建必然受到这

一新的经济社会发展主题的影响，也决定着协调好阶层关系已成为当前

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 

  二、如何协调好阶层关系 
   

    协调阶层关系，我们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1.充分发挥政府强有力的调控功能，把握和促成阶层关系正向发

展。从国际上看，一些发达国家都有专门机构、专门人员和专项经费对

社会结构、社会流动、社会阶层关系进行定期的跟踪调查和研究。而

且，欧、美、日等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发展和繁荣时期，都先

后采取过一系列“社会制度—政策保障”措施加强社会结构尤其是阶层

关系的调整，较好地实现社会转型；而南亚、拉美的一些国家，在经济

迅速发展中没有通过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去及时协调阶层关系，甚或

偏袒某些强势阶层的利益而漠视底层阶层利益，结果社会阶层协调局面

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冲突和对抗。前车之鉴提示我们，通过执政党、政

府这只强而有力的“手”去“引导”阶层利益关系的调整已经迫在眉

睫。国家在这方面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从多方面

去协调阶层利益关系，保证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并且保持

阶层结构稳定而有活力、持续而不紊乱。 

 



  2.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培育现代阶层结构，为协调阶层关系奠

定基础。中国目前现代型的“中间大两头小”橄榄形阶层结构尚未形

成，目前这种“洋葱头”结构本身就隐含着阶层关系不协调的因素，原

因在于社会体制不顺，计划体制时期形成的一些社会体制还没有得到应

有改革，这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社会体制机制人为地

引发社会不公平，有些体制保护的是少数人的利益，损害的是多数人的

利益，难免形成“上(层)强下(层)弱”的利益分割格局，导致少数人掌

控多数社会资源，大多数人只享有小部分利益。 

  3.强化权力调控和观念整合，协调利益关系，打破“三强三弱”阶

层关系格局。前面提及的一些地方“资强劳弱”、“官强民弱”、“上

强下弱”的阶层关系格局，已经成为构建社会和谐的重大障碍。当前中

国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已经明显地集中到与人民群众基本民生问

题密切相关的层面和环节上，因此，强化权力调控和观念整合，统筹协

调阶层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成为当前深化协调阶层关系、促

进社会和谐的重点。 

  4.加强社会建设，改善社会管理，发展社会事业。社会建设是目前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因此，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强化政

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吸纳各个阶层成员、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

社会治理，努力降低社会发展的成本。不断完善社会政策，加大投入，

在确保社会公平中发展社会事业，当前尤其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逐步建立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

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要以发展社会事业

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加大社会事业的人力财力的投入，优化公共资

源配置，特别要注重向公共服务薄弱的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

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

学部委员、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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