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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全方位社会转型期过程

中，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表现为空前规模的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这两种表现相互作用进而引发

社会分层的变迁。经济改革以前的“两阶级一阶层”的阶级结构日益分

化重组，原有的社会阶层也开始分化或转变，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随之产

生。因此，本文以中国社会转型为背景，主要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

会分层变迁呈现的特点、原因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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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分层的涵义 

    
所谓社会分层是指按一定的标准将人口区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序

列，表现为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高低有序的若干等级层次和不

平等状况。它在本质上是关于人们之间利益或资源的占有关系。理解社

会分层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不同的层次之间在纵向上存在着

高低有序的等级关系；二是每一层次内的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一

定的相似性；三是社会分层是一种制度化的不平等；四是社会分层是一

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且处于不断变化中。 

   合理的社会分层有利于社会各阶层成员之间利益占有与分配关系的和

谐，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适当的分层和差距使社会中下层有了向

上攀升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但如果差距过大，

又会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就会影响竞争的公平和社会稳定。因此，必

须建立一个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二、社会分层变迁的涵义及特点 

 
（一）三种基本变化 

1、社会分层指标从身份指标向非身份指标转化。经济改革以前，

中国社会分层是一种身份制结构，包括户籍身份、所有制身份和单位身



份。依据此种身份指标将社会成员区分为工人、农民和分子，即通常所

说的“两阶级一阶层”三级式阶层结构。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后，非

身份因素如职业、收入、教育水平等成为社会阶层划分的重要依据。 

2、政治分层弱化，经济分层凸现。政治分层重要是指依照社会成

员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而进行的分层。有研究者得出这样一个定理：个人

在政治上的可靠程度与其家庭出身坏成正比，而与其社会关系成反比1
[①]。因此，在改革的前几十年里人们的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好坏就决

定了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然而，正如韦伯所言：“阶级地位说到底是

市场地位。”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拥有财富的多寡成为决定其社

会地位高低的关键因素，人们由政治上的不平等逐渐走向经济上的不平

等。 

3、自致因素取代先赋因素。先赋因素是指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

天的不经个人努力就具有的因素，如家庭出身、性别、民族等。在计划

经济体制下，由于社会资源严重短缺，因此有限资源的分配就需要一定

的规则，这种规则就被量化为家庭出身。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人

们社会流动空间和机会逐步增多，人们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学历、文

凭、资格认证等作为“社会屏蔽”2[②]的功能越来越突出。 

（二）社会分层多元化 

1、原由阶层内部出现了分化，异质性增强。首先是农民阶层的分

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职业分化；二是地域分化。在此，笔者

将其概括为由纯农向兼农和非农的转变。综合以上两个变量，有学者将

我国现阶段的农民划分为八大阶层：农村基层管理者阶层、农村集体企

业的劳动者阶层、农村集体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雇佣工人阶层、农村

私营企业主阶层、农村个体劳动者阶层和城镇农民工阶层。其次是工人

阶层的分化，主要表现为收入和体制方面的变化。经济改革前，中国的

工人阶层主要在“体制内”单位即全民和集体等公有制单位。随着经济

体制的改革，“体制外”经济—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我国的工人阶

层在收入和体制上开始出现分化。一是不同地区、行业间职工收入差距

扩大；二是不同所有制的职工收入扩大；三是工人阶层中失业半失业人

数也不断增多。 

2、阶层外和阶层间出现分化，产生了介于阶层建的边缘群体，如

农民工。这一阶层我们既可说他是农民，也可说他是工人。因为为在身

份上虽是农民，但所从事的却不再是农业。同时，我们又可说他是分农

非工，因为他们不再习得农民的技艺，不再拘泥于泥土，但他们又未取

得工人的身份，终要回归农村，与土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3、社会上出现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且其地位迅速上升。自我国

实现经济体制转轨后，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

以及混合经济中的私有经济部分）发展速度大大加快，并进一步促进了

我国社会分化和新的阶层产生。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3[③]一是个

体经济发展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个体共商户阶层；二是私营企业的发展造

就了一个私营企业住阶层；三是外资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一个外资企业中

方经营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群体；四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

规模巨大的雇工群体的产生。陆学艺等学者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

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我国的社会成员划分



 

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

层、办事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专业技术服务

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失业半失业阶层。 

 
三、 社会分层变迁的原因 

 
（一）社会性质的转变。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整个社会

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的重大转变；其一是我国从

农业的、乡村的、传统的、封闭半封闭的乡村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

年、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变；其二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

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同时并进，推动了我国社会分

层的变迁，社会成员开始突破户籍制、所有制、单位制的限制，自由流

动到新的区域、职业和产业，从而实现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扩大了

社会成员间的异质性。 

（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市场化推进的过程中，我国逐步放宽了

对经济的控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

制度，从而促使我国原由的权力结构以及社会资源的占有、分配关系发

生了改变。不同经济体制的共存导致一种制度分割的局面。在制度分割

的不同领域，人们获得资源的机会和规则也有所不同。在国有经济部门

内，行政权力是人们间地位分化的最重要依据。组织的管理者依其权威

对资源享有支配权，管理者与非管理者在收入水平和社会声望等方面差

距逐渐拉大；在非公有制经济部门内，生产资料所有权成为人与人之间

最重要的分化机制，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其劳动者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

差距不断拉大。 

（三）社会分工体系的变化，也即劳动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近几

十年来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我国的劳动分工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推动着原有的职业结构不断改变。一方面社会分工后，不同行业和职业

的重要性程度出现差异；另一方面不同职业和行业的技术性程度也呈现

差别。更为重要的是这两方面的因素又促使不同行业和职业的社会成员

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出现了高低之分。总体而言，专业化程度的高低

与经济收入、社会声望间呈正相关。 

（四）教育的普及和发展。4[④]教育机会和资源在人口中的分配形

式极大程度决定了社会分层的基本特征。崔曼也曾指出：“在现代社会

中，教育是社会活动的动力机制。”由此可以看出由教育系统对人们进

行的社会分层在整个社会分层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人们受教育水平

及获得的教育地位（学历、文凭、技术证书等）直接影响到未来的职业

及其他社会经济地位。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教育普及程度提高，发展速

度加快。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多的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从而促进人们向

上流动，有利于社会平等；但另一方面教育也可能引发和强化社会地位

的不平等，成为精英复制的重要场所。尤其是在不合理的教育体制下，

社会不平等会在代际间进行传承，社会阶层间的界线会进一步强化。 

 
四、 社会分层变迁的后果分析 

 



 
（一）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几乎经济体制下，人们间的收入分

配方式主要是按劳分配，由政府控制着各种资源并对其进行统一分配。

因此，人们间的经济地位分别不太明显。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分配方

式开始多元化。社会资源由原来国家集中的计划和行政配置的方式逐步

转向分散的生产者和自主选择的市场配置，资本、技术土地等要素开始

参与分配，人们间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处于社会上层的人们拥有复杂

的社会支持网络和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其收入远远高于中下

层成员，“马太效应”越演越烈。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一数字，我

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

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

高达50%。由此看出，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二）社会不公平问题凸显。在新的阶层结构体系下，政策和制度

的不公正最为明显，表现为对不同群体的歧视。在计划经济条件形成的

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包括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

元公共事业投入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体系虽然已经松动，社会流动性

增强，自获性因素在社会地位的获得中日趋重要，但这种二元结构并没

有消失。农民进城务工依然受到户籍、工种的限制，其子女在城市入学

也处处受限；城乡之间在教育资源的占有上严重不平等；社会弱势群体

在利益分割中没有有效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机会，“话语权力”被侵

蚀；社会保障体系成为部分人的特权，大多数人望而却步。公平、公正

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三）阶层中的“精英”互换，形成庞大的精英集团。一般而言，

社会上存在三种精英群体，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在改革

开放以前或之后一段时间，这三个群体可以说仍处于一种“潜在敌对状

态”中，三者间相互独立，互不干涉、往来。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

逐步推进，这三者间逐步趋于融合，即政治精英同时又是经济精英和文

化精英。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联合似乎可以当成是社会进步的指示

器，预示着我国“通才”的培养已达到相当程度。然而，我们又不得不

深思这样一个问题：群体间的联合会带来何种弊端呢？笔者认为它首先

是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意大利社会学家是最早对精英问题进行研究的学

者，他认为精英与道德和名誉无关，它只是指在一定的活动圈子中“具

有最高才能指数的人”。既是如此，精英群体的联合必然会形成对社会

资源和机会的垄断，造成非精英群体的社会资源控制强度低，甚至丧

失，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其次是强化社会阶层的复制式流动。倘

若精英群体相互分散，那么非精英群体还有向上流动的机会，但一旦三

者结合，向上流动实现“精英循环”的可能性就相对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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