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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发展机会不均等与阶层固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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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阶层固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的最大威胁,它严重影响到我国的社会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治文

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功。只有打破不合理的权力垄断与资源垄断格局,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速推动

民主法制建设,健全社会保障体制,促进教育公平,我们才能削弱贫困阶层先天存在的家庭社会资本劣势与生存

风险的影响,尽量为贫困阶层的发展提供平等的初始竞争条件和公平的竞争机会,促进阶层流动,实现社会的和

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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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是一个危机年,但与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的恶化相

比,社会危机的激化更引起国人关注:犀利哥事件,济南大

学生踊跃应聘掏粪工事件,农民工子女大比例放弃高考事

件,蚁族,蜗居,福建南平杀童案事件,富士康13连跳事件,

本田佛山汽车零组件工厂工人罢工事件等。这些社会事件

涉及到几乎所有的中等及以下阶层,农民就不说了,庞大的

失地农民早就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犀利哥这样的流浪汉也

许早就被社会遗忘;但作为未来中产阶级主要成员的大学

生的集体沦陷,蚁族群体的不断壮大;作为中产阶级中坚的

白领的普遍蜗居与下流化趋势;郑民生为代表的专业技术

人员与富士康为代表的新生代产业工人对未来的绝望,本
田代工厂工人愤怒的罢工,无不反映着中产阶级及普通大

众生存环境的恶化。与底层的绝望相比,内地富人与知识

精英却已经悄悄地掀起了第三次移民高潮。社会贫富差距

的不断扩大已经严重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损害到

所有阶层的利益。然而,贫富差距过大并非危机激化的根

本原因,因为如果剔除掉我国城乡差距对基尼系数的影响,

内地城乡内部的基尼系数可能比美国、香港低,然而,美国,

香港却并没有产生如此的社会紧张。当前我国社会危机激

化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而是造成社会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不合理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这些体

制造成的阶层固化。只有从根本上打破官二代的权利世

袭,富二代的市场垄断,贫二代的阶层固化,提供公平的发

展机会,我们才能实现公平的财富分配,化解社会危机。

一、社会资本不均等与阶层固化

其实,阶层固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有其客观性,这是不

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能力、机遇、家庭背景的不同都

会影响到个人未来的发展。但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民主体

制、法制建设来尽量避免权力垄断、金权勾结,裙带关系的

影响,维护竞争的公平性;并通过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公

平的税收体制、义务教育体制来保证发展机会的均等,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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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打破了阶层壁垒,促进了阶层之间的合理流动。我

国长期的家族制传统,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社会保障体

制、法治的不完善,特殊利益集团的兴起,都使发展机会严

重不均等,强化了阶层固化趋势。

虽然导致我国社会阶层严重固化的因素很多,但家庭

社会资本的不均等是其主要因素。由于缺乏健全的民主与

法制体制的制约,以家族制和差序格局为特点的社会结构

使我国成为一个人情社会,裙带关系与金权勾结泛滥,政权

的软化日益明显。这样就必然使那些社会资本匮乏的家庭

与阶层处于劣势地位,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与通道。在这

里,我所指的社会资本是狭义社会资本,主要指家庭社会资

本,是家庭所能拥有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的总和,这
些关系与网络作为一种资源对于家庭或家庭成员的发展具

有积极作用。[1]一般来说,社会关系对于家庭或家庭成员的

支持作用越大,这个家庭的社会资本就越多,反之就越少,

甚至是负社会资本。

由于我国是一个以家族为基础的差序格局社会,因此,

家庭以及与家庭有血缘的亲属关系就成为家庭社会资本的

核心。家庭社会资本的第一圈应该是核心家庭自身以及与

核心家庭具有血亲关系的父系亲族,包括爷爷的兄弟,父母

的兄弟建立的家庭。家庭社会资本的第二圈是与核心家庭

具有血亲关系的母系亲族,包括爷爷的姐妹、父亲的姐妹,

奶奶的姐妹建立的家庭。家庭社会资本的第三圈是与核心

家庭没有血缘关系的基于地缘、业缘及兴趣,爱好而结成的

朋友关系。虽然,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在逐步瓦解传统社会

关系,人员的长距离流动也已经使血缘、地缘关系弱化,基
于业缘及兴趣、爱好等因素结成的朋友关系变得日益重要

起来,在某些情况下,第二圈与第三圈的弱社会关系也可能

比第一圈的强社会关系更有用。但从总体上来说,在重大

问题上,第一圈社会资本还是最可信赖的,也是最有可能提

供帮助的社会关系,并且,这种支撑随着血缘强度的递减而

递减。对于弱势阶层来说,第一圈社会关系作为先赋的社

会资本一般比较弱,根据我国等级式的社会结构和家族制

传统,一个家庭之所以处于弱势阶层,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其

直系血亲也处于弱势阶层地位,没有资源相互扶持,否则,

依照我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传统,只要家族有直系血

亲进入上层阶层,特别是进入权利垄断阶层,就能够改变整

个家族的命运。对于弱势阶层来说,第二圈社会资本一般

也比较弱,与第一圈社会资本相比,第二圈社会资本是后致

的,通过联姻获得,具有选择性。但这种选择性也是极其有

限的,虽然牛郎织女的故事千古流传,但我国绝大部分的联

姻是以门当户对作为基础,贫困阶层一般与贫困阶层联姻,

富裕、权贵阶层一般与本阶层联姻。因此,对于我国的贫困

阶层来说,通过联姻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实现阶层的流

动比较困难,只有少部分较低阶层的成员通过联姻获得上

升机会。第三圈社会资本的获得也是后致的,朋友关系的

形成可以是基于地缘、业缘等传统因素,也可以是建立在利

益、共同的理想与爱好基础上。但随着市场经济对传统社

会的瓦解,共同利益逐渐成为朋友关系形成的主要因素。

贫困阶层由于资源拥有量少,缺乏与其他阶层交换的资源,

导致其社会交往较少,并且与其交往的主要对象也基本分

布在相近阶层。

因此,从家庭社会资本形成的三个角度看,我们可以发

现穷人由于自己的贫困地位使自己缺乏先赋的社会、经济

资源,处于不利的社会、市场交易地位,导致穷人的发展缺

乏必要的社会资本支撑体系,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穷人家庭社会资本的匮乏不仅导致穷人发展缺乏内部支撑

与外部资源援助,在某种程度上,穷人的弱社会关系网还导

致在其发展中存在巨大的阻力。这些阻力一方面存在于其

不利的社会关系中,对于穷人来说,由于其关系网主要存在

于社会边缘群体,这些关系网如藤蔓一样相互交错,彼此牵

扯,压制了每一个家庭的发展,一旦社会关系网中有一个点

取得突破,从小草成长为小树,这些藤蔓就会接踵攀缘过

来,吸收小树的营养,这些沉重的负担轻则会导致小树的营

养不足,缺乏继续成长的后劲,重则导致小树的枯萎,重新

回复小草的地位。阻力的另一方面是贫困家庭、贫困社会

关系的长期浸染形成的贫困文化。这些贫困文化表现为保

守、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小富即安,宿命论,长期在这种文

化氛围内生活,自然而然地也会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对未

来抱宿命论态度。长期的社会边缘地位也影响到这些贫困

家庭子女的心理、性格、气质,社交能力和信息获得能力。

长期的底层生活使贫困家庭的子女更容易自暴自弃、自卑、

走极端;长期的压抑也使他们性格容易扭曲,脾气暴躁;社
会关系的稀少与贫困阶层客观与主观的封闭状态使其子女

的社交能力相对较差;而底层窘迫的生活状况,边缘的社会

地位也难以培养良好的气质;阶层之间的隔阂与封闭也使

贫困家庭子女获得信息的机会与能力严重不足,更难以获

得发展机遇。相对于物质贫困来说,这些无形的精神贫困

影响更为潜移默化,也更为深远,对个人的发展造成长期的

不利影响。

在我国家族文化与差序格局社会结构背景下,贫困阶

层社会资本的匮乏导致其发展缺乏必要的内外部资源的支

持,反而受到贫困社会关系与贫困文化的严重制约,使其发

展机会更为渺茫,最终导致阶层不断固化,形成穷者恒穷的

现象。

二、发展机会不均等与阶层固化

虽然,由于家庭社会资本不均等导致的阶层固化趋势

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客观存在,但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合理的

制度设计尽量地减少了家庭社会资本的作用范围,使其局

限于私人领域,并采取各种措施来尽量减少贫困阶层的生

存风险,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从而有效地增加了阶层之间

的流动,保证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了社会的和谐发

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反,我国社会存在的不合理体制客

观上加剧了我国各阶层之间的权利不公平,导致社会贫富

差距的急剧扩大,阶层流动渠道的堵塞,社会分裂的加剧,

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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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二元体制把公民分为不同的

权利集团,加剧了个人发展机会的不均等,使阶层固化问题

日益突出。

在一个公平社会,竞争规则应该是统一的,公民的权利

应该是平等的,并适当向弱势群体倾斜。但我国长期的城

乡二元体制,在客观上造成了城市与乡村的分裂,只是由于

出生地的不同,城市户籍人口就在就业,教育,食品供应,住
房,社会保障,政治权力,提干等各个方面享有特殊权利,导
致城乡居民发展机会的严重不均等。虽然三十多年的市场

化洪流不断地冲击着城乡二元体制的堤坝,但由于利益集

团的抵制,二元体制依然并可能会继续长期存在,继续分裂

着社会。随着特殊利益集团的不断增多,二元体制在我国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城市二元,行业二元,职位二元,就业

二元等各种方式存在,进一步分裂了社会,加剧了个人发展

机会的不均等。
(二)民主与法制不健全导致裙带关系猖獗,权利的垄

断与世袭,利益集团的勾结,寻租普遍,进一步加剧了我国

社会的阶层固化。

我国长期的集权体制传统加上利益集团的阻挠,使我

国的民主化进展缓慢,法治流于形式,造成行政权一权独

大,权利世袭严重,寻租与金权勾结普遍化。权利集团的权

利垄断与资源垄断使其他阶层的权利受到严重挤压,发展

机会严重匮乏,社会的马太效应更加凸出。

再次,市场垄断,不公平竞争以及由此导致的逆淘汰机

制,也使贫困阶层的发展机会进一步减少。[2]在一个公平竞

争的市场上,优胜劣汰是其常态,这不仅能够使下层阶层的

优秀分子实现阶层流动,上层阶级更新血液,也能够提高资

源配置效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但我国市场被大量特殊

利益集团控制,权利的过度干预与普遍寻租使市场垄断大

量存在,不公平竞争与不公平的税费负担,不公平的市场准

入资格,不公平的融资体制都使体制外企业经营举步维艰,

生存困难。由于权利阶层对于正规部门与国有企业的垄断

与世袭,贫困阶层子弟只能在非正规部门或私营企业工作,

市场垄断与不公平竞争使这些部门和企业的处于劣势地

位,并且,随着金权勾结的进一步发展,市场垄断与不公平

竞争的加剧,逆淘汰机制进一步强化,贫困阶层子弟想通过

市场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就更加渺茫。
(三)社会保障的不健全,教育体制的不公平,生存风险

的影响也导致我国贫困阶层初始发展机会不均等。

与绝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制度式的社会保障,美国残

补式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等级式的社会保

障制度,在绝大部分贫困阶层缺乏基本社会保障的同时,少
数权贵阶层却享受着过高的社会保障,进一步拉大了社会

贫富差距。城乡二元分割的教育体制,极端不公平的高考

录取制度,使我国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呈梯状分布,越是就业

机会多,资源聚集的首都,省会大城市,其获得的教育资源

与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越多,越是贫困,资源匮乏的乡

村,其获得的教育资源与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越少。教

育资源与教育机会的严重不均等进一步加剧了个人发展机

会的不均等。此外,生存风险的客观存在也影响到贫困阶

层的发展,使他们难以抓住发展机会。例如一个盈利几率

达70%,盈利率达200%,亏损几率30%,亏损率100%的投

资项目,其预期盈利率是110%,属于高盈利项目,但最低投

资需要10万元。对于一个资本只有10万元的穷人来说,

一旦投资失败,他将不名一文,在社会保障极端匮乏的情况

下,他可能连基本生存都难以维持,也就是说面临生存风

险,因此,即使项目投资回报率很高,这个穷人基于生存风

险的威胁一般会放弃投资;但对于一个富人来说,假如他拥

有100万的资本,即使投资失败也不会面临生存风险,因此

一般情况下,他会抓住这种高回报的投资。这样,由于生存

风险的存在,导致穷人和富人发展机会的更大不均等,马太

效应进一步凸出。

因此,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反,我国客观存在的各种二元

体制,权利垄断,市场垄断,不公平竞争,裙带关系与普遍的

寻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加上社会保障

体制、教育体制的等级化,生存风险对贫困阶层发展的不利

影响,使家庭社会资本的功能恶性膨胀,阶层固化问题更加

严重。

三、阶层固化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

阶层之间的合理流动对于维护社会正义,促进机会均

等,实现社会和谐,完善民主与法制,形成健康的社会价值

共识,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

此,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将会尽量采取各种措施促进阶层

流动,防止阶层固化。对于我国来说,逆世界潮流的阶层固

化现象已经对我国的现代化造成巨大危害,如果不尽快改

变这种状况,任其发展下去,则我国的经济、社会与治理危

机将可能进一步恶化,使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夭折。
(一)阶层固化酿成社会危机。

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必要的阶层流动都是

社会稳定的前提,封建社会的科举体制,现代社会的人才选

拔体制在实现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同时,也为下层社会的

才俊提供了晋身渠道,从而避免了人才壅塞带来的社会危

机。王朝末年,由于朝政腐败,职位世袭,下层英俊难以获

得上升渠道,最终导致他们的普遍不满,社会革命爆发,无
论是张角、黄巢、还是洪秀全起义都是如此。当前,我国社

会的阶层固化已经使大学的选拔功能和从军之路阻塞;权
力的世袭与市场垄断,腐败与金权勾结,不公平竞争与逆淘

汰也使市场的选拔功能弱化。阶层的日益固化,中产阶级

的下流化,贫困阶层的边缘化,使大量下层精英沉沦下流,

难以看到未来的希望,产生绝望与反社会行为,近几年来各

地恶性反社会行为的急剧增加与这种阶层流动渠道阻塞紧

密相关。[3]如果不尽快清理壅塞的阶层流动渠道,实现比较

公平的社会竞争,那么庞大的处于城乡边缘的农民工二代

群体,以蜗居著称的中产阶级,像蚁族一样生存在城市郊区

的庞大农村大学生群体的生存状况就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就只是时间问题,把社会危机的解决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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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在严打上根本就是指标不治本,没有抓住本质问题,必然

难以成功。
(二)阶层固化造成政治危机。

阶层固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的异化与垄断,根据现

代的社会契约论思想,权力来源于民,政府只是人民雇佣的

公仆,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有权利罢免不称职的

公仆。然而,我国长期的专制传统使官本位思想长期存在,

民主化进程缓慢,政府权力的异化导致政府成为统治者而

不是服务普通大众的工具,权力已经不再受人民制约,也不

受人民监督,政府自身已经变成特殊利益集团,在不受制约

的情况下,政府这个利维坦不断膨胀,为维护自身小集团的

利益而不断损害普通大众利益,政府预算与税收的超额增

长是其突出体现。不仅如此,政府部门还利用自己掌握的

异化权利垄断各种资源,制造各种寻租机会,过度干预市场

运行,并与其他特殊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实现对社会资源的

全面控制,从而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严重的发展机会不

均等,阶层的固化。
(三)阶层固化造成经济危机。

阶层固化必然造成资源的垄断,资源垄断又必然加剧

机会不均等、社会分配不均,使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
会贫富差距的过度扩大又造成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内
需的严重不足,对国外市场的过度依赖。[4]阶层固化背景下

的经济活动渗透了权利因素,因此,这种分配是不合理的,

缺乏正义的分配模式必然引起人们的不满,导致要求公平

分配的呼声日益高涨。阶层固化也导致人力资源配置的不

合理,大量下层精英由于家庭背景原因难以获得合适的岗

位,而一些重要的岗位却被一些不称职的上层庸才占据,导
致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和整体经济效率的下降。不合理的

分配体制与资源的特殊利益集团垄断在使经济效率不断下

降的同时,也造成供给与需求的严重失衡,进一步发展下去

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
(四)阶层固化造成文化危机。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如机会均等,

民主、法制、人权、优胜劣汰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但为了维

护自己的权力垄断与资源垄断地位,国内一些特殊利益集

团抛出我国特殊论,不断地为官本位、集权文化辩护,并大

肆污蔑西方的民主与法制体制。而国内腐败文化的广泛传

播,金权勾结的普遍存在,劣胜优汰现象的层出不穷,也使

公平与正义逐渐消失。特殊利益集团还垄断话语霸权,进
行舆论控制与新闻控制,并借复兴儒学为封建专制、人治思

想招魂,麻痹普通大众。为了维护某些阶层和特殊利益集

团的一己私利,他们不惜通过愚民政策,大肆宣扬人治思

想,拒斥西方先进的民主与法制理念。但这种图谋必然难

以得逞,先进思想的全球化已不可逆转,缺乏公平与正义的

发展难以持续,拒斥先进思想必然会使整个民族付出巨大

代价,缺乏基本社会共识的社会只能陷入普利夺主义或暴

利循环,最终使整个民族的现代化夭折。

我国社会阶层的严重固化已经激化了各种社会危机,

导致民主与法制的倒退,加剧了经济危机与文化衰落,如果

任其发展下去,我国的现代化可能夭折。

四、采取有效措施促进阶层流动

对于我国来说,阶层固化的主要症结在于权力垄断与

寻租造成的机会不均等。要打破权利垄断造成的机会、资
源分配的严重不均等,打破日益加剧的阶层固化现象,缩小

寻租扩大的阶层鸿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限制权力,变官本位制为民本位制。

而要实现民本位制,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推进民主制度,

让人民成为权力的真正来源,通过以手投票来制约官员的

自利行为,并通过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来防止行政权力的独

大,通过加强人民的监督权利,完善、加强法治来制约寻租

行为。只有限定了权力的边界和权力的施行领域,制约了

官员的自利行为,我们才能实现民本发展,促进机会均等,

打破资源垄断,权力世袭。也只有建立民主体制,我们才能

降低公务员的超国民待遇,精简政府规模,缩减行政开支,

降低国民税收,提高公民福利,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

为公平竞争创造条件。当然,民主需要法制的完善来保证,

没有法制的规范与制约,民主很有可能流于形式,也可能会

出现多数的暴政。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悠久家族传统的国家

而言,法制更是摆脱狭义家族信任的有效途径,只有在公

平、正义,人道基础上重建宏观社会资本,并以法制来维护

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才能逐步废除基于家族小集团利益

基础上的狭义社会资本的束缚,减少腐败与裙带关系对公

平的破坏,实现更大范围内的机会均等。
(二)打破市场垄断,资源垄断,促进市场的公平竞争。

对于绝大部分国家而言,市场是实现个人阶层流动的

主要途径,通过自由市场的优胜劣汰,个人的才能能够得到

充分体现,优秀分子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阶层流动,

这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对于我国来说,要打破

阶层固化,也必须打破市场垄断,尽量避免政府对市场的不

合理干预,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发挥其优胜劣汰的

基本作用,下层阶级获得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要维护公

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我们首先必须尽量减少国有企业的数

量和比重,大力推进国退民进。国有企业由于其所有权缺

位,管理不善,基本都缺乏竞争力,特别是在那些竞争性强

的行业。但作为特殊利益集团和官僚集团的奶牛,在自身

利益的驱使下,国有企业获得不正常的膨胀。国有企业通

过资源垄断,不合理的税费优惠,市场准入、融资、行业准入

制度,获得巨额垄断利润,但这些利润是以不公平竞争,资
源的巨大浪费,腐败盛行为代价的。国有企业的大肆扩张

窒息了民营经济,加剧了机会不均等,恶化了社会分配。因

此,只有大力推进国退民进,扩大私营经济的市场准入范

围,公平税费、融资政策,减少行业准入限制,我们才能为私

营经济创造一个比较公平的竞争环境。此外,要实现公平

的市场竞争,我们还必须加强市场监管,大力打击假、冒、

伪、劣商品,加强执法力度,保护知识产权,实现市场的资源

优化配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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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撤除各种权利藩篱,实现平等的公民权利、公平的

竞争机会。

对于我国来说,最大的权利藩篱是城乡二元体制,以及

由此派生出的各种新二元体制,把国民人为地划分为不同

的权利集团,造成严重的人权危机和不公平的发展机会。

虽然,城乡二元体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渐趋弱化,但其中

最重要的户籍制度由于政府的惰政与权力的寻租依然顽强

存在,它不仅严重剥夺了农民子弟平等的公民权利,公平的

发展机会,而且阻碍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扩大了城乡收入

差距,加剧了三农问题,是阶层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

实行平等的国民待遇,废除户籍体制以及户籍体制所包含

的各种歧视性政策,我们才能使农民子弟获得公平的发展

机会,缓解各种社会危机。此外,存在于各领域的各种不平

等的二元体制也必须废除,如城市行业二元,职业待遇二

元,企业权利二元等,只有建立统一的竞争规则,我们才能

保证公平的竞争机会,使阶层流动更加容易,更加合理。
(四)创造条件,降低贫困阶层的生存风险,通过增加国

家社会资本来降低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使不同阶层获得

比较公平的初始竞争条件。

由于家庭社会资本的巨大差异,即使存在公平的竞争

机会,但如果初始竞争条件相差太大,竞争也难以公平。很

难想象沿海的一个富二代的机会和大别山区的一个穷二代

的发展机会均等,起步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虽然客观的机

会差距可能永远存在,但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社会措施来

缩小二者初始竞争条件的差距。在所有促进初始竞争条件

均等的措施中,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与教育机会的均等是

其最重要部分。我所说的社会保障并不是救济式的社会保

障,而是制度式的社会保障,这种保障基本可以免除公民的

生存风险,保障个人尊严。只有免除公民的生存风险,公民

才能平等地获得发展机遇。在现代社会,教育所形成的人

力资本已经成为公民个人最重要的财富,因此,要维护公平

竞争,就应该让公民获得平等的教育权利与受教育能力,政
府可以进一步增加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延长义务教育年

限,来尽量缩小不同阶层之间人力资本的差距。在此基础

上,政府还可以通过向富裕阶层征收合理的财产税,个人所

得税,遗产税,对贫困阶层进行必要的特殊补贴,进一步缩

小贫富差距,促进机会均等。只有创造更为公平的初始竞

争条件,我们才能使下层阶层的优秀分子有机会发挥自己

的聪明才智,脱颖而出,加速阶层流动,促进社会更好地

发展。

只有进一步完善民主法制,打破权力、资源的垄断,废
除各种不合理的二元体制,积极创造条件限制家庭社会资

本的作用,缩小社会资本差距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我们才能

为各阶层的发展提供一个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加速阶层

之间 的 流 动,促 进 人 力 资 源 的 合 理 配 置,维 护 社 会 的

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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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Capital,UnequalOpportunity,andClassSo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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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lassSolidityhasbecomethegreatestthreattoChina’smodernization,whichdeeplyinfluences
socialstability,sustainableeconomicdevelopment,andtheconstructionofpoliticalcivilizationandspirit-
ualcivilizationaswell.Onlybybreakingpowermonopolizationandresourcemonopolization,furtherper-
fectingmarketeconomicsystem,acceleratingdemocraticandlegalconstruction,reinforcingsocialsecuri-
ty,andpromotingequaleducationcanwereducethebornriskofcapitalshortageandsurvivalriskofthe
weakclass.Also,weshouldtrytoprovideequalopportunitiesfortheweakclassandspeedupclassmob-
ilitytorealizesocial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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