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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　　本书试图通过对以福建省福清市为个案的分析探讨20年来中
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
　　20年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
这一变化根源于当代中国社会的“两个转型”，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的转型。
而从根本上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又根源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应该说从19世纪中期就已经被动地开始了。
由于是被动的，因此中国也就经历了种种磨难。
中国人民经过了一百多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中国才开始了自主的现代化建设进程。
然而，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时期中，我们曾致力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
划经济的体制。
在这一模式下，我们在一定时期里也曾取得过经济的较大发展。
然而，实践却告诉我们，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是同现代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探索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并进而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
，从而取得了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
因此，可以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在中国这一特定的背景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的必然要求；或者反过来说，在中国这一特定的背景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必然要求由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正是这两个相互交织的转型促使了这20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重大变迁。
以“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为框架的“刚性结构”正在逐步消
解，并由此分化出分层次多梯级的社会阶层结构。
以福清市（1990年12月撤县建市，为了全书一致，以下文中均称市）为例，1978年全市农业人口占人
口总数的93．7％；其余人口仅占6．3％，而其中主要是行政机关、国有企事业的人员。
到了1999年农村人口已减少为60．5％，其余人口已上升到39．5％，分布于各种不同的行业之中。
如果说在以前“刚性结构”的社会框架中农村内部、国有企事业和行政机关内部，以及他们之间的收
入分配还不存在太大差距（或者说差距很小）的话，那么，经过20年的发展情况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
　　总之，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其中主要是产业结构的发展），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随着社
会流动，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这一段时期中人们曾给予经济的发展以更多的关注和研究，而对社会的变化却关注不够，也研
究不深。
然而，经济的发展总是离不开社会，社会的发展既反映着同时又影响着经济的发展。
公平和效率就是社会发展中一对最基本的关系。
没有效率的公平只能是普遍的贫困，而没有公平的效率又必然导致社会的冲突以致对抗。
这就要求税们必须关注社会回顾，尤其是关注社会阶层结构问题，弄清在一定阶段上社会阶层结构的
状态及其内在关系，制定正确的社会政策，从而引导社会协调发展。
这正是我们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必要所在。
　　关于社会分层，国外社会学界已有较多的研究，为我们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提供了许多
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
然而，应该看到：西方社会分层理论是以西方社会发展为背景而形成的。
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不是独立地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中国的社会发展既受全球化背景的制
约和影响，同时又是以世界既有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基础的。
但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是在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之后而转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的分化和
分层必然有着不同于西方社会的诸多特点；西方各种社会分层理论是建立在诸如功能主义、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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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不同的社会理论基础之上的，且西方社会学理论也还存在种种不同的派别，虽然这些理论不乏
有价值的思想，但社会学毕竟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在研究中国社会分化和阶层结构时，
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西方社会分层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不能全盘照搬或套用，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探索
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分层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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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关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基础和动因；“农民阶级”的动迁
流变；“工人群体”的分化与重组；福清社会的新兴阶层；福清社会的边缘阶层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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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 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是如何发生的　　总的来说，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是分工职能变化的直接现实
，是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
只要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就不断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流向工业，同时流向相应发展的第三产业。
而工业化的推进，必然提出产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同时推进的要求，于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
以职业分化为主导的各种社会分化在相互作用中悄然而迅猛地进行。
这似乎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但中国的实际并不全然如此。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随着旧有体制的束缚的挣脱而展开的。
　　福清改革开放20年来的实践进程，反映了这一动态图景。
　　1．农村改革是先导，农民是“始作俑者”　　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最基本条件是生产力的长足
发展与劳动力流动的自由。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没了这两条，社会阶层结构就只能适应“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简单模式和匀质
均贫状态。
　　1949—1978年，福清国内生产总值从8210万元增至30660万元，增加2.73倍，年均增长4．65％；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从45元增至158元，增加约3．05倍，年均增长3．9元。
全市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163万元增至1978年的968．4万元，增长4．94倍，年均增长6．57％；职工年
平均工资从1957年的482元增至1978年的512元，累计增长0．06倍，年均增长1．4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从1949年的50元增至1978年的137元，增长1.74倍，年均增长3元。
　　显然，如此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增长率，无力推动社会结构由传统向现代变迁转换。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福清市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跳跃式发展。
从1978年到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9.5％，比改革开放以前（1949—1978）年均4．65％的增长
速度高出14．85个百分点，是其4倍以上；年均增速亦快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长速度近10个百分点。
尤其是“九五”计划以来，福清经济历经国内宏观调控和亚洲金融风暴洗礼，仍然保持健康发展态势
，年均增速高达19．8％，为福清实现新世纪跨越式迈进铺垫了坚实基础。
　　至1999年，福清市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97．46亿元（当年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5108元（约
折合1855美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
1999年全市财政收入达7.04亿元，约等于1978年的73倍，经济实力连续五年居全省第3位，跻身全国地
方财政收入百强县（市）行列。
昔日贫穷落后的福清一跃成为海峡西岸经济繁荣带中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经济发展带来了人民生活的改善。
1999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959元，比1978年增长约36倍，年均增长约20％。
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463元，年均增长近10％。
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现在，城镇居民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为44．16％，比1985年下降7．64个百
分点；农村居民为49．41％，比1985年下降5．89个百分点。
食物结构在吃饱的基础上向吃好转化，日益讲究饮食多样化和营养价值，衣着消费逐渐时装、成衣化
；居住条件日益改善，耐用消费品向高档转变，且数量成倍增加。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增长，1998年末达69．83亿元。
全市人民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提前实现了小康。
毋庸置疑，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是社会阶层结构得以变迁及发生重大变迁的
基础。
在一定意义上，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就是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过程。
但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也不是直接呼应的关系。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启动，是以改革为先导的。
发展生产力，首先要解放生产力，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也解放了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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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地说，改革带来了富裕，也带来了更多的自由。
　　从福清的实践看，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变
迁是与20年来福清市改革并放的实践进程相生相伴、相辅相成的。
尤其是以农村改革的突破与向纵深推进为先导的。
　　1．公有制领域内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具有公有制“工人”身份者都是由国家根据生产和工
作需要进行统一调配、按国家计划统一分配和安置的固定工。
除了因违法乱纪而被开除的极少数人之外，“身份型”的固定工不能被随便辞退或解雇。
他们在各种行政性规范的约束下，事受工人身份带给他们的各种权利和资源。
当然，由于身份是固定的，工人的流动性很小，无论是改变工作和调动工作岗位，都必须通过争取国
家计划指标的渠道加以解决，而这往往又很困难。
此外，他们不能进行自主择业和自由调动，更不可能竞争上岗。
为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现通过市场机制合理配置劳动力的需要，1995年1月1日，我国开
始正式实施《劳动法》，此后，加快了以推行劳动合同制和集体合同制为主要内容的劳动制度改革。
原“工人”身份者基本上都属于劳动制度改革的对象范围。
从此，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从国家计划统一配置，变为由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劳动力市场配置。
与此相应，原“身份型”固定工，也将向“契约型”合同工转变。
　　1978年，福清市九大行业部门中公有制“工人”身份者可归纳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
团体中的工勤人员”、“生产、基建、运输等企业固定工人”、 “农、林、水、气部门固定工”和“
商业、服务业中的固定工人”四类人。
改革开放20多年来，这四类人的身份属性发生了变化，除了仍留在原行业部门的原有员工，仍保留原
体制性身份属性外，新增收的员工，已不完全享有以拥有体制性身份为基础的福利保障。
公有制工人队伍的身份状态也由原单一的身份型队伍状态转变为“身份型”与“契约型”并存的队伍
状态。
　　1978年，福清市商业服务业固定工4347人，占社会固定职工总数的24．51％；生产、基建、运输
部门固定工人3283人，占18．51％；农，、林、水、气部门固定工4326人，占24，39％。
三者相加，共计11956人，再加上当时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中的工勤人员（人数不详），就
是1978年福清的公有制“身份型”工人总数，约占当时社会固定职工总数的70％以上。
1998年，福清市国有集体商业、服务业职工为7486人，占社会职工总数的8．03％；生产、运输等部门
职工8187人， 占8．78％；国有农、林、牧、渔部门职工2934人，占3．15％。
三项相加，共计18607人。
外加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中的工勤人员（人数不详）、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工人343人（下
岗3172人中扣除以现金一次性安置、解除劳动关系者916人，实行股份制、持股离岗解除劳动关系
的898人以及通过各种渠道走上自谋职业道路者1015人），国有集体单位中离开原单位但仍保留劳动关
系的工人（人数不详），就是1998年福清的公有制内工人总数，不到20000人，只占社会职工总数的20
％多。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后，公有制内的工人群体虽然在数量上有所增长，但在社会职工总数中的比重
却出现了很大滑落，公有制内工人处于大幅缩容的状态之中。
由于1995年以后普遍推行了劳动合同制，在比重大为缩小的公有制内工人当中，“身份型”工人数量
急剧减少，很大一部分人开始失去原体制赋予他们的固定工人身份，从原来所在的“身份型”工人队
伍中剥离出来，加入了正在不断扩容的“契约型”工人队伍。
　　2．非公有经济领域的扩充发展　　改革开放后，福清市非公有经济迅猛发展，其从业的工人队
伍也迅速扩容。
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由原公有制行业部门分流出来的。
福清的原“身份型”工人在分化过程中有两大流向：一是留在原体制内部，成为现在公有制单位的“
契约型”工人；二是脱离原体制，成为非公有制单位的从业者。
　　成为非公有制单位的从业者中又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完全脱离原“工人”的职业队伍，成为“私营企业主、小业主和个体户”、“企业的承包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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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和“出国人员”，这些人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工人”的职业身份；
另一类虽然从体制内流向体制外，但其作为“工人”的职业身份依然不变，如“三资、乡镇企业（私
营企业部分）工人和个体工商户雇工”，他们成为当前非公有制“工人”群体的一部分。
他们作为非公有制的工人属于“契约型”工人队伍。
　　长期以来，由于忽视知识的价值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片面地追求平均主义，知识分子
的收入基本上没有什么提高，甚至还低于体力劳动者，出现了严重的“脑体倒挂”现象。
1978年，福清市科、教、文、卫、社会福利等知识职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为543元，而国有工业企业劳动
者（代表体力职业）平均工资为556元，前者比后者低13元。
到了1979年二者的差距拉大到82元，前者仅为后者的86％，这种历史的后遗作用一直到80年代初，经
过1979年和1981年两次工资调整才基本消除。
1982年及1987年，福清市又对科学、文教、卫生等部门从业人员和中年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重点调资，
知识分子的收入大幅增加并开始高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
知识职业与体力职业的比较工资率从1981年的0．92％上升到1990年的1．25％，即从低于体力劳动者
工资的8％提升到高于体力劳动者工资的25％。
同时，知识分子的工资收入也越来越高出全体职工平均工资。
1990年知识职业平均工资高出全部职业平均工资19％，表明知识分子的劳动价值已逐渐在工资收入上
有所体现。
然而进入90年代，知识分子的相对收入开始降低，甚至又出现了绝对“脑体倒挂”。
1993年、1994年、1996年知识职业者的工资收入又重新低于体力职业者的工资收入，情况严重的1996年
前者只有后者工资收入的60％，虽然1995年知识职业者的工资收入稍高于体力职业者，但前者却低于
全社会职工的平均工资。
收入的偏低，被人所瞧不起使教师队伍不再稳定，一些人弃教从商、从政、出国。
1986年出现出国潮，某校120多名教师一夜之间走了30多个教学骨干，教师们的教学热情骤然降至最低
，45岁以下的人都想走。
1986—1995年该校一共流失了80多名教师，占现今该校教师人数的50％。
一位资深的教育界工作者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福清市中小学教师至少流失1500人以上，
占中小学教师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左右。
为了稳定教师队伍，福清市政府曾经采取在分配家属“农转非”指标时给予教育部门倾斜等措施，但
仍然无济于事。
为了解决基层教育、卫生事业单位缺员问题，福清市不得不大量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引进人才，仅1996
年就引进262名中、初级人才。
因种种原因走不了的，也难以专心致志地从事教学，想方设法去兼职。
1997年之后，一方面由于国有工业企业，经济不景气，从业者的工资急剧下滑（从9701元下滑至5735
元）；另一方面政府对知识分子工资大幅调整，这种局面才暂时得以改变。
1998年知识职业者年工资收入比体力职业者工资收入高出4029元，前者为后者的1．68倍。
从表面看，知识分子应该欢呼雀跃了，其实不然。
因为这时候国有企业只是福清市经济总量中很小的一部分，国有企业只剩下6家，工人只剩下1031人，
其工业产值仅占福清市工业总产值的0.25％，在业人数只占全市工业企业从业人员的2．5％，不再具
有代表性，并且国企工人已成为弱势群体，具有不可比性。
相比之下，三资、私营等其他经济类（不含集体）工业企业已取代昔日国有工业企业而居绝对优势，
其从业人员占福清市工业企业从业人员总数的95％以上，产值占福清市工业总产值的98．8％，因此，
知识职业者的工资收入与非国有工业企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相比较方为科学。
如此，知识职业与非国有工业企业体力职业的比较工资率为1．04％，二者差距实在太小。
在三资企业非常红火的1993年，知识职业与非国有工业企业体力职业的比较工资率也较低。
当然，企业从业人员收入不稳定，波动较大，但知识职业的比较工资率偏低是不争的事实。
近两年由于出国和经商赚钱的机会已大大减少，风险提高，而教师’的收入有大幅提高，不坐班，灵
活性大，这些原因使教师队伍逐渐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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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优秀人才仍在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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