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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美国社会分层比较分析
———以陆学艺和戴维·波普诺的社会分层法为例

李摇 裕摇 平
(天水市委党校, 甘肃 天水 741000)

[摘摇 要] 摇 在当今世界,社会分层是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的社会现象。 文章以陆学艺和戴维·波普诺的社会分层法对中

国与美国的社会分层情况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了比较,在现代性框架下分析了两者之间的相同点与差异性,从面对我国建立公

正、合理的现代社会分层体系提供借鉴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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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摇 合理的社会分层的特点

社会的分层与分化是一个历史现象,更是一个

存在于当今各个社会的现实情况。 “这个论题探讨

的是社会世界以那些方式划分成各个部分和要素,
而这些组成部分和因素又通过清晰的界限保持着相

互分离。 这样的划分主要通过两个过程得以发生。
基于组成社会的各个单元各自不同活动的实际表现

而发生的,称之为功能分化 ( functional differentia鄄
tion)或结构分化(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 它也可

以发生在另一种基础上,即有一个或更多的单元凌

驾于另外一个或更多的单元之上而形成的支配或等

级排列。冶 [1]当今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

达国家,都存在社会分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

了一个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期。 即从传统社会向

现代社会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农业社会

向工业社会转型。 在这场还在进行的转型过程中,
我国原先的社会分层状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与

变化。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在以自由市场

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成员在此基础

上形成了基于其制度设计、社会理念的社会分层。
中国社会也在改革开放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基本符

合现代社会分层结构的雏形,如农业劳动者阶层的

规模的缩小、拥有人力资源资本的社会阶层人员社

会地位上升等。
本文将用陆学艺和戴维·波普诺的社会分层法

对我国当下的社会分层和美国的社会分层及其形成

的主要机制进行分析比较,以冀对我国的社会分层

结构在合理性、现代性等方面提供借鉴与思考。 那

么,一个现代社会合理的社会分层具有怎样的特点?
笔者认为, 第一,社会分层的形成建立在社会公正

的基石之上。 第二,自致性因素是阶层形成的主要

机制。 第三,专业技术人员有较高社会分层地位。

二摇 中国当前的社会分层状况

对于我国目前的社会分层的分析与研究存在着

若干不同的理论与观点。 有的学者采用收入的标准

来划分阶级或阶层,有的学者以职业或职业声望来

划分阶级阶层。 他们或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

划分我国的阶级阶层,或以韦伯主义的“三位一体冶
分层理论划分我国当前的社会分层。

陆学艺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

告》提供了一种较好的分析视角并以此得出了比较

客观的研究结果。 作为一部国内社会分层研究领域

的实证研究作品,他较好地考虑了我国社会的一些

“特殊情况冶。 从而有别于有些学者生吞某些理论

后进行的国内阶级阶层分析。 如其所指出的:“中
国社会特殊的制度特征,又使人们感觉到一些制度

因素也导致了人群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们也提出了

一些独特的制度分割标准。 近年来已有大量的社会

学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些制度性的因素对人们的社

会经济分化有重要影响。冶 [2] 有学者指出:“不同的

政治与经济制度塑造出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平等的



形态这一观点已为学者普遍接受冶 [3]。 因此,此书

独特的制度分割维度和组织资源维度的分析对我国

的分析是比较恰当的,对社会阶级阶层的划分是比

较客观的,他的十大阶层的划分为:

表 1 摇 十大阶层在四个分类指标中的位置

阶层 \分类指标 劳动分工 权威等级 生产关系 制度分割 主要资源

国 家 与 社 会 管
理者

中高级专业技
术水平

中高层管理
代理 (不占有生产资料
但可以控制或支配生产
资料)

体制内核心部门 组织资源

经理人员
中高级专业技
术水平

中高层管理
受雇 (不占有生产资料
但可以控制或支配生产
资料)

体制内、体制内边
缘部门或体制外

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

私营企业主 不确定 高层管理
雇用他人 (占有生产资
料) 体制外 经济资源

专业技术人员
中高级专业技
术水平

自主从业或被管
理 (有一定自主
性)

受雇或自雇 (不占有生
产资料) 体制内或体制外 文化资源

办事人员阶层
中低级专业技
术水平

被管理或中低层
管理

受雇(不占有生产资料) 体制内或体制外
一定量文化资源和少量
组织资源

个体工商户 高低不等 管理或自主从业 自雇或雇用他人 体制外 一定量的经济资源

商业服务业员工
技术型、半技术
型或非技术性
体力劳动

被 管 理 或 低 层
管理

自雇或受雇 (不占有生
产资料)) 体制内或体制外

少量 文 化 资 源 或 组 织
资源

产业工人
技术型、半技术
型或非技术性
体力劳动

被 管 理 或 低 层
管理

自雇或受雇 (不占有生
产资料) 体制内或体制外

少量 文 化 资 源 或 组 织
资源

农业劳动者
技术型、半技术
型或非技术性
体力劳动

自主从业
自雇或受雇 (占有少量
或不占有生产资料)

介于体制内与体
制外之间

少量 经 济 资 源 或 文 化
资源

城乡无业、失业、
半失业者

— — — — 基本没有三种资源

资料来源: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7.

三摇 美国的社会分层状况

我们知道,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创立的

“三位一体冶的分层理论是西方分层研究的理论渊

源,有深远的影响。 韦伯认为,在社会不平等的研究

中,除了经济地位外,声誉和权力也对社会不平等具

有突出的影响力[4]。 很明显,戴维·波普诺(David
Popenoe)的分层研究也沿用了这一传统分层标准。
他在《社会学》关于美国的社会阶级与贫困问题这

一章中,从财富、声望、权力等不同将美国划分为五

个阶级(见表 2):

四摇 中国和美国社会分层状况的比较分析

(一)社会分层的公正性

美国社会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

深刻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

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冶自工业文明以来,人
类社会在物质产品的生产方面得到极大地丰富和改

善,在推进社会公正的道路上亦成就壮观,但我们只

能说,人类社会依然在完善社会公正的路途中,远没

有到达我们精神理想的彼岸。 在中国社会的分层公

正性方面,正如我们在表 1 中看到的,国家和社会管

理者的自我优势化、制度的分割、组织资源的介入市

场都影响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削弱了社会的向心

凝聚力和公正性。 此外, 为人所诟病的城乡分割、
户籍制度等阻碍了社会的平等进步。 在美国的意识

形态下,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基本上取决于自身的

能力与努力,但资本主义制度从来就不是人类公正

合理的理想制度,大资本家、旧富有者、财阀社会上

层等维护着他们的统治利益,而不是普通阶层的

利益。
(二)社会分层状况的形成机制分析

1、中国社会的分层机制

(1)市场化的力量。 当我们回望三十多来年的

改革开放之路时,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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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之一就是从计划经济再分配制度向市场经济

为导向的“大转型冶。 市场成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

有效配置资源的手段。 在今日之中国,每一个个人、
每一个群体、每一个单位都处在“市场经济的机制冶
之网下,比照于改革开放前的社会阶层,当代中国社

会大量的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及个体工商户

阶层和富人群体都是实行市场经济后而出现的新阶

层和群体。 市场化的力量是形塑当代中国社会分层

状况的最根本力量。 正如学者认为经济的市场化改

革,以及在收入分配中引入市场化机制,必然导致收

入不平等的扩大[5]。 而收入的不平等是社会阶层

分化的最重要因子。

表 2摇 美国五阶级在财富、声望、权力等方面的差异

阶级 (及占总人
口的百分比数) 收入 财产 职业 教育

个人与
家庭生活

子女教育

上层阶级
(1% ~3% )

很高的收入大
部分来自资产

巨额财富, 旧
富有者控股投
资者

经理,专业技术
人员

自由艺术家
稳 定 的 家 庭
生活

子女均受大学教育

上中层阶级
(10% ~15% ) 高收入

通过积蓄积累
财产

高级公民军队
军 官 失 业 率
最低

受过优良教育
专业训练

自主人格较好
的身心健康及
保险

教育体制以他们趣味
为基础

下中层阶级
(30% ~35% ) 中等收入

很少固定资产
有些积蓄

小企业主农场
主低级专业技
术人员

一些人上大学
高中

预期寿命较长
比劳工阶级上大学机
会高

工人阶级
(40% ~45% ) 低收入 无固定资产

技术工人无技
术工人失业率
最高

一些人上过高
中初中、小学、
文盲

家庭生活不稳
定单亲家庭

倾 向 接 受 职 业 培 训
计划

下层阶级
(20% ~25% ) 贫困 无积蓄

失业率最高剩
余劳动力

尤 其 是 功 能
文盲

顺从型人格身
心健康较差预
期寿命较短

对 教 育 无 兴 趣 辍 学
率高

声望 权力

职业声望 主观发展 消费 参加群体生活 政治参与 政治态度

上层阶级
(1% ~3% ) 高职业声望 一贯的态度 有品味的消费 相信政治活动的效用

上中层阶级
(10% ~15% )

整 合 型 自 我
感知

富有舒适

在家族,宗教,
种族,民族及功
能群体中有较
高参与

在投票及其它
形式的政治活
动中参与率高,
包括高级政府

支持民权与自由的对
外政策

下中层阶级
(30% ~35% )

中等生活水平
享受物质,又拥
有精神信仰

反对政府的经济干预,
反对福利计划

工人阶级
(40% ~45) 低职业声望

不一贯态度不
现 实 的 自 我
感知

消费水平低
较少参与群体
生活

在政治活动中讨价还
价,大都反对民权

下层阶级
(20% ~25% )

在劳动力市场
上无价值

很 易 患 精 神
疾病

物质贫困强烈
的 经 济 上 的
焦虑

社会隔离者
倾向于不参与
投 票 等 政 治
行为

支持更为的对外政策

资料来源:[美]戴维·波普诺. 社会学[M]. 第 10 版. 李强,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67.

摇 摇 (2)中国式的政策制度安排。 一个国家的社会

政策体制也是深刻影响本国社会阶层形成的极为重

要的因素。 中国社会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分

层体系明显有着国家政策的深深烙印。 改革开放后

的市场经济虽是形成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状况的重要

力量,但中国的户籍政策以及伴随的城乡二元体制

对当代中国的阶层形态有极大的影响。 这是一种使

弱势更弱势的政策安排。 其次是中国的干部身份

制。 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国家主导下的渐进型

改革,政府干部在中国社会中具有较高地位,扮演着

执行中央政府决策、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角色。 国家因此给予各级干部较优厚待遇,以期他

们能够更好地做好“人民公仆冶。 但“国家干部是一

种身份,……他们或拥有权威,或拥有技术,并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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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益冶 [6]。 也如刘欣所分析的,“在当前中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制度安排下,再分配权力、寻租

能力、市场能力共同决定着人们的收入分配,此三个

维度的特权构成了人们在收入方面的阶层分化的动

力基础冶 [7]。
2、美国社会分层情况的分析

(1)资本主义制度。 美国是一个工业发达的资

本主义国家。 吉登斯分析资本主义时说:“资本主

义指的是一个商品生产的体系,它以对资本的私人

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冶 [8]。
在这种制度下,通过自由市场经济获取超量财富的

资本占有者、大公司的控股者、高级管理人员等成为

社会的上层阶级。 出卖劳动力的工人阶级和在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中经常的失业者等人员成为社会的下

层阶级。
(2)其它次要制度。 虽然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

主义制度是塑造美国社会阶层的最主要的制度框

架,但一些次要的制度设计对美国社会的阶层形成

作用也不容小觑。 资本主义在其几百年的发展过程

中对其制度进行了大量的修补与完善,对缓和资本

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形成比较合理的阶层产生了重要

作用。 如高额遗产税收制度的执行阻断了巨额财富

的代际相传从而避免了上层阶级的“复制冶,这有利

于资本主义社会“新财富冶的创造,增强了资本主义

社会的活力,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
(三)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分层地位

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专业技术人员处

于一个相对较低的社会分层地位,考虑到我国实际

情况,这主要是国家制度政策的结果。 而反观美国,
专业技术人员有较高社会地位。 下面的图表从具体

职业的收入和职业声望评分的角度表明了美国的这

方面情况。 见图 1、图 2。

图 1摇 1997 年美国人均收入与四类职业收入对比(美元)
资料来源:黄长著,黄育馥. 整合与拓展:社会科学篇[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70.

图 2摇 美国职业声望评分(1989)
资料来源:黄长著,黄育馥. 整合与拓展:社会科学篇[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72.

五摇 总结

本文将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与发达的资本主

义美国的阶层状况及其形成机制在现代性社会的框

架下进行了分析比较,从中可以发现两个大国在此

方面的同与异。 概而言之,不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下的中国,还是资本主义的美国,相同的社会现象

是产业工人都处在社会的中下层,经理、企业主、旧
富有者及控股投资者是两国的上层阶级。 两国社会

分层形成的最重要机制是个人的自致性因素,这是

人类社会在冲破血统、世袭、族群等先天性分层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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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取得的重要历史进步,也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必然

要求,人人后天的自我潜能的释放成为现代社会进

步发展的不竭动力。 当然,虽然个人后天的自致性

因素形塑了中美的社会分层,但两国的社会分层仍

存在一些重要不同。 第一,在中国,拥有组织资源、
在体制内,代理着生产资料的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经
理、企业主处于社会上层,这一方面带有明显的国家

社会主义色彩,而美国社会则是体现着高度资本主

义的自由市场化,大公司的经理、专业技术人员等处

于社会上层。 第二,拥有文化资本的专业技术人员

在中国的社会不及在美国社会。 在中国,专业技术

人员处于社会中下层,而表 3 和表 4 反映出美国的

专业技术人员的人力资本较高“价位冶和职业声望,
这既是市场经济下人力资本在市场中形成的自身价

值,也是资本主义保持其竞争力的制度设计,这从一

个视角上解释了美国在全球为何保持在诸多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和领跑。 第三,资本主义

制度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构造美国社会分层的最重

要背景制度因素,中国社会分层形成则除了市场经

济制度外,还包括户籍制度、制度分割、体制内外等

一些与时代不适应甚至不公正的制度政策安排。
因此,比较分析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与发达的美

国的社会阶层给我们的启示是:继续大力推进社会

的公平正义建设,这是我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

所内在决定的。 清除在社会分层方面的一些歧视

性、不公正的制度设计,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道义高

点,进而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建设和谐社会。 其

次,构建良好的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分层地位。 在

现代社会,知识精英使一个国家有尊严地存在世界

民族之林,也是国家创新和活力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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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Analysis about Social Stratif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A case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methods of Lu xueyi and David Popenoe

LI Yu鄄ping
(Party School of the Tianshui Committee of C. P. C. , Tianshui 741000, China)

Abstract:摇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s a social phenomenon in every society.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so鄄
cial stratification and its mechanism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modern framework,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m. The aim of the paper is to provide lessons and reflections on how to establish a just and rational modern social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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