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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温家宝总理明确表示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然而把现在的
“金字塔型”社会建设成为“橄榄型”社会还需要多久？

　　★我们成天讲义务教育，但“义务教育”怎么变成了农民的“义务”？

　　★当一个总人数约1.5亿、掌握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贡献了全国近1/3的税收、使用着半数以上
的技术专利、每年吸纳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的新社会阶层崛起时，是与社会阶层分化相伴而来的矛
盾激化的前兆，还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迈向现代的表征？

　　★为什么官二代、富二代能比穷二代农二代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
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根源造就了当前“二代现象”？

　　★我们社会在不断进步，经济在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可为什么中国人的怨气越来
越大？

　　★在当前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红领”阶层何以成为众多人趋之若鹜的行列？

　　★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但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你怎么富？
“共同富裕”怎么个共同法？

　　社会是否和谐，最关键的是社会各阶层之间是否和谐。
这本书是从社会阶层这一个一个的社会横断面，深入分析中国国情，分析各个阶层面临的问题和阶层
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寻求社会和谐的办法。

　　这本书共18章，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首先介绍了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和分层标准，介绍了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状况，
介绍和分析了改革以来影响社会分层的各种因素的变动，接着介绍了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财富、权力
和声望在改革以来的变化；第二部分是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介绍了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
、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社会有害阶层八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并且综合成一个社会阶层整体结构
模型；第三部分是分析如何促进阶层流动，减少阶层冲突，保证社会和谐与社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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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继绳，湖北浠水人。
196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在新华社工作35年，1984年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1992年评为高级记者。
从1992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多年兼任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境外大学多次作过访问学者。
在工作期间发表了数以千计的新闻、通讯、特写、调查报告、报告文学等作品，发表了数百篇政治经
济评论和学术论文。
他写的调查报告有多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办公厅文件、国务院文件转发全国，三十多篇被毛泽
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对实际工作起了重要推
动作用。
他1986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1990年修订版改名为《技术贸易学》)是国内这一领域
的第一本学术专著。
他出版的学术专著《邓小平时代》、《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三十年河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01年从新华社退休后，先后担任《中国改革》等多家杂志的编委、顾问。
2003年加入《炎黄春秋》杂志社任副社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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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城乡分割造就的户籍身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重工业的资金主要靠农业积累，城市的粮
食靠农村生产，发展轻工业的原料靠农村提供。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说穿了，就是让农民承受着上述各项沉重的负担，承担着国家工业化的
成本。
中国本是一个农业国，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实现工业化也只能如此。
为了让农业这个“基础”不动摇，就必须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
怎样才能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呢？
户籍制度就是一个重要手段。
户籍制度使人口不能流动，在亲戚家过夜也必须到亲戚所在地的公安局派出所登记。
户籍制度和其他手段（农业集体化、凭票供应生活品）构筑了一堵“高墙”，把城市和农村分割成两
种经济、两种社会、两种人群、两种生活方式。
“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是两种不同的身份，这就是户籍身份。
有城市户口身份的人除了可以享受现代物质文明以外，还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就业优惠，城镇户
口可以得到就业指标；经济优惠，买东西可以得到种种物价补贴。
有城市户口的人可以得到“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所带来的利益，而这种利益是世袭的。
一个初生婴儿就可以享受到城市户口的优越性。
户籍身份把“城里人”和“乡里人”划成两个等级差别很大的阶层，这两种身份的人基本是不通婚的
。
如果一个城里男子找一个“农村户口”的女子为妻，这个家庭就注定不幸：他的妻子在城里不可能有
工作机会，他们的子女也随母亲而成为“农村户口”身份的人。
就城市户口而言，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的户口也有很大差别，从上一个级别的城市
可以向下一个级别的城市调动，但不能从下一级城市向上一级城市调动。
那时，由于夫妻分处在不同等级的户口地区，十年、二十年调不到一起的是常事。
在20世纪80年代初，仅厂矿企业，全国就有600万对夫妻分居两地。
这些“牛郎织女”每年团聚一次，要乘满5万节火车厢，挤满10万辆公共汽车，一年的家庭积累全部都
交给了铁路，国家一年还要支付23亿元。
由于大城市户口指标的限制，人才不能流动，一些有才能的人得不到施展的空间，需要人才的单位得
不到人才。
中国杂技团因受进京户口的限制，除1953年面向全国招收过一次学员外，30多年一直被限定只能在北
京招人。
面对距京仅有200多公里的杂技之乡河北省吴桥的尖子演员，也只能望才兴叹。
新华社记者任贤良1988年采访了一位颇有名气的医生。
这位医生刚满48岁，从部队转业到一座繁华的中原城市，连续5年，他把大部分精力和全部积蓄都用在
了乡下教书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农转非”户口上。
1987年，当他交足了8400元城市户口增容费，给娘四个报上了户口以后，他庄重地对几个孩子说：“
我这一辈子给你们留不下别的遗产了，只给你们留下这份特殊的遗产——城市户口⋯⋯”这位医生还
是很幸运的，因为已经进入了改革年代。
在改革以前，交城市增容费也是买不来户口的。
在那种情况下，他和他的妻子只能一辈子当“牛郎织女”，他的子女也只能一辈子是“乡下人”。
僵化的人事制度造就的干群身份和单位身份在人事管理中，工人和干部是两种不同的编制。
干部编制属人事部门管理，工人编制属劳动部门管理。
这两种编制是不能跨越的。
工人编制的人很难进入干部编制，干部编制的人除非犯了错误，是不会转入工人编制的。
这种情况在军队里也很明显，干部和战士的界限也不能逾越，当了排长才进入了干部系列。
服役期满，干部转业，到地方还是干部身份，不管是农村来的还是城市来的，都可以吃商品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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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复员，原来是工人的还回去当工人，原来是农民的还回去当农民。
工人和干部的编制由一整套“档案身份管理制度”来管理。
城镇就业者都有一份由他所在组织（单位）保存的档案。
档案记载着这个人一生的经历、家庭背景、受过的奖惩、社会关系等。
需要指出的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的指导下，职工档案中记载的主要不是他们的专业特长
、工作业绩，而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错误等。
档案对它的当事人是保密的，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装有什么“定时炸弹”。
档案身份分为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
干部是管理者，是官员；工人是被管理者，是群众。
前者是有权力的，后者是受权力管辖的。
这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在工资类别、福利待遇、住房面积、医疗退休待遇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
干部的发展机会比工人多，社会声望也高低不同。
所以，工人如果能够转为干部，那是很重要的身份跨越。
但是，绝大多数工人是很难跨越的，其难度不亚于从农民跨越到工人。
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派大批工人进入上层建筑领域从事干部的工作，
在不少单位还搞“以工代干”，但最终还是没有突破这个界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回到原来的
工作岗位上，还是工人身份。
什么人才能够进入干部编制呢？
上学是主要途径。
只有在正式全日制学校毕业的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在按国家计划分配到工作单位以后，
才能够取得干部身份。
参军提干也是一条途径，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也是干部编制。
与此相关的是，某人工作单位的行政级别对他的身份也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僵化的人事管理体制，分配工作时一般是“一次分配定终身”。
多数人一辈子只在一个单位工作。
有的工人一家几口、祖宗三代都在一个工厂工作。
他的生、老、病、死全由单位负责。
而单位又是小而全的“社会”，除了工作部门以外，还有食堂、医院、托儿所、理发室等一整套体系
，为工作人员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
一个人如果脱离了单位，就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
那时候的人是“单位人”。
所以，一个人的生活水平、社会地位都与单位有关。
单位的级别高、地位高，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地位也高。
各个单位在资源、地位、声望等方面的差别都落实到每一个员工身上。
在中央单位工作的人和在省级单位工作的人身份不同；在省里工作的人，和在县里工作的人身份也不
相同。
过去企业分为局级企业、处级企业、科级企业，这种划分以其占有和支配资源多少为依据。
实际上，这种单位行政级别既是权力层次的表现，也是对资源控制多少的表现。
控制资源多的单位，接近权力中心的单位，名气大的单位，社会地位就高，其职工的社会地位也相应
较高。
“一大二公”造就的所有制身份在20世纪50年代，每一次公有制的胜利，总有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在游行中，连老太太也穿上漂亮的衣服组成了秧歌队。
在那个时代，沾了私有经济的边，在政治上就要受到歧视，自己也感到很不光彩。
那时候人们都认为，“一大二公”在政治上是最光荣的，在生活上是最有保障的。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已经没有私有制了，但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在集体所有制中，因企业创办单位的背景不同又分为“大集体”（属二轻系统管辖）、街办工厂（属
街道管辖）等高低不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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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认为全民所有制（即国有制）的层次最高，“大集体”次之，街办企业更低一个层次。
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式，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低级形式。
后者是在前者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生产的。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资料两种公有制，与之相适应，在劳动人民中就存在两个阶级——工人
阶级和农民阶级。
这是因为，工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全民所有制，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集体所有制。
在城市工业中，集体所有制也比全民所有制低一个等级。
在这两种不同所有制单位工作的职工，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
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很难调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当然，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谁也不会调到集体
企业去工作的。
如果进不了国营企业，就得进二轻系统的集体企业，尽可能不去街道工厂。
在人们的印象中，街道工厂是老大娘和刑满释放人员工作的地方。
那时，工作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街道企业的职工，工资、福利、医疗及养老保障有很大差别，在
社会声望上也高低不同。
“国营企业职工”“集体企业职工”“街道工厂职工”是高低不同的社会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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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最新修订本)》在这里，彻底读懂中国社会。
队伍最庞大的阶层，农民；城乡过渡阶层，农民工；改革阵痛的承受者，工人；历史的回归者，私有
企业主；忧愤深广的阶层，知识分子；挨骂最多的阶层，官员；他们还背着历史“黑锅”，当代新买
办；社会有害群体。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我们不仅要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逐步减少分配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而且要解决教育、医疗等资源
分配的不公，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而做到所有这一些，都必须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　　——温家宝总理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答记者问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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