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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的社会分层与生活品位的关系探讨 

曹 啸 
 

   
 

摘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自文明社会以来，就存在着阶级和阶级

差别，就有不平等现象。由于人们在社会中所占有的资源、权力、机会

等各不相同，从而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或位置。这就构成了社会的等级

结构，即社会分层，由于受所在地位或位置的限制以及对资源的掌握度

的影响，不同的阶层所享有的社会生活品位也不尽相同，本文以都市人

这一特殊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用社会学的眼光考察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

品位的深层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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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泰坦尼克号沉船看社会阶级之鲜明 

    

1912年4月15日清晨，世界上最大的客轮在其首航冰山林立的北大

西洋途中沉没。这艘巨轮大约在三个小时内才完全沉没。不幸的是，救

生船不够。人们后来非常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很多人遇难，但是泰

坦尼克号上的乘客注意遵守“优先救助妇女儿童”的社会规范。也许这

一说法是必要的，英国公众和政府面对这一巨大灾难，也可以找到一些

安慰。妇女和儿童确实更有可能幸免于泰坦尼克号沉没之灾，乘客中

69％的妇女和儿童话了下来，而男乘客只有17％得以生还。 

    然而，就像在其他许多事件中一样，社会学家研究发现，在这个案

例中事情并不完全如此。一个社会学分析表明，轮船的头等舱主要由有

钱人住着，二等舱乘客大部分是中产阶级职员和商人，三等舱(以及更

低等)主要是由去美国的贫穷移民乘坐。如果泰坦尼克号上乘客生还率

按照性别和社会阶级计算比较的话，我们发现三等舱中的乘客只有26％

生还，与此相应的是，二等舱中乘客生还率是44％，头等舱是60％。头

等舱中的男乘客生还率比三等舱中儿童的生还率还要稍高一点。因此在

泰坦尼克号上实践的社会规范也许这样表述可能更准确一些：“头等舱

和二等舱的妇女和儿童优先。”泰坦尼克号沉船的故事只是说明社会阶

级之重要性的一个例子。在所有社会中，生活中所欲求的东西是不平等

分配的。 

    在中国，一种新的社会生活观念已经或正在开始形成。越来越多人

们感到，无止境地追求金钱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也未必可以顺利地

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追逐金钱耗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和创造性，而

珍贵的不能重复的生命却在悄悄地流逝。如今，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正



在得到明显的改善，他们不再是穷人，尽管他们远没达到富人的收入。

正是这一部分人在实现物质生活高档次的同时，更明白应努力追求精神

生活高格调。正是这一部分人发出追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什么阶

层?如果不喜欢追逐金钱，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的未来是什么? 

韦伯正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类似追问上，提出他的社会分层标准，

并由此形成了西方社会分层理论。 

 

二、有价值物的分配：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三重

标准说 

 

    在所有社会中，人一生下来就面对着不平等——即缺少平等的途径

以得到社会所提供的满足欲望的物品。文化不同对有价值物的认识也不

一样，它可能是物质的(牧畜、黄金、新鲜食物、世界锦标赛的门票)，

或者是非物质有价值之物(声望、尊重或名誉)。无论人们希望得到的物

品是什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一物品是稀缺的，其需求大于供

给。并非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大量的黄金或者声名远扬，但有些人一生中

得到好东西的机会比另一些人多得多。 

    这些拥有特权的少数人是谁呢?在动物界，很明显是体格强壮的。

在小鸡群中有禽鸟等级；捕猎的狼群和狮群是按照等级组织起来的；在

许多灵长类动物中都存在阶层性统治秩序，特别是某些猴科动物。每一

种情况中，头领都是使用自己的力量迫使其他成员服从并与之合作的。 

    相比之下，人类的不平等远不止以纯粹的体力为基础。在最简单的

人类社会中，个人的品质可能独立解释大部分社会不平等。比如，一群

猎人中的头领的地位通常是通过他的勇敢、年龄和个人力量赢得的。但

是在比较复杂的人类社会中，个人特征和诸如种族、父母的财富等社会

因素共同决定着一个人的特权。 

    在比较复杂的社会中，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像城市中高层建筑公寓

的等级一样，在这里有价值的物品包括阳光、远离喧哗嗜杂以及风景视

线。最好的公寓位于上层，那里阳光充足，噪音和污染以及风景视线。

最好的公寓位于上层，那里阳光充足，噪音和污染很少，视野开阔。往

下，空气就没有那么干净，房间里直射阳光较少，视野受阻，房租也下

降，为购房能力不强的人所居住。公寓的每一层可以看做是一个特权的

独立层面或阶层。 

    就像在这样的建筑里一样，居民是按照社会分层体系安置排列的。

所谓社会分层是一种根据获得有价值物的方式来决定人们在社会位置中

的群体等级或类属的一种持久模式。在一项有影响的、至今仍然是关于

社会不平等的社会学研究中，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9l 9—

1946)确定了社会分层的三个关键维度。 

    一是财富——经济标准。这是指社会成员在经济市场中的生活机

遇。什么是“经济市场中的生活机遇”?用韦伯的话说，就是个人用其

经济收入来交换商品或劳务的能力，即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能力，其中

包括使自己受到良好教育以获得较好经济地位的能力。实际上，这是把

收入作为划分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经济标准。 



    财富是由个人或群体的全部经济财产所构成，它不仅包括货币而且

包括物品、土地、自然资源以及生产性劳动服务。说一些作为财富的物

品有价值，可能是由于生产它们时消耗了熟练劳动的时间，或者因为它

们是美的，或者因为它们会给今后的经济带来回报。例如，金刚石有价

值，是因为它们既稀缺又美丽。土地有价值，因为它能够生产庄稼或埋

藏有矿物质等经济财产。 

    二是威望——社会标准。这是指个人在其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得

到的声誉和尊敬。在西方社会分层理论中，就是按照这个标准而把社会

成员划分成不同的身份群体。所谓社会身份群体就是由那些有着相同或

相似的生活方式，并能从他人那里得到等量的身份尊敬的人所组成的群

体。韦伯认为，由经济标准所形成的阶级和由社会标准所形成的身份群

体之间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但两者并不完全等同。比如，收入很高的

妓女却不拥有很高的社会尊敬。牧师和破落贵族则相反。韦伯说：“也

许可以说，阶级是依据人们与商品的生产和获得的关系而划定的，而身

份则是根据消费的原则来划定的，它以特定的生活方式为特征。” 

    三是权力——政治标准。什么是权力呢?韦伯认为，“权力就是处

于社会关系之中的行动者即使在遇到反对的情况下也能实现自己的意志

的可能性”。在韦伯看来，权力不仅取决于个人或群体对于生产资料的

所有关系，而且也取决于个人或群体在阶层制度中的地位。即看一个人

的政治势力有多大，也就是说你究竞拥有多少内在的力量去消除他人的

骚扰和麻烦，不受别人的摆布。 

    韦伯认为，这三条标准虽然有时是互相联系，甚至是互相重叠的，

比如财富可以很方便地被用来获得权力与声望(权钱交易)，但它们之间

并不能完全等同或互相代替。其中的任何一个标准都可以独立作为划分

社会层次结构的一个原则，财产差别产生阶级，威望差别产生身份群

体，权力差别产生政党。现在，西方更有一些社会学家认为，随着现代

社会的发展，这三者的独立性更进一步加强了，尤其是身份群体的生活

方式。 

后来，西方社会学家的分层理论，基本上是在韦伯的理论所莫定的

基础上进行的。 

 

    三、解读都市人热盼的社会地位与等级评定 

    

一般意义上讲，社会学所说的社会地位是指在一个群体或社会中所

界定的社会位置。然而就其与分层的关系而言，社会地位一词则具有更

具体的含义：在一个社会等级体系或分层系统中的等级位置。社会学家

通常用社会地位的这种用法来指称社会经济地位。它考虑到个人的教育

程度、收入水平以及职业声望等内容。社会经济地位相同的人有机会从

社会中获得大体等量的需求物品。 

    因为个人的大部分生活是以社会等级为基础的，所以识别另一个人

的社会地位通常十分重要。然而，在现代城市中辨认地位可能很困难。

我们通常并不认识多少我们所碰到的人，但必须很汉河他们做出判断。

如呆我们要对一个人的地位做出正确的判断，必须依据两个东西：首先

必须有公认的用于划分地位等级的等级序列，同时必须有一些可广泛理



 

解的符号，以便让我们评估一个陌生人的地位水平。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互

动方式以及别人对他的行为方式就能够准确地判定他的社会地位。人们

对这个人表示非常尊重并且以礼待之；或者待他(她)不拘礼节；人们如

何评价这个人，跟他说些什么；他或她是如何反应的。 

    我们还可以从他们身上寻找社会学家所说的地位符号。地位符号可

能是随便什么东西：一件明显便宜或昂贵的物品、衣服的样式、说话的

方式，它向别人表明其主人特定的地位。 

    当然，地位较低的人不会有意表现他们低等级的符号。不过，地位

较高的人倒是努力展现他们的地位，保护他们的地位不被低估。事实

上，人们的地位等级越往上，他们越喜欢有意表现更多的地位符号。 

    以男士服装为例。一件蓝色工作服和一件礼服衬衫加上领带、夹克

衫的符号意义是十分明显的：这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男子可能是从事某

种体力劳动的，而打着领带穿着夹克衫的人可能是从事脑力劳动的，而

这一工作给他带来较高的声望和较为丰厚的薪水。许多人还有可能更细

致地认出各种服装的区别。一件便宜的批量生产的化纤服装与一件从高

档男士商店购买的昂贵的羊毛服装的差别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在上

层地位层级内还存在着更为细微的差别不为外人所注意。这些差别，比

如说在从高档男士商店购买的一件服装与一件定做的服装之间的差别，

对于地位较高的群体成员来说通常是十分重要的。 

    另外还有许多东西可用做地位符号。一栋房子、一个邻居、一块地

毯、一个用词、一种狗、一辆汽车、墙上的一幅画，所有这些东西对于

那些知道如何解读它们的人来说，都是社会地位的潜在的象征符号。而

我们至少都善于解读我们自己地位等级的符号，尽管我们做这件事时可

能是无意识的。 

    当人们焙耀性地表现地位符号来显示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时，他们

是在进行炮耀性消费。拥有昂贵的非生产性东西，比如精心修整的草坪

和皮毛大衣，就是这样的例子。刚刚获得巨大财富的人有时试图通过焙

耀性消费来表明他们新的地位。这些新富者，被称做“暴发户”。 

    然而，地位符号也可能产生误导。有些地位符号可能会被并不属于

这个阶层的人欺骗性地利用。为了给人以较高经济地位的印象，家庭可

能购买他们几乎买不起的家具或者汽车。大公司的行政主管们有时以比

他们地位水平更高的人的方式去花钱做事。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让

老板们认识到他们应该得到提拔了。如果他们真的被提拔了，他们就期

望随新工作而来的高薪补偿这些成本。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C．怀特·米尔斯(1956)曾经说过，在美国的中

产阶级中，“地位恐慌”广为流行，部分原因是诸如小汽车与漂亮衣服

之类的地位象征往下传到了劳动阶级那里。他认为，中产阶级非常重视

选择居住地、追求享受，目的是获得更可以排斥他人的地位符号。 

    由于大多数地位符号还可以由这一地位等级之外的人表现出来，所

以最有用的是那些最难假冒的符号。因此，高层地位的符号通常是昂贵

的，而且不断变换。例如，下层阶级不可能有钱跟得上高档服装样式的

变化。许多地位符号都有流行一时的一面——今年高层地位的人养约克

 



郡的狗，明年他们又玩起了肋板船。这样的符号尤其管用，因为对于外

人来说注意到它的变化需要时间。 

    在大多数文化中，传统上男子的等级地位比妇女高。另外，结婚的

人一般比那些单身或者离异者的地位高。最后，仍然存在着基于种原的

等级：原盎格鲁一萨克逊居民的后裔地位最高，而那些外国出生的非欧

洲血统的人地位最低。 

    有一些地位不一致表现在高声望低收入的工作中，例如，尽管部长

拥有很高的职业声望，但是他们挣的钱要少于层次较低的工程师和会

计。普通部长没有钱能够像高级职业地位的人那样生活。 

    生活方式取向靠的是背后的文化标识。在西方，尤其在英美，人们

认可，“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说法。美国社会中，20多年来，

不光是对周围的普通人，而且也包括所谓的社会名流，无论现在他们已

经多么有钱，有眼光的人只要注意一下他们的衣着和言谈举止就能发

现，人们在生活格调和趣味方面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中产阶级仍

[日在房间里铺满化纤地毯；贫民阶层仍旧爱打保龄球；习惯于喝易拉

罐装啤酒的人虽然由于环境保护的原因改为喝玻璃瓶装啤酒了，但他们

的趣味末改变，即并没有改喝口味偏于的葡萄酒或者矿泉水。——这就

是尖锐所在：人的生活品味随着他们的成长一旦形成之后，一般不会发

生大的改变：“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说法，意味着是不是贵族

倒不那么重要，但是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格调则绝非易事。可见，一个人

可以在一夜之间暴富，但却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自己的生活格调。这就

是我们为什么经常看到腰缠万贯的富豪，其举止和品位还保持着昨日

“贫民”的本色。 

    这里更需要注意的是，精神贵族与社会贵族迥然不同。精神贵族才

真正是社会的珍品。大学生都要努力做精神贵族，力拒成为精神附庸。

精神贵族与精神附庸的区别在于：一是前者会昼夜不停地思考，后者则

要求工作与自由时间分开；二是前者敢冒风险，静听内心细微的声音，

并随着它’的引导走自己的路，后者则要别人的引导，要别人为他订下

学习计划；三是前者有勇气正视失败，而后者则要求在他努力之后就有

成功的保证。总之，精神贵族是珍品，精神贵族有自己的自由，并非常

珍视自己的自由。进入大学学习的年轻人都应努力成为全国民众中的精

神贵族，无论他们原来是在富商人家、书香门第，还是在穷苦的工农百

姓家。这是社会和民族的希望。 

    美国等级背后深刻的文化根源及对我们的启示。美国人在等级问题

上暴露出的虚荣、自大、粗俗和缺少品位，这些特征并非偶然的选择结

果，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比如，美国人数最多的阶层——中

产阶级，是最为虚荣和势利的阶层，原因则是由于他们像螺丝钉一样可

以被随意替换，因而最缺少安全感，生活也最焦虑。在这样的心态中生

活，首要的事情就是得到他人的承认，要在他人眼里看起来生活过得既

得体又安全。因此他们的爱虚荣和喜欢焙耀在衣食住行和话语上必然体

现出来。但是，从本质上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从更低的社会阶层

奋斗上来的，所以不可避免地缺少富人阶级才会有的高级生活品位，因

而在生活里追求的恰好是那些缺乏个性的、标准的、可以明确其身份的

物品。这种拘谨的循规蹈矩、毫无节制的焰耀以及缺乏创造性的生活方



式，是我们应该注意据弃的。 

    生活方式的高雅已经由更多的文化标准来确立，这给我们的启示

是：在今天的社会，社会阶层已不是简单地以有产和无产、剥削和被剥

削、压迫与被压迫等标准来划分。人们可以经由提高自己的生活品位来

改变社会地位，没有品位的人永远不能改变自己最初所属的社会阶层。

如1985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师大搞了300户50种职业的评价：

大学教师、医生、自然科学家、电气工程师、记者、作家、中学教员被

排在职业等级的前7位。而以精明不高明著称的上海市民1988年最佳职

业选择的榜首，经抽样调查得出是汽车驾驶员。 

    概括地说，在物质医乏，社会盛行泛权力主义时，当时择业变化浪

潮的特点：一是体力劳动贬值，二是政工干部贬值，三是服务性行业升

值，四是专业和技术人员保值。择业变化的浪潮，反映了人们在改革开

放形势下自由选择职业的一种主动意向，也是当时价值观变化浪潮的一

个侧面反应。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于1996年年底至l 997年年初在北京地区进

行的职业声望调查，结果依次如下：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物理

学家、医生被排在前5位，第97位是包工头。这说明：“北人好思想，

南人好实利”，包工头北人不齿，但在广州可能大出风头。 

    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全国63个城市对2599名16岁以上的城市居

民进行了关于职业声望的抽样问卷调查，在69个职业选项中，我国城市

居民最愿做的前10位职业排名如下：市长、政府部长、大学教授、电脑

网络工程师、法官、检察官、律师、高科技企业工程师、党政机关领导

干部、自然科学家。    2002年，北京科协关于“公众文化素养”的社

会调查，职业声望排位在前的依次有科技工作者、律师、医生、大学教

师、公务员等，可见公众科学素养有明显提高。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实际存在的是一种身份社会结构，干部、

工人、农民三种基本身份共同构成了凝固化的社会关系结构。改革开放

的实践，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从封闭走向开放，原有的社会阶层趋于迅

速分化，同时随社会变迁，还出现了新的阶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

这些现代都市新人顺应时代的呼唤，迅速从旧的陈腐观念中解放出来，

并秉承传统的优秀文化，创造了现代、开放的生活方式。但我们也不排

除在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主流之外，还存在着个别腐朽的生活方式。

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变迁及其生活方式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一定侧面窥

探到当代整个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特别是生活方式观念的巨大变化。二、

观照美国社会等级与生活品位。2002年，北京科协关于“公众文化素

养”的社会调查，职业声望排位在前的依次有科技工作者、律师、医

生、大学教师、公务员等，可见公众科学素养有明显提高。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实际存在的是一种身份社会结构，干部、

工人、农民三种基本身份共同构成了凝固化的社会关系结构。改革开放

的实践，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从封闭走向开放，原有的社会阶层趋于迅

速分化，同时随社会变迁，还出现了新的阶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

这些现代都市新人顺应时代的呼唤，迅速从旧的陈腐观念中解放出来，

并秉承传统的优秀文化，创造了现代、开放的生活方式。但我们也不排



除在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主流之外，还存在着个别腐朽的生活方式。

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变迁及其生活方式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一定侧面窥

探到当代整个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特别是生活方式观念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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