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育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政策选择 

文/季婵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国进入了全面发展的社会转型
期。而正是这种社会转型，引起了社会阶层的新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特别是社会中间阶
层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壮大。所谓中间阶层，从收入来看，就是介于高收入基层和低收入阶层之间，
收入水平处在中等的阶层；从职业来看，大多指得是从事非体力性工作的白领职业阶层，有较高的
社会声望；从受教育水平来看，主要包括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目前我国中间阶层的人数和比例
都不算高，特别是加上基数较大的农村人口以后，中间阶层的规模更为有限。可以说，与发达国家
相比，我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还没有呈现出稳定的结构化趋势即“橄榄型”的社会结构。采取何种政
策措施来培育、扩大中间阶层，这是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 
   由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政府主导型，中间阶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政策推进的结果。发达
国家的中间阶层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规模的，其发展壮大更多的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
演进过程。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我国自推行的市场化改革以来，政府就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政府
的一举一动不仅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结构地变迁。这就需要政府不仅
关注经济增长，也要注意制定合理公平的适于建设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社会政策。可以说，中间阶
层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政策的推进。当然现在相关的政策措施有很多，像税收政
策（调高、扩中、提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等。下面也是政府可选择的培育政策和机制： 
   一、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使人们在物质水平上能升入到中间
阶层: 
   从国际经验来看，产业结构的转型是中间阶层兴起的重要结构性条件。现代社会中间阶层主
要集中于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这就是说，中间阶层要发展壮大，必须有一定的产业结构作基
础。在我国目前必须加大调整社会产业结构力度，为培育中间阶层准备好适宜的产业结构空间。 
   另外，中国中间阶层的发展受到国际关系制约。如果中国作为出口初级产品的边缘国家，而
接受核心国家的高端产品，那么，中国因被大大压低了价格的初级产品而造成的广泛的低收入者阶
层就不可避免，其结果只会是支撑着发达国家的庞大的中产阶级，而不会在本国产生壮大的中间阶
层。东莞珠江三角洲等地，甚至在全国情况都是如此，工厂里的打工者的工资在20年间几乎都没有
涨过。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雇主阶级认识到，为了推进生产、扩大内需，就必
须将生产者变为产品的消费者。中国要想实现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只能是逐步提高受雇者（工薪
阶层）的收入水平，而不能片面的满足出口的需要，所谓的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而一味压低劳动
力的价格。 
   二、大幅增加教育投入，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使人们可以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来实
现向中间阶层的上升流动； 
   教育在阶级、阶层形成过程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像我国古有“科举制“（当然有其弊端，
在此不作讨论。）现代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事实也证明，大学教育与社会中间阶层不断壮大
的趋势有密切关系，互为因果，大学已经成为造就中间阶层的机器，为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输送了
源源不断的人才。而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中间阶层与只有少数人受过高等教育、大多数
人的教育程度低下的状态相适应。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状况还远远跟不上社会阶层结构演变的要求，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并没有
和经济的发展同步提高，而是把发展教育的重担转到了国民身上。政府的教育经费预算只占实际支
出的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填补。义务教育法定是免费的，但是
2002年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有1000万人； 2004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率为10％，部
分地区高达50％。 
   纵观那些能迅速崛起的新兴现代化国家，在教育上都投入了超前于本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资
源。像日本、新加坡在二战后在艰苦的环境下政府仍投入大量财富大办教育，然后走向经济腾飞
的。同样，台湾在经济起飞之际，GDP的12％到22％都投入了教育。有人以为台湾今日在科技上的
成就源自美国的帮助和昔日从大陆运去的黄金，其实那些是次因，主因还是教育。 
   我国对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特别是对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就更少，正是国家对教育经费投
入过低，造成了乱收费现象。20世纪90年代初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本世
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这实际上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
家的平均水平。但是，直到2003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也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41％。



 

然而，即使这有限的教育经费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分配又是很不合理的。据统计有77％被用于
占总人口不到40％的城市，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得到23％的教育投资。的这在很大程度上
制约了教育的普及与发展。 
   利用公民纳税所得而投资建设的公立学校，理应保障每个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现实情况
是相当多公立学校也设置了各种各样高收费门槛，拦住了贫困学生。农村学生无论是在师资还是在
家庭条件方面都远不能与城市学生相比，并且，还要面对高昂的大学收费，一般家庭尚难支付，贫
困家庭则更难承担，这使得许多最需要获得高等教育的农村、城市贫困学生被挡在了大学校门之
外，以至于有人把教育、医疗和住房列为“新三座大山”。教育资源分布和受教育机会极不公平，
这样既不利于农村和贫困阶层整体素质的提高，也不利于农村和贫困学生的向上流动，向中间阶层
流动。 
   总之，加快发展教育应当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国家有义务保证每一个青年，无论城乡，都
能够接受起码的九年义务教育，让高等教育成为国民教育，面向大众，为各阶层的子女提供一个平
等的竞争机会，为更多的人实现向上流动提供教育支持，不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使他们最终成
为名副其实的中间阶层。 
   三、加快城市化进程，改革户籍制度，使大多数农民能够通过职业的上升流动逐步进入
中间阶层。  
   目前我国尚在工业化的初、中级阶段，城市化的初期，所以现阶段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
是我们培育扩大中间阶层要面对的基本国情。没有农村的和谐，就没有城乡的和谐，就没有中国的
和谐；没有广大农民大量的步入中间阶层，就没有中国中间阶层的壮大，就形不成“橄榄型”这种
良性、稳定的社会结构。 
   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很粗暴地把农民排除在外面。现在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像是两个体制的东
西，完全不能沟通，社会学上把它叫做二元经济。以前农民还可以守着土地，居民守着城市相安无
事，现在的问题是，当城市化把农民的土地剥夺了，却不要农民，农民就成了游离的人，对城市的
怨恨开始产生，这就很容易造成社会问题，两者关系紧张，没有和谐可言。 
   中国城市化和农民收入少是历史残留问题。但遗憾的是，现在的中国城市还进行保卫城市的
政策，在就业政策上倾向城市人口，城市人有医疗保险就业保险，农村人却没有保障。目前，不少
地区在“加快城镇化”，“经营城市“等口号下，空前规模的侵占强占农民的土地。众多失地农民
已经面临“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艰难境地。从道义说，中国的农村养大了城市，城
市应该反哺农村，但是，现在没有，我们的城市化仍然是拒农村居民于门外的城市化，是以牺牲农
村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城市化，是出现几千万农民失去土地又没有社会保障的城市化，是再一次剥
削农村和农民利益的城市化。农村和农民需要这样的城市化吗？这怎么使占人口比例70％的9亿农
民成为中间阶层，从而形成和谐稳定的社会结构？ 
   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阻碍限制了城市化进程，限制了农民通过职业的上升进入到中间阶
层，主要的制度性根源就是以“城市人”和“农村人”为标志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2001年10月1
日开始的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拉开了逐步扫清影响农村城市化进程体制性障碍的序幕。但在宪法这
种最高层次的制度安排上，我们至今没有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迁徙自由的权利，这将制约户籍制度改
革的彻底性。所以，我们应当尽快把迁徙自由提上修宪的议事日程。这样的制度安排一旦做出，可
促进户籍制度的深入改革，逐步在全国实行统一居民身份的一元户籍制度，理顺城乡社会关系，在
政策体系上取消农民进城就业的制度性障碍和限制性规定，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使他们具
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生存发展权利。可以预计，这样体制下所带来的全国性人口迁徙浪潮会不同于
以往的民工潮，将为目前在城市打工的8000万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市民打开大门。 
   城市化的聚集效应带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将吸引更多的农民到城市工作，同时通过全面繁
荣农村经济，促进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发展，加快城镇化建设，促进农业人口从目前的70 %左右降至
30 %甚至更少，让“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是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可以自由进出，这样才
能突破中间阶层成长中的瓶颈制约，使社会中间阶层进入一个超常的发展壮大时期，最终形成与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 
（作者单位：衢州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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