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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身份的改变催动阶层意识正悄悄觉醒

[ 作者 ] 李伟民 

[ 单位 ]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 摘要 ] 改革开放的先行一步和增长发展的走在前列，使广东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深刻的变迁与转变。市场化转型前提下的改革开

放，不仅改变了社会整体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物质财富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更为重要和意义深远的则是伴随

着这一市场化转型的过程，社会整体构成的基本成分和结构也在一点点地发生着改变。拥有全新社会身份的社会成员开始出现，具有不同

社会属性的社会群体逐渐形成，社会整体的结构发生了多方面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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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身份的改变催动了转型中社会结构的变迁,重构着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各不相同的社会群体——阶层意识在悄悄觉醒改革开放的

先行一步和增长发展的走在前列，使广东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深刻的变迁与转变。市场化转型前提下的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社会

整体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物质财富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更为重要和意义深远的则是伴随着这一市场化转型的

过程，社会整体构成的基本成分和结构也在一点点地发生着改变。拥有全新社会身份的社会成员开始出现，具有不同社会属性的社会群体

逐渐形成，社会整体的结构发生了多方面的改变。在市场化转型所推动的开放改革的前景之下，尚要进一步地清除阻碍社会开放的各种社

会管理的制度藩篱，促进城乡和区域之间的社会流动与融合，培育与完善有利于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和谐相处、互助互利的新生机制与制

度安排。职业身份改变职业结构变迁最为显著的是人们的职业身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根据由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和广东发展研究院主持进

行的2000至2004年广东社会变迁跟踪调查结果，四年间变化最大的是机关干部、科教文卫等职业，从事这类职业的人数比例四年来分别减

少了九个和五个多百分点。商业服务人员、公司文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则增加了二至四个百分点，自由职业者增加的最多，达六个百

分点略多。从人数比例上看，四年前在职人员中工厂工人和机关干部为数最多的局面（分别11.7%和10.9%），在四年后已经转变为个体户

私营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为数最多的局面（分别为12.9%和11.1%），机关干部则成为从业人数比例最少的职业（为1.1%），工厂工人的人

数比例也不再是最多（为10.4%）。商业服务人员、公司文员、三资企业职员的人数比例也在增加。总的来看，四年间市场化程度较高的

职业从业人数比例有明显上升，人们的职业身份依随市场化的推进而逐渐脱离了计划经济和政府的管束，市场中的公民身份正逐渐地发生

改变。从有关居民职业身份的另一方面数据分析来看，四年间职业身份为受雇者的人数比例变化不大，由67.2％增长到68.2％，受雇者仍

然占了在职工作者人数的三分之二多。但四年间自雇者的人数比例有了显著的增长，从8.6%增长到16.7%，增加了八点一个百分点，与雇

佣者人数比例之间的差距在明显扩大；职业身份为雇佣者的人数比例四年前为4.5%，而四年后则减少为3.6%。显示出职业市场资方与劳方

的两极结构正逐渐为自雇职业群体的出现和增长所改变，新的利益群体在逐渐成长，职业领域中的社会结构变迁在不断地深化。职业地位

差别不断地缩小弱化反映和体现社会结构构成的另一重要的方面则在于社会成员各自在社会生活中所拥有的地位和社会身份，如社会中某

一群体或组织的成员、工作部门中的某一职位或级别以及主观上自我认同的某一阶层等。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四年间广东城市居民社会地

位与身份的变化，一方面表现为随着市场化转型推进，人们的职业地位与等级身份的差别在不断地缩小弱化，另一方面则是个人社会地位

身份的主观认同与市场取向的判别意识日趋增强。四年间，在工作单位拥有行政、管理和专业技术职位的人数比例明显减少，分别从

15.6%、18.0%和16.1%下降到3.7%、13.8%和9.0%，而普通工作人员则由27.5%上升到32.3%，此外，没有明确职位的工作人员也由17.2%上

升到31.6%。而拥有明确职务级别（科级及以上）的人数更从17.3%下降到12.4%。科层等级的身份差别在逐渐地减少和弱化。但是在社会

阶层地位与身份的主观认同上，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中等阶层的人数比例则不断增加，四年前47.1%和30.6%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中等

阶层与中下阶层，另有14.8%的人将自己归属于下等阶层；四年之后则分别变为57.9%、22.5%和9.1%。与此相应的是，认为自己的消费状

况处于社会的中层、中下层和下层的人数比例分别为56.9%、24.4%和9.2%。在对不同阶层之间最大差别的判断上，为数45.1%的人认为是

“收入的多少”，26.2%的人认为是“生活的质量”，而“他人的尊重”、“知识水平”、“生活方式”以及“自我的满足”等标准仅仅



是为数很少的人所认可的阶层差别所在。与此相应的是，为数72.8%的人赞同“消费水平标志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身份”的说法，仅仅

不到10%的人持有不同意的看法。由此可见，人们在判定自己所拥有的社会地位身份时，市场取向主导下的经济收入成为了主要标准，不

同的社会阶层则成为人们所参照归属的重要群类。在人们对阶层身份的主观认同中，可以逐渐清晰地看到阶层意识的觉醒和所浮现的社会

阶层的雏型。市场的开放呼唤社会的开放一个社会其社会结构的构成和形态往往与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或者是表现为

以家族血缘与文化承传的脉络为纽带的族群社会；或者是形成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斗争基础之上的阶级社会与社群社会；也还会是建构于社

会物质财富与生活资料市场化分配基础上的阶层社会。不同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的地位与身份不尽相同，不同社会各自联结社会个体成员的

社会纽带与整合机制也各不相同。从以上所述的调查结果来看，市场化转型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原有的职业地位与身份，并逐渐

地重塑构建起新的地位与身份，人们社会地位与身份的依附和归属远离了血缘与文化的族群连带。在市场化转型中，联结社会个体成员以

及社会中不同群体的社会关系纽带逐渐地转变成为充满了契约理性的文书，族群社会与阶级社会中整合社会的观念认同机制与情感相融的

纽带变成为社会整合新机制的衍生物和附产品。在这种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社会整体结构的变迁显得尤为曲折和扑朔迷离。在任何一种构

成与形态的社会中，都存在着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各不相同的社会群体，相互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利益的矛盾、摩擦甚至冲突，从

而影响着社会运行的秩序和稳定，特别是在社会急剧快速的变迁和转型时期。市场化转型的改革开放为当今中国社会展示了一个阶层社会

的未来前景，利益的整合与调适是阶层社会保持稳定和谐与生机的重要机制，阶层意识与价值理念则是阶层结构得以确立的重要条件。因

而不同阶层之间的开放与流动、社会再分配制度的建构和完善，符合社会进步发展的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形成，都将直接影响着社会阶

层结构的形成与走向。市场的开放和流动并不必然地就会导致社会与阶层的开放与流动，有时却恰恰相反。因此，在市场化转型所推动的

开放改革的前景之下，尚要进一步地清除阻碍社会开放的各种社会管理的制度藩篱，促进城乡和区域之间的社会流动与融合，培育与完善

有利于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和谐相处、互助互利的新生机制与制度安排，在学习开放市场的有效管理的同时，进一步去学习开放社会的公

平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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