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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10日在成都市召开的“和谐社会成都论坛”上，有专家指出，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由十大
阶层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这十大阶层包括：  
   
    (一)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指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行使行政职权的领导干部。  
   
    (二)经理人员阶层：指国有大中企业，城乡各种股份所有制大中型企业、大中型三资企业和私营企
业中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三)私营企业主阶层：指拥有私人资本，雇用八人以上的企业主。  
   
    (四)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指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各种经济成份的企业中从事科学技术的专业人
员。  
   
    (五)办事人员阶层：指协助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处理日常事务的专职业务人员。  
   
    (六)个体工商户阶层：指拥有少量资本，从事小规模生产、经营活动的小业主、工商户。  
   
    (七)商业服务人员阶层：指在第三产业中从事体力或非体力劳动的员工。  
   
    (八)产业工人阶层：指在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中从事直接或辅助性生产的体力、半体力劳动的
员工，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  
   
    (九)农业劳动者阶层：指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并以此为收入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民。  
   
    (十)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包括失业、失地、待业的人员。  
   
    有关专家认为，就结构形态而言，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还只是一个中低层过大，中上层有所发育
但还没壮大，最上层和底层都比较小的“洋葱头”型结构。国家有关部门应创新和制定恰当的经济社会政
策，推进户籍、就业、人事、社会保障等改革，调整城乡、区域和就业结构，引导培育形成一个合理的开
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