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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8/2021_2022__E5_AF_8C_

E8_A3_95_E9_98_B6_E5_c108_228123.htm 中国究竟有多少人

处于富裕阶层，目前不得而知。而且，以中国目前的收入结

构，很难界定富裕阶层。联合国粮农组织将恩格尔系数0.4作

为小康标准的上限，按北京、上海每人年食品消费支出4000

元计，一个三口之家的富裕标准为家庭年消费支出高于3万元

。按国外富裕阶层收入用途来衡量1／3用于消费性支出、1

／3存银行、1／3购买股票债券，那么北京富裕家庭的最低年

收入约为7万元。 以多数人的经验来判断，这些标准似乎偏

低。即使按照这一偏低、相对静态的标准，回答“中国今天

到底有多少富人”这样的问题也很困难。但是某些数据可以

提供一个参考标准。根据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的数据，2002

年上海家庭可支配收入超过7.5万元的家庭占总数的7.24％。 

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 政策和能力造就富

裕 中国的富裕阶层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社会学

认为这是“社会流动”的必然结果。 陆学艺教授是中国社科

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带头人，刚刚推

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论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流动

状况。陆学艺认为，改革开放所确立的多种经济形式造就了

一群享受优厚薪酬的专业人才，他们依靠自己的专业技能获

得富裕的生活。社会学研究认为他们是理想的社会中坚力量

，也就是目前呼声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这一部分群体

的扩大才能最终扭转金字塔型社会结构。 然而，能力主义并

不构成这一代中国富裕阶层形成的主要原因。能力主义的前



提是制度的透明。但在转型时期，新旧体制的混合却呈现了

一个复杂的环境。 新近出版的《中国社会分层》一书（中国

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者共同编纂）这样写道

：中国的市场改革不是简单地用一种体制来代替另一种体制

，而是创造了一种旧的再分配体制与新的市场体制并存的“

双重体制”；干部权力得以在旧体制中完好无损，同时向新

生的市场中扩散并转化为新的形式经济力量。理论上，这种

现象被称为“干部权力的转换和延迟”。 在目前体制下，政

治精英进入富裕阶层享有其他社会成员所没有的优势。社会

学者们认为，干部权力从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延伸是改革过

程中的特有现象。由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经济精英首先是政

策的制定者和阐释者，他们本能地将政策推向更有利于自身

的方向。 富裕的门槛就这样被提高了。此时，实现富裕不仅

需要能力，还需要政策的支持。 教育鸿沟就是财富的鸿沟 陆

学艺认为，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是对社会流动的一次大促进

。那时，考试分数几乎成为录取与否的惟一决定因素，既不

考虑个人的家庭出身，也不需要工作单位的推荐意见；此外

，当时的大学生可以获得一笔足以维持生活的助学金。高等

教育在这一时期成为最公平的社会流动影响因素。 然而事情

悄悄地起了变化。社会学研究显示了教育资源再分配的几种

趋势：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户籍对教育机会的限制作

用明显增强，城市和农村之间通过教育实现流动显得更加困

难；90年代中后期，教育市场化迅猛推进，贫困的农村地区

首当其冲，其中女性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研究者认为

，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将促进社会向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加

强人们的不公平感，影响社会的整合和凝聚。学者们还提出



，正因如此，即使在比较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也对教育的市

场化问题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追求富裕社会发展的一种动

力 陆学艺对中国社会的前景抱以乐观的展望。“从我们所收

集的大量数据来看，中国社会流动的趋势仍然是上升的，职

业结构也正在趋于高级化。”也就是说，目前多数中国人的

生活还是一步比一步好，一代比一代好。 “一个社会是不是

有生气，就看这个社会中的人们是不是充满希望。”陆学艺

说。在他看来，中国几千万流动的农民工之所以保持着稳定

，原因就在于他们心里还有对未来景况的希望。他们希望通

过工作，增加技能，积累哪怕是很小的财富，改善自己的生

活。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 对富裕的希望

是每一个阶层所追求的目标。只有当这个目标有实现可能时

，阶层间才能维持稳定和良性的流动。对于已经跻身富裕阶

层的人来说，影响他们未来的不仅仅是能力，权力，教育，

还有对社会公平的必要关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