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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99_91_E6_B8_90_E6_c37_645107.htm 中年职工奔波在单位

和家庭之间，担心抽不出时间接送孩子；青年白领穿行在拥

挤的地铁里，发愁买不起房子；大学生害怕毕业后找不到满

意的工作，甘愿接受“零工资”的试用；老人们念叨退休待

遇不能兑现、看病难上加难；公务员抱怨钱包瘪、压力大；

农民害怕化肥涨价，粮价偏低；私企老板唯恐政策变动、眼

下的生意不可为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

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一种普遍心态。在许多

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伏，总有原因让人感到不安。 为何

越来越多的人被焦虑所困扰？应该如何避免社会群体焦虑，

让人们获得更多的安全感、感受到更多的幸福？ 就业焦虑 在

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的“保护壳”被打碎了，

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

虑的“种子” 7月底，当拿到那张薄薄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接续证明，刘继军长吁一口气。他悬着的心稍稍有些宽舒。 

上班、下岗、做生意、找工作⋯⋯这一连串的变化，让42岁

的刘继军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 1990年，21岁的刘继

军技校毕业后进入山东东南部某县城机械厂，成为一名车床

工。1998年，他已经是厂里的生产班长。正当他对未来生活

无限憧憬的时候，国企改革大潮席卷这座小城。县机械厂并

入了市机械厂，刘继军下岗了。 10多年来，他的生活就像掉

进了无底洞，心里总是没着落。 刘继军说，刚离开工厂那会

儿，仗着年轻气盛，他学会了开车，家里凑钱买了辆小客车



，在乡镇和县城间跑客运，虽然十分辛苦，但收入不少，还

算踏实。可几年后，一次意外导致车辆几乎报废，他受到很

大打击，再也没有了开车信心。 打那以后，他又和老乡贩卖

过蔬菜、跑过销售，生意总是赚少赔多。2007年，6岁的儿子

上小学了，妻子又因病住院手术，家庭负担更加沉重，刘继

军的脾气越来越暴躁。 2010年，刘继军通过招聘，成了市政

公司的一名维修工，并将中断多年的养老保险续上了。表面

看，日子暂时稳定了，可他还是觉得底气不足：每月1400元

的工资，只能勉强应付生活；将来，孩子要上高中、读大学

，单靠这些钱根本不够。想想这些，心中茫然。 事实上，受

就业焦虑困扰的何止刘继军这一代人。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

镇职工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单位”中，单位发放工资，

提供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赋予人们基本的“安全感”

。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由单位提供的“保护

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

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面对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

变得焦躁不安。 从1998至2000年，国有企业共产生下岗职

工2100多万人，波及数千万家庭，且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

、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其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本世纪

初，有些问题至今仍在消化。 与此同时，1994年起，我国逐

步改变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由国家统分向市场化就业转变

，提倡“自主择业”、“灵活就业”。进入新世纪，各地大

学继续扩招，毕业生人数猛增，“就业难”从下岗职工向大

学生群体迅速蔓延，就业焦虑从“4050”人群向“80后”、

“90后”人群迅速扩散。 市场经济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风

险。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正



在完善，尚缺乏牢靠的“社会安全网”。比如，失业救助、

医疗保险、社会养老等基本保障制度还未真正健全。在一定

程度上讲，“灵活就业”也是“高风险就业”的代名词。一

旦失去了“单位”的保护，人们难免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状

态，难免产生无法回避的焦虑。 身份焦虑 在同一座城市中，

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事实上

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 工作了5年，正准备结婚的王志强

突然陷入了极大的焦虑：他和女友虽然都在广州上班，却都

没有广州户口！ 没有户口，就没法在当地领结婚证；没有户

口，就难以申请经适房、廉租房；没有户口，将来孩子上学

更是难题⋯⋯ 上大学、读研究生、上班⋯⋯王志强在这里生

活了12年。猛回头，他才发现：这座繁华的城市，原本就和

他无关！ 户口一度是身份的直接标签：没有城镇户口，就没

有粮票、布票、油票，就无法在城市生活。改革开放30余年

，户口已不再承载粮油功能，但是户口的附加值依然存在；

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没有户口，生活并不轻松： 住房高房

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

多被排除在外。而保障房与商品房的差别至少在数十万、百

万元以上。再加上住房、汽车限购政策的出台，如果没有当

地户口，兜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 教育尽管不少城

市对非户籍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有所松动，但是户口仍承

载着较大的教育功能。比如，在北京没有户口就难以享受优

质教育资源。不用说小学、中学，单清华、北大等在京的招

生指标就只能让外地人羡慕。 社保按照规定，用人单位要为

员工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尽管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接

制度已经建立，但由于社保待遇存在地域差异，不同户籍的



社保待遇并没有实现均等化。 改革开放打破了旧的城乡结构

，人口快速向中心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表面看，原来

的城乡分割、户籍分割不明显了，然而，由于缺乏完整的体

制保障，改变城乡对立、户籍限制的任务依然艰巨。在同一

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

⋯⋯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给社会留下深创巨痛，

并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 应当承认，近年来，

各地正采取措施，努力将公共服务覆盖到更多外来人口包括

农民工群体，可是，无论是蓝印户口，还是“绿卡”、居住

证，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同城待遇；无论是“新东莞人”、“

新深圳人”、“新苏州人”，这些称呼还是给不同人群贴上

不同的标签，人群“排斥”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生病了

该去哪里住院？孩子能不能正常入学？年老后能不能领到养

老金⋯⋯我国已有2亿多农民工进入了城市，其中1亿多人常

年在城市生活，其人口规模几乎相当于两个法国的人口总和

。今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会有更多人口涌进城市，

其二代子女以至三代、四代⋯⋯都会长期在城市扎根。在一

些大城市，像王志强这样的非农籍外地人口也会越来越多，

人口的跨城市、跨区域流动将更加频繁。不从根本上解决外

地人（包括农民工）的同城待遇问题，就无法根除他们心中

的焦虑。 财富焦虑 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

地方，干“错”行业⋯⋯即使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

的既定目标，心态怎么会平和？ 错过了北京东四环边上一套

住房，在北京某报社工作的李正平整整后悔了6年。 当初，

李正平已经交付订金，可一时犹豫，最终还是放弃了。那时

，这套房子尚不足80万元，如今涨到380万元。小李每月有七



八千元的收入，在北京已属中等。但就是这样的收入水平，

挣足300万元，不吃不喝，也要30年。 可是，同样是1998年参

加工作，就职于证券公司的同学刘力在父母帮助下，很快就

在北京亚运村附近买了一套140平方米的三居室，2001年又在

郊区给父母买了一套房。2005年，眼看着房价要涨，刘力又

在单位附近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商品房。如今，虽然刘力背

负着不少贷款，可三套房子只住一套，另两套出租，用租金

还贷绰绰有余。而三套房子的市价已经超过了1100万元。 当

然，李正平也有房子住。他赶上了单位最后一次分房，以较

低的价格分到了一套60多平方米老旧的“房改房”。虽然李

正平没有贷款，可与刘力相比，单房子的财富差距，已近千

万元。 娶妻、生子、请保姆⋯⋯七八年来，李正平全家蜗居

，生活十分局促，焦虑如影相随。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秉承

着劳动致富的信念，社会也给勤奋守法的人创造了致富机会

。今天，财富积累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从“劳动致富”向

“财富致富”、“资本致富”转变。其中，住房已经成为拉

大财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浙江大学新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

，经过10多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住房已成为五成以上家庭

最重要的财产组成。一些拥有较大住房或者多套住房的家庭

，财富得到巨大增值，而住房较少或尚未购买自有住房的家

庭，财富差距被持续拉大。这种差距根本无法通过工资收入

增长得到弥补，由此在一些人群中产生了强烈的失衡感、“

被拉下”感。 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由于转型期社会财富分配

机制尚不健全，财富分配向政府、垄断行业、发达地区倾斜

的趋势未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也在拉大。 有

分析测算，如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3倍，行业收入差距超



过10倍，地区之间的差距在2倍以上；基尼系数在2002年首次

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目前临近0.5的红线。 高房价、高

物价、高生活成本⋯⋯短短10余年，人们的财富差距就由万

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没有

“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抓不

到机会⋯⋯即使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

定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心态怎么会平和？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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