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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 
* 《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2001），8000万。 
* 国家统计局的标准（2004）：家庭年收入6~50万元，中等收入群体。 
* 《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周晓虹，2005）北京、上海、广州、南京
和武汉，城市中产阶级比例11.9%（收入、职业和教育） 

原因： 
∗ middle class遭误读：常被译为“中产阶级”, 易强化对“财产”多
寡的过度重视（香港和新加坡无歧义，新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混用；
台湾地区和韩国，middle class均包括“中等财产”之义)。 

∗ 马克思主义话语和阶级概念：阶级的特定语境和阶层。改称：中间
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等。 

∗ 对中产阶级及其社会属性的高估：毛泽东（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
阶级） 

一. 中国话语下的Middle Class 



1949年前中产阶级的 艰难发展 
   兴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于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上海；日本侵华和旧中国动
荡，导致中产阶级成长艰辛。     

1949~1978年中产阶级的实际消亡（社会阶层：工人和农民） 
    1949年后历经诸种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和经济改造
（工商业改造）之后，中产阶级几乎不复存在；1. 1965年私有财产没有合法空间；
2.  1949-1978，普通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缺乏社会声望。 

1978年之后中产阶级的重新兴起 
    1.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2.新社会
阶层的出现=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阶层等新中产阶级。 

中国中产阶级的演变 



∗ 萌芽阶段（1870~1930） 
     外向型发展模式：出口农矿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中产阶级规模
有限）。 

∗ 初步形成阶段（1930~1960） 
     进口替代工业化推动社会结构持续转变：雇主、独立专业人士和个
体经营者比例明显下降，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等现代服务业大发展
（14%~18.2%）。 

∗ 发展和巩固阶段（1960~1980） 
    公共服务需求增加，非体力劳动阶层（经理、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
急剧扩张（22.3%~27.6%）。 

同期巴西中产阶级的演变 



（1）新生代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 

（2）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者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 

（3）党政干部、国企领导和知识分子； 

（4）外企白领； 

（5）专业技术人士； 

（6）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 

谁是中国的中产阶级？ 



中国的中产阶级并不是工业化的结果： 

    和西方社会相反，工业化本身并没有对包括中国中产阶级在

内的中国社会的阶层变动发生必然影响。 

新中国的中产阶级发轫于改革开放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大转型 

    工业化的背景是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的社

会转型下发生作用的。 

 

二、中国中产阶级产生的社会背景 



∗ 巴西中产阶级之兴起，源于出口导向时期，盛于进口替代工业化，
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 中国工业化没有造就中产阶级，原因有四： 
  （1）毛时代，年均经济增长率7%，但中产阶级遭政治遏制； 
  （2）中国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国民消费有关的轻工业和服务  
              业严重滞后，无法满足人民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 
  （3）农业的“以粮为纲”原则和人民公社的半军事化管理原则，导 
              致农民社会流动受到限制，粮食等农副消费品严重短缺； 
  （4）先后与美印苏三国的军事对峙，国防开支始终占国民收入的相 
             当比重，中国人的收入在1952~1980年间无实质性增长。 

1.工业化和中产阶级:巴西和中国 



1. 沿着1949~1978年间的工业化道路，继续实现从以农业

为主导的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的转变； 

2. 尤为重要的是，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

转变； 

3. 从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的

转变。 
 

2. 中国的三大社会转型 



① 国家和社会关系重新调整，公共领域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以阶级斗争

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导致社会分层从“符号性”的阶级标准

转向职业标准。 

② 经济持续稳固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是中国中产阶级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 

③ 文化的多样性和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为中产阶级，特别是新中产

阶级的出现和成长提供了重大动力。1930-1978年，中国民众受教育年限

逐代增加，但其职业等级和收入逐代降低。1980年之后，教育的经济回

报率逐步上升，到2000年达到6~7%，即多受一年教育，其收入增长6-7%，

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3.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生活变化 



到20世纪80年代初，巴西中产阶级的规模已接近三分之一；而同期

中国中产阶级刚刚开始展露恢复态势。 

1982~2002，巴西坠入了“中产阶级陷阱”:中产阶级的增长骤然贿

赂，不再继续扩大，甚至萎缩和陷落，徘徊在低水平上(27.6%—

19.8%—22.4%—19.5%—21.7%)；同期中国的社会结构深刻转型，不断

优化，中产阶级持续壮大，到2002年规模约为22%  (陆学艺,《当代

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  

历史经验不同，但中国和巴西的中产阶级均走到了共同的历史节点：

发展的瓶颈。 

三、中国中产阶级发展的瓶颈 



 
 
 
 
 
 
 

 
 

 
 
∗ 国家统计局2013年历经十年之后首次公布基尼系数，而2008年中国社科院
的全国家庭收入调查测算当时基尼系数达0.54，普遍认为当前基尼系数超
过0.5。而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更指2010年中国的家庭的基尼系数达到0.61，
高于全球0.44的全球平均水平。 

1.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1.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中巴收入不平等的变化比较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初步形成一个现代的社会流动机制，

后致型规则逐渐取代先赋型规则。 

社会流动渠道尚不畅通，计划经济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

籍、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向上的社会流动，社会流动

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双重特点。 

“干部的子女当干部的几率要比一般人高2.1倍”（《当代中

国社会流动》, 2004, 陆学艺）。 

“官二代”“富二代”“名二代”“拼爹”等网络流行语。 

2.社会流动渠道的不畅通 



1978 年以前, 教育机会分配从极度不平等向平等化的方向演变; 

1978 年之后, 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逐步增强, 家庭背景

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

平等”，李春玲，2003) 

高等教育日渐大众化，但精英高等教育中，农村子弟并不占

优势(1997年，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比39.76%且呈上升趋势，首次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

女，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无声的革命（1952-2002）,《中国社会科学》杂志2012年第1

期》)。 

“蚁族”：中产阶级后备军的边缘化 (《蚁族》, 廉思, 2009) 

3. 教育的社会地位提升机功能弱化 



3. 教育的社会地位提升机功能弱化 



从初次分配看，中国收入差距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相差不
大。 

      基尼系数甚至低于许多发达国家。从初次分配后的收入差距来看，

中国目前 0.47 左右的基尼系数仅略高于澳大利亚（0.46）、日本

（0.44）、美国（0.46）、英国（0.46）等国，与比利时、捷克、法

国、新西兰等国处于同一水平，甚至大大低于德国（0.51）、意大利

（0.56）、葡萄牙（0.54）、波兰（0.57）等国。一般来说，初次分

配基尼系数反映了市场力量对收入差距的作用。 

4.公共政策的再分配效应有限 



再分配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大大缩小，中国再分配缺乏
调节收入差距作用。 

       经过再分配调节，发达国家基尼系数平均下降10个百分点以上。

比如，2000年之后，经过再分配调整，美国基尼系数从0.46下降到

0.38，日本从0.44下降到0.32，德国从0.51下降到0.3，法国从0.48下

降到0.28，英国从0.46下降到0.34。中国的再分配不仅缺乏对收入分

配的调节作用，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逆向调节”的作用。研究测算，

综合考虑地区生活成本、住房、社会保障等因素后，中国的基尼系数

可能在0.48—0.49，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 

 

4.公共政策的再分配效应有限 



4.公共政策的再分配效应有限 



中国和巴西均未进入“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

即中产阶级社会。 

中巴面临着相似的挑战，制约着中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

和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 

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从而深刻地

改变了社会总需求，社会政策必须顺应和考虑这一新变

化。 

四、中国和巴西中产阶级的未来 



三大挑战： 
① 从政治角度看，如何优化政治制度，以能够更充分地听取权利意

识日益觉醒和获得更多赋权的新兴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需求，避

免其社会诉求不被倾听，而引发社会不稳定。 

② 从经济角度看，如何继续获得经济增长，避免坠入中等收入陷阱，

而同时满足中产阶级的日益增长的新需求。 

③ 从社会角度看，如何改变过去成功的减少贫困的社会政策，建立

一种包容新兴中产阶级需求的社会政策。 

五、中巴的共同挑战和解决建议 



解决建议： 

1. 在经济增长模式中注入收入分配政策要素，扩大经济增长成

果的受益覆盖面。 

2. 建立一种包容中产阶级的增长模式，经济和社会政策中既考

虑传统底层的需求，又顾及新中产阶级的诉求。 

五、中巴的共同挑战和解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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