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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一 )

谢 立 中

内容提要 当代 中国社会正处 于显著的 变动过程之中
。

结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

一个重要方 面
。

本文运 用彼特
·

布劳的
“

结构变迁
”

概念及分析方法
,

从水平结构的变

迁
、

垂直结构的变迁
、

水平结构与垂直结构之 间的 相 互关系诸方 面
,

对建国 以来尤其

是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社会结构的 变迁状况进行 了一次初 步的描述和分析
,

为彼特
·

布

劳的宏观结构分析方法提供 了一个应用性的 研究范例
。

关 键 词 当代 中国 社会水平结构 社会垂直结构 变迁 彼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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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 9 5 7 年生
,

北 京大 学社会学来副教授
,

哲学博士
。

“

社会结构
”

在社 会学文献中是一 个歧义颇多的概念
。

有的人认为社会结构指的是一个理论模式中命题

之间的逻辑结构 (如列维一斯特劳斯 ) ;有的人认为社会结构指的是由功能上相互依赖的各种制度所组成的整

体系统 (如帕森斯 ;) 有的人则认为社会结构是由互相冲突的利益群体组成的强制结合体 (如达伦多夫 ;) 等等
。

美国当代结构主义社会学理论大师彼待
·

布劳在 (不平等和异质性 )一书中则认为
,

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是指

由个人所组成的群体或阶级
, “

更确切地说
,

这些组成部分就是指不同群体或阶层的人们所占据的位置
。

这些

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人们在社会互 动中— 再具体些
,

可 以说是隶属 于不 同群体或阶层 的 人们之 间的

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
。

由此可见
,

社会结构就是指人们在不同方面的社会位置 中的分布
。 ”

(该书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 91 年出版
。

下文布劳的话均引自该书
,

不再注 明 )更精确地说
, “

社 会结构可以被定义

为由不同社会位置 ( 人们就分布在它们上面 )所组成的多维空间
。 ”

按照这种定义
,

社会结构可以由一定的结构

参数来加以定量描述
。

结构参数就是人们的属性
,

它基 本上分为两类
。

一是类别参数
,

如性别
、

宗教
、

种族
、

职

业等
,

它从水平方向对社 会位置进行 区分
。

二是等级参数
,

如收入
、

财富
、

教育
、

权力等
,

它从垂直方向对社会

位置进行区分
。

这两类参数之间可 以相互交 叉
,

也可以相互合并
,

从而使社 会结构的类型显得更加复杂多样
。

相对说来
,

布劳的定义确实具有更多的
“

结构
”

意味
.

它使我们有可能把
“

纯粹
”

的社会结构从制度
、

文化等背景

因家中分离出来单独加以考察
。

依布劳的理论
,

社会结构是通过结构分化形成的
。

分化的两种一般形式就是异质性和不平等
。

异质性或

水平分化就是指人 口在由参数所表示的各群体之间的分布
,

不平等或垂直分化是指由等级参数所表示的地

位分布
。

异质性和不平等都可以通过一定的公式精确地加以测量
。

社会结构的差别与变化即可以通过这两

种形式的分化程度上的差别与变化反映出来
。

布劳定义下的社会结构
,

其变化形式有如下几种
: 1

.

社会位置本身没有变化
,

而在这些位置上的人口分

布则发生 了变化
.

这种变化会改变由单一参数表示 的不平等或异 质性的程度
,

例如收入不平等或种族异质性
。

2
.

由一个类别参数描述的位置的数量发生 了变化
,

这一变化会改变异质性的程度
。

3
.

参数的相关强度发生

变化
,

这一变化会改变参数相交叉或相加强的程度
。

4
.

一 种分化形式与另一种分化形式的相关程度发生 了

变化
,

这种变化不同于参数之间相关程度的变化
。

例如
,

一个社会教育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相关程度的

收稿日期
:
1 99 6 一 0 1 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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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

必不同于该社会内部个人的这两种属性之间相关程度的变 化
。

5
.

新参数出现或旧参数消失
,

从而改变

参数框架本身
。

如新国家
、

新宗教的诞生
,

或民族融合的实现等
。

本文的主旨
,

即在于参照布劳的概念与方法
,

在现有统计与调查资料允许的范田内
,

尽可能准确地对中国

大陆 19 52 年以来 (尤其是 1 9 7 8 年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结构的变迁状况作一概要的描述
。

期望通过这个描述
,

能使我们对当代中国大陆社会结构的变化状况获得一个更为充分的了解
。

一
、

社会水平结构的变迁

社会水平结构是指人们依照类别参数所表示的那些属性而形成的位里分布
。

这种位置分布将人们划分

成有着不 同界限的亚群体
,

但这些群体之间并没有内在的等级顺序
, “

尽管从经验上看
,

群体成员资格可能与

等级地位上的差异有关系
。 ”

社会水平结构包括许多子结构
,

每一种子结构都是围绕着一种类别参数而形成
,

社会水平结构就是这些子结构的复合物
。

因此
,

描述社会水平结构的变迁
,

也就是要描述组成它的那些子结

构以及子结构之间相互关系的变迁
。

依照我们现有的资料条件
,

我们拟选取所有制
、

职业等 7 种当代中国大

陆社会结构的类别参数
,

对围绕它们而形成的各个子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变迁状况作一简单描述
。

(一 )所有制结构的变迁

所有制结构的变迁无疑是当代中国大陆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最重要
、

最显著的方面之一
。

自 19 52 年以

来这方面的荃本情况如表 l 所示
。

从表 l 可以看到
,

自 1 9 52 年以来中国大陆社会劳动者的所有制构成经历了一个马蹄形的变化过程
。

1 94 9 年中国共产党接管大陆政权以后
.

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实行土地改革
,

使大陆社会劳动者的所有制结构

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
。

19 52 年大陆社会劳动者从所有制归属方面看大致可以分为 5 个基本群体
,

其中比重

最大者为个体劳动者 (其中又主要为个体农民 )
.

其次为集体所有制劳动者和全民所有制职工
.

再次为私营企

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职工
。

这个时候大陆社会劳动者的所有制成份还是比较多种多样的
.

所有制异质性程

度也还算比较高 (0
.

5 4 6 )
。

1 953 年
,

大陆开始对农业
、

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

至 19 56 年底基本结束
。

通过三大改

造
,

社会劳动者的所有制构成迅速朝着公有化程度提高的方向变化
。

1957 年
,

全民所有制职工由 19 52 年的

10 80 万人上升到 2 1 0 3 万 人
,

城镇集体职工由 23 万人增加到 650 万人
,

公私合营职工由 26 万人增加到 34 6 万

人
,

城镇个体劳动者由 883 万下降到 104 万
,

私营职工则由 367 万人下降到 2
.

5 万人 ;此外
,

农村劳动者荃本

上都成为人民公社社员即集体农民
。

全民所有制职工与城乡集体所有制劳动者在社会劳动者所省制结构中

开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

此后
,

这种变化趋势进一步加强
.

至 1978 一 1979 年间达到顶峰
。

19 78 年
,

全民所有

制与集体所有制劳动者合起来共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 99
.

% %
,

几乎是为社会劳动者的全部
.

城镇个体 劳动

者仅为社会劳动者的 0
,

04 %
,

其他所有制类型的劳动者则完全消失
。

社会劳动者的所有制结构已高度公有

化和单一化
,

所有制异质性程度也大大降低
,

由 19 52 年的 0
,

54 6 下降为 0
.

30 3
。

19 78 年开始的体制改革使大陆社会变迁进入到一个新时期
,

这在社会劳动者的所有制结构方面反映得

尤其明显
。

以农村改革为起点
,

197 8 年以来
.

大陆社会劳动者的所有制类型又重新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变化
。

在 198 6 年的统计资料中
.

社会劳动者的所有制结构又重新呈现出多种成份并存的局面
,

达到 10 余种之多
。

总的趋势是社会劳动者所有制构成中公有制劳动者的比重也 已大大降低
,

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和集体所有

制劳动者的比重由 19 7 8 年的 99
.

% % 降至 36
.

9 %
,

甚至低于 1 952 年的水平
,

城乡个体劳动者和家庭承包制

农民的比重则上升为 62 %
。

社会劳动者的所有制异质性也由 19 78 年的 0
.

3 03 上升到 0
.

5 35
。

社会劳动者所

有制构成的这种态势一直延续迄今
,

除了各种成份的比重略有升降之外
.

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
。

可以预计
,

假如大陆改革开放的势头不变
.

大陆社会劳动者的所有制结构将会继续朝着多种所有制类型

并存但全民所有制职工比重相对稳定
,

其他所有制类型的劳动者 (尤其是个体和私营企业劳动者 )比重则逐步

上升的方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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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按所有制分组的社会劳动者构成变化

人数 (万人 ) 构成 (% )

按所有制分组
19 52年 19 7 8年 19 86年 1 99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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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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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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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社会劳动者合计

1
.

全民所有制职工
2

.

集体所有制劳动者

城镇集体职工

农村集体劳动者

其中
:

乡镇企业

3
.

家庭承包与个体劳动者

城镇个体劳动者

农村个体劳动者

家庭承包制农民

4
.

私营职员

5
.

其它

全民与集体合营

全民与私人 合营

集体与私人 合营

合作社经营

中外合资

中外合作

华侨或港澳台工商业

者经营

外资经营

其 他

所有制异质性
’

19 52年

2 07 2 9

10 80

7 3 2 0

2 3

7 2 9 7

/

1 1 82 9

88 3

1 09 4 6

/

3 67

1 33

/

26

/

10 7

/

/

19 7 8年

4 0 152

74 5 1

3 2 6 8 6

20 4 8

30 63 8

2 82 7

100

3 5
.

3

18
.

56

8 1
.

4

5
.

1

7 6
.

3

7
.

1

15

l 5

1 98 6年

5 1 28 2

9 33 3

9 5 8 0

3 4 2 1

6 1 5 9

4 5 4 1

3 18 00

4 8 3

1 363

29 95 4

2 10

3 55
.

3

3 2
.

8

199 1年

58 36 0

10 6 64

12 0 9 3

362 8

8 4 6 5

8 1 1 1

3 4 4 8 7

7 6 0

14 98

32 2 2 9

5 00

6 16

4
.

3

0
.

0 4

0
.

0 4

52
.

8

/

1
.

8

0
.

6

10 0

18
.

2

18
.

7

6
.

7

1 2

8
.

6

6 2
.

0

0
.

9

2
.

7

5 8
.

4

0
.

4 1

0
.

6 9

10 0

18
.

3

2 0
.

7

6
.

2

1 4
.

5

1 3
.

9

5 9
.

1

1
.

3

2
.

6

5 5
.

2

0
.

86

1
.

09

7
.

9

1
.

7

30 0

1 1
.

2

/

4 5
.

7

33
.

8

1 6
.

2

4 0 0

7 6
.

7

1 0
.

8

0
.

6 22
.

4

7
.

8

2
.

5

0
.

54 6 0
.

30 3 0
.

53 5 0
.

5 6 4

资料来源
:

据 (中国统计年鉴》及有关资料估算
。

,
异质性的操作量度就是用 l 减去每一群体所占的人 口 比例的平方数的总和

,

即 1 一 名砰 ( P。
指每个群

.

:

体所占的人口 比例 )
。

以下各种异质性的计算方法均同此
。

(二 )职业结构的变迁

职业是从水平方向导致社会分化的另一个重要结构参数
.

职业结构的变迁是社会水平结构变迁的一个

重要方面
。

可惜大陆缺乏这方面的长期统计数字
.

我们只能依据 19 82 和 19 90 年两次人口普查所获得的某些

资料对此作一简要描述 (见表 2)
。

从表 2 可见
,

自 1982 年到 1 990 年间
,

大陆在业人口 的职业构成虽然有所变化
,

但变化幅度不大
。

变化的

基本方向是物质生产劳动者比重有所下降
,

非物质生产劳动者比重有所上升
,

由于 比重较大的农林牧渔等劳

动者减少得相对较多
,

使整个社会在业人口的职业异质性程度也从 19 82 年的 0
.

452 上升到 0
.

474
。

从表 会还可看到
,

迄今为止
,

中国大陆在业人口 的墓本部分仍是农林牧渔劳动者
。

虽然其 比重在逐年下

降
,

但至 1 990 年仍为在业人口总数的 70
.

58 %
。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陆社会的职业结构尚处在较低的发

展水平上
。

如果未来大陆社会发展正常
,

农林牧渔劳动者比重的进一步下降
,

生产工人 比重相对稳定
,

其他非

物质生产劳动者比重的进一步上升
,

应是大陆职业结构变迁的基本趋势
。

(三 )行业结构的变迁

如果说职业结构反映的是劳动者依工作性质而发生的分布情况
,

行业结构则反映了劳动者依工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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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2 在业人口的职业构成变化

人数 (万人 ) 比重 (% )

总 计

1
.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2
.

国家机关
、

党群组织
、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3
.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4
.

商业工作人员
5

.

服务性工作人员

6
.

农林牧渔劳动者

7
.

生产工人
、

运翰工人和有关人员

8
.

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

职业异质性
.

19 82
·

年

5 2 1 5 1

2 64 6

8 1 3

6为

9 4之

1 15 1

37 538

8 337

4 6

199 0 年

6 4 7 2 5

34 39

11 3 3

1 1 2 8

19 4 7

15 5不

4 568 2

9 8 13

32

198 2 年 L9 90 年

100 1 0 0

5
.

1 5
.

31

1
.

5 1
.

7 5

1
.

3 1
.

7 4

1
.

8 3
.

0

2
.

2 2
.

4

7 2
.

0 70
.

5 8

16
.

0 15
.

16

0
.

1
.

仃
.

0 5

0
.

4 52
.

0
.

4 7 4

资料来源
:

(中国统计年鉴》 (19 86 一 199 2 年 )

或场所而发生的分布情况
。

同一类职业的劳动者可以分布在不同的行业中
,

行业由此成为社会结构中的另一

个类别参数
。

大陆长期实行按行业管理的计划体制
,

行业分类因此显得尤其重要 (统计情况见表 3 )
。

农 3 社会劳动者行业结构的变化

人数 (万人 ) 比重 ( % )
·

19 52 年

2 0 729

17 3 17

12 4 6

3

2 82

2 35

19 7 8 年

40 152

28 37 3

1 9 85 年

4 987 3

3 1 187

1 9 9 1年

5 8360

3 50 16

1 97 8 年 19 8 5 年 1 9 9 1 年

:4
26

:5
2611.40oL

总 计

1
.

农林牧渔水利业

2
.

工 业

3
.

地质普查和勘探业
4

.

建 筑 业

5
.

交通运枪
、

邮电通讯业

6
.

商业
、

公共饮食业
、

物资供销和仓储业

7
.

房地产管理
、

公用事业
、

居民服务和咨询服务业

8
.

卫生
、

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9
.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

电视业

10
.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

服务事业

11
.

金融
、

保险业

12
.

国家机关
、

党政机关和

社会团体
1 3

.

其他

行业异质性

60 9 1

9 7

87 9

7 3 5

83 4 9

10 6

20 69

12 22

9 94 7

100

2 52 1

15 15

19 52 年

10 0

83
.

5

6
.

0

0
.

0 14

100

70
。

7

1 5
.

2

0
.

2

2
.

2

1
.

8

100 10()

6 2
.

5 60
.

0

1 6
,

7 17
.

0

0
.

2 0
.

17

4
.

1 4
.

3

2
.

5 2
.

6

1 1 55

2 1 0

3 63

236 3

4 37

4 67

4
.

7

0
.

9

内JóU乡8ofO八ù
.
二l

2 6 2 10 93

2
.

9

0
.

5

0
.

9

2
.

7

5
.

3

0
.

9

2
.

6 2
.

6

10065355314917

34187斗飞
ó,̀L昌̀.̀J.几

9276:46劝1 l

34
.

4 23 4

0
.

0 8

0
.

166

0
.

2

0
.

2

0
.

3 0
.

3

0
.

3 0
.

4

2 5 9

9

7 9 9 1 1 3 6

13 1 9 1 9 1 0

2
.

0

0
.

0 4

0
.

29 6

1
.

3

0
.

4 7 4

2
.

6

0
.

57 5

3
.

3

0
.

60 3

资料来源
:

(中国统计年鉴 )
、

(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 )
。

由于 1978 年后统计资料 中行业分类标准不一致
,

上表中 19 52 年的数据是参照新分类标准经调整后得出的
,

其中第 7
、

10
、

11 类行业的数字为估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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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表 3是按照现有统计资料依 13 个大类来对社会劳动者进行行业归类的
,

因此行业结构中具体行业

的增减情况我们无从得知
。

行业结构的变化只能通过各行业大类比重的增减体现出来
。

依表 3 的资料
,

我们

可以发现
,

以 19 7息年为界
,

大陆社会劳动者行业结构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 阶段
。

1 9 52 年至 19 78 年
.

为前一阶段
,

其变化的基本态势是 l
、

6 类行业人员的比重 日趋下降
,

7
、

12 类行业人员的比重相对稳定
,

其他

各行业人员的比重则日益上升
,

其中尤以 2
、

3
、

8
、

9
、

10
、

11 类行业人员的比重上升幅度较大
。

1979 年至今则

为后一阶段
,

变化的墓本态势是 l 类行业人员的比重继续下降
,

3
、

8
、

9
、

10 类行业人员的比重相对不变
.

2
、

11

类行业人员比重略有上升
,

4
、

5
、

6
、
7

、

12 类行业人员的比重则有较大幅度提高
。

大陆就业者行业结构的这两

种变化态势
,

与 19 7 8 年以前大陆社会经济体制 日趋非商品化
、

计划化
,

1 97 8 年以后
.

则 日趋商品化
、

市场化的

走势是一致的
。

可以预测
.

如果大陆社会经济体制市场化的趋势不变
,

其就业者的行业结构在今后若干年 内

将继续循着 19 78 年以后的演化态势朝前发展
。

将上述各行业按第一
、

二
、

三产业的概念重新加以归类
,

即可得到 1952 年以来大陆就业者产业结构变化

的情况
。

按大陆的统计 口径
,

农林牧渔业属于第一产业
,

工业
、

建筑业属于第二产业
,

其他各行业统属第三产

业
,

由此可将表 3 改写成表 4
:

衰 4 三大产业人数构成变化

人数 (万人 ) 构成 ( % )
·

1 9 5 2 年 一9 7 8 年 1 9 85 年 19 9 1年 19 52 年 1 9 7 8 年 1 9 85 年 1 9 9一年

1 9 91 年比

1 9 7 8 年增

长 %

总 计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 7 2 9

17 3 1 7

1苏28

18 84

4 0 152

2 8 3 13

6 97 0

4 89 6

4 9 87 3

3 1 1 0 5

10 4 18

8 350

58 360

3 4 87 6

12 4 6 8

1 1 0 1 5

1 00

8 3
.

5

7
.

4

l 0() 100 1 00

7 0
.

5 62
.

4 59
.

8

1 7
.

4 2 0
.

8 2 1
.

3

12
.

1 16
.

8 19
.

0

93
.

7

6 3
.

5

3 56
.

2

1 58
.

4

4 5
.

4

2 3
.

2

7 8
.

9

126
.

2

按三大产业划分的结构同样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变化阶段
。

从构成比重看
,

19 78 年以前
,

第一产业人员 比

重 日趋下降
,

第二
、

三产业人员比重逐渐上 升
,

但第二产业上升得更快 ; 1 97 8 年至今
,

第一产业人员比重继续

下降
,

第二
、

三产业 人员比重继续上升
,

但第三产业上升得更快
。

从绝对人数增长情况看也是如此
,

虽然三大

产业的人数都有增长
,

但 19 78 年以前增长最多的是第二产业
.

1 9 7 8 年以后增长最多的则是第三产业
,

至于第

一产业则始终增长得最少
。

这是符合社会现代化与商品经济发展趋势的
。

按照社会现代化与商品经济发展

的一般规则
,

大陆就业者中第一 产业 人数比重将进一步下降
,

第二
、

三产业人数比重将进一步提高
,

而在较近

的若干年内第三产业 人数比重将会提高得更快一些
。

《四 )地域结构的变迁

地域也是导致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参数
,

但划分地域的标准却多种多样
。

按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
,

我们

以行政区划来作为地域划分的标准
。

1952 年以来大陆就业者地域结构的变化情况见表 5
。

从表 5 中的资料可以看到
,

大陆就业者地域结构的变化态势在 19 78 年前后也是大不相同的
。

1 9 7 8 年以

前
,

就业者比重逐步上升的地区是北京
、

天津
、

吉林
、

黑龙江
、

上海
、

广东
、

宁夏
、

新疆
,

比重相对稳定的地区是辽

宁
、

湖南
、

青海
,

其他地区就业者的比重则均趋下降
,

其中尤以四 川
、

安徽
、

河南下降幅度最大
。

1 97 8 年 以后
.

就业者比重一直逐步上升的地区则有吉林
、

安徽
、

福建
、

江西
、

河南
、

广西
、

贵州
、

云南
、

陕西
、

甘肃
、

宁夏
,

比重相

对稳定的只有青海
,

比重先升后降的则有北京
、

天津
、

内蒙古
、

辽宁
、

浙江
,

先降后升的有河北
、

山东
、

湖南
、

广东

(含海南在内 )
、

四川
,

而 山西
、

黑龙江
、

上海
、

江苏
、

湖北
、

西藏
、

新疆等地则持续下降
。

概括起来看
,

从 1 9 52 年

到 19 91 年
,

大陆就业者的地域结构是朝着非集中化 ( 比重较大的地区 人数不断减少
,

比重较小的地区人 数不

断增加 )的方向变化的
。

若以大小省的划分来看
,

1952 年 10 个就业大省就业人口 占总就业人 口 的比重 为



南昌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2 7卷 1 9 9 6年

7 0
.

4 5 %
,

到 19 91 年则 只占 6 1
.

87 % ;若 以东
、

中
、

西部的划分来看
,

19 9 1 年比 19 52 年东部
、

中部呈下降趋势
,

西部则呈上升趋势
。

整个大陆就业者地域方面的异质性由此不断有所增加
。

但尽管如此
,

从总体上说
,

大陆

就业 人 口 的地域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

1 9 52 年的 10 个就业人口大省迄今仍然是人 口大省
,

10 个就

业人口 小省 (市 )迄今也仍是人 口 小省 (市 )
,

只不过其大小位序有所变换而 已
。

表 5 社会劳动者地城结构的变化

人数 (万人 ) 构成 ( % )
地 区

—
,

19 52 年 1 97 8 年 198 5 年 199 1 年 19 52 年 197 8 年 1985 年 19 9 1 年

总 计 2 0 7 2 9 4 0 1 52 4 9 87 3 58 360 100 100 10 0 10 0

北 京 2 0 5
.

2 4 4 4
.

6 5 7 4
.

8 65 9
.

3 0
.

9 9 1
.

1 1 1
.

1 5 1
.

13

天 津 1 5 9
.

6 36 6
.

7 4 5 8
.

9 4 7 1
.

6 0
.

7 7 0
.

9 1 0
.

92 0
.

80

河 北 1 37 6
.

4 2 17 1
.

8 262 5
.

5 3 10 9
.

8 6
.

6 4 5
,

4 1 5
.

26 5
.

3 3

山 西 6 5 0
.

9 96 5
.

2 11 8 1
.

8 137 3
.

7 3
.

14 2
.

4 0 2
.

37 2
.

3 5

内蒙古 3 46
.

2 3 59
.

1 84 1
.

3 96 3
.

0 1
.

6 7 0
.

89 1
.

69 1
.

6 5

辽 宁 7 06
.

9 137 2
.

9 17 66
.

0 193 2
.

6 3
.

4 1 3
.

42 3
.

54 3
.

3 1

吉 林 3 0 2
.

6 7 4 4
.

7 92 0
.

9 1 18 5
.

9 1
.

4 6 1
.

85 1
,

8 5 2
.

0 3

黑龙江 36 6
.

9 10 7 1
.

4 1 285 6 14 76
.

1 1
.

7 7 2
.

6 7 2
.

5 8 2
.

53

上 海 3 0 6
.

8 6 98
.

5 7 65
.

1 7 7 3
.

0 1
.

4 8 1
.

7 4 1
.

5 3 1
.

32

江 苏 / 2 84 0
.

4 3 39 3
.

6 37 20
.

0 / 7
.

0 7 6
.

8 0 6
.

37

浙 江 9 63
.

9 1 77 9
.

1 2 302
.

5 2 595
.

9 4
.

65 4
.

4 3 4
.

62 4
.

4 5

安 徽 153 3
.

9 189 0
.

5 2 4 3 5
.

0 28 1 1
.

2 7
.

4 4
.

7 1 4
.

88 4
.

95

福 建 / 9 1 8
.

0 1一5艺
.

1 一4 36
.

5 / 2
.

2 9 2
.

3 1 2
.

4 6

江 西 68 2
,

0 1 180
.

0 1564
.

4 184 4
.

9 3
.

2 9 2
.

9 4 3
.

1 4 3
.

1 6

山 东 / 302 5
.

4 363 9
.

7 4 310
.

1 / 7
.

53 7
.

3 0 7
.

39

河 南 168 3
.

2 280 3
.

7 3 55 3
.

1 4 2 74
.

2 8
.

1 2 6
.

9 8 7
.

1 2 7
.

32

湖 北 10 19
.

9 192 8
.

1 2 28 9
.

4 2 556
.

8 4
.

92 4
.

80 4
.

59 4
.

38

湖 南 1 1 87
.

8 22 90
.

1 27 4 4
.

5 32 5 1
.

5 5
.

73 5
.

7 0 5
.

50 5
.

57

广 东 12 7 0
.

7 2 51 2
.

0 304 9
.

3 3 324
.

9 6
.

13 6
.

26 6
.

1 1 5
.

7 0

广 西 9 16
.

2 14 5 7
.

1 1 8 39
.

6 2 1 7 0
.

8 4
.

4 2 3
.

63 3
.

6 9 3
.

7 2

海 南 / / / 316
.

1 / / / 0
.

5 4

四 川 2 7 7 7
.

7 4 2 07
.

7 5 116
.

2 6 07 5
.

4 13
.

4 1 0
.

4 8 1 0
.

26 1 0
.

4 1

贵 州 6 30
.

2 10 52
.

5 1 3 35
.

1 17 0 1
.

4 3
.

04 2
.

62 2
.

68 2
.

92

云 南 7 60
.

8 1313
.

4 16 94
.

3 2 02 1
.

2 3
.

6 7 3
.

27 3
.

4 0 3
.

4 6

西 藏 / 92
.

1 10 5
.

7 1 09
.

7 / 0
.

2 3 0
.

2 1 0
.

19

陕 西 6 30
.

2 10 98
.

3 13 92
.

4 166 8
.

7 3
.

0 4 2
.

7 4 2
.

7 9 2
.

8 6

甘 肃 3 9 1
.

8 6 93
.

3 92 6
.

4 1 09 1
.

7 1
.

89 1
.

7 3 1
,

86 1
.

8 7

青 海 7 2
.

6 14 4
.

8 18 5
.

1 2 1 1
.

6 0
.

35 0
.

36 0
.

3 7 0
.

36

宁 夏 5 8
.

0 1 39
.

4 17 7
.

5 2 1 8
.

7 0
.

28 0
.

35 0
.

36 0
,

37

新 强 23 0
.

1 4 8 7
.

7 556
.

9 624
.

2 1
.

1 1 1
.

2 1 1
.

12 1
.

0 7

地域异

质 性
0 9 4 4 0

.

9 4 8 0
.

9 4 9 0
.

9 4 9

资料来源
: 《全国各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
、

( 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 )

( 1 9 7 8 一 1987 年 )
、

(中国统计年鉴 ) ( 1 99 2 年 )
。

(五 )城乡结构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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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结构的变迁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

中国大陆社会劳动者城乡构成的变化态势比较简单

明了
.

自 1 952 年以来一直是城镇劳动者比重日趋上升
.

乡村劳动者的比重日趋下降
。

其中 192 5年至 197 8年

间城乡劳动者比重变化得较快
,

26 年间各自上升 (或下降 )了近 12 个百分点
,

19 7 9 年至 199 1年间则相对变动

较慢
,

13 年间各 自只上升 (或下降 )了 2
.

5 个百分点
。

然迄今为止
,

乡村劳动者 (注意不要把
“

乡村劳动者
”

与
“

农业劳动者
”

相混同
。 “

乡村
”

是个社区概念
, “

农业
”

是个行业概念
。

乡村劳动者可以不是农业— 包括农
、

林
、

牧
、

渔劳动者 )在人数上仍构成社会劳动者的绝大多数
,

社会劳动者的城乡异质性程度也还较低
。

具体情

况可见表 6 :

表 6 社会劳动者城乡结构的变化

人数 (万人 ) 构成 ( % )

总 计

城镇劳动者

乡村劳动者

城乡异质性

1 9 52 年

20充 9

2 4 8 6

182 4 3

19 7 8 年

4 0 152

9 5 14

3 06 38

1 98 5 年

4 9 87 3

12 80 8

37 06 5

1 99 1年

58 36()

15 267

4 3 093

1952 年 1 97 8 年 1 9 85 年 19 9 1 年

10 0 10 0 1 00 10 0

26
.

2

7 3
.

8

一勺4,̀77
内」

:
八J
ǎ

6,ù712
.

0

8 8
.

0

0
.

2 11 0
.

3 61 0
.

3 82 0
.

38 7

资料来源
:

《中国统计年鉴 ) ( 19 92 年 )
。

(六 )性别结构的变迁

性别虽是人们的自然属性
,

但却历来都是促使人们产生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结构参数
。

社会劳动者性别

结构的变迁
,

反映了男女两性对社会劳动参与程度的变化
。

大陆 自 50 年代初起就强调通过提高妇女社会劳

动的参与程度来促进男女平等的实现
。

因此
,

自 1 952 年以来社会劳动者中女性比例的不断增加
,

是大陆社会

劳动者性别结构变迁的荃本特征和趋势
。

虽然缺乏全社会劳动者自 1 952 年以来性别构成变化的完整资料
,

但现有的一些资料也可足够表明这一点
。

表 7 城镇职工性别结构的变化

人数 (万 人 ) 构成 ( % )

1 9 52 年 1 9 7 8 年 1 9 8 5 年 1 9 9 1年 19 5 2 年 19 7 8 年 1 98 5 年 1 99 1 年

全 民所有制职工

总 计

其中
:

男 性

女 性
,

全民所有制职工

性别异质性

城镇职工总计

其中
:

男 性

女 性

城镇职工性别

异 质 性

15 80 7 4 5 1 8 990 10 10 8
.

1 00 1 00 10 0

1 39 5
.

2 532 5 6 080 67
.

6 3

10 0

6 6
.

1
.

1 84
.

8 2 12 6 2 9 10

6 68 7
.

8 8
.

3

34 2 2
璐

11
.

7

7 1
.

4 7

2 8
.

53 32
.

3 7 33
.

9

0
.

20 7

16 03 94 99 123 58 14 5 08 1 00

0
.

4 0 8

100

0
.

4 38

10 0

0
.

4 4 8

10 0

/ 63 7 1 7 8 58 9 02 5 / 67
.

07

/ 3 1 28 4 50 0 5 48 3 / 32
.

93

63
.

59

36
.

4 1

62
.

2 1

37
.

7 9

0
.

4 4 2 0
.

4 6 3 0
.

4 7 0

资料来源
:

(中国统计年鉴) ( 199 2 年 )
、

(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 ) ( 19 4 9 一 1990 年 )

,

为 1 9 89 年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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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全社会劳动者性别结构的变化

人数 (万人 ) 构成 (% )

1 98 2 年 19 90 年 1 98 2 年 199 0年

全社会劳动者总计 5 2 1 3 7
.

8 6 1 7 24
.

5
`

10 0 10 0

其中
:
男 性 293 5 3

.

5 32 62 3
.

0 5 6
.

3 55
.

0

女 性 2 2 7 8 4
.

3 2 9 10 1
.

5 4 3
.

7 4 5
.

0

全社会劳动者性别异质性
,

0
.

492 0
.

4 95

资料来源
:

根据中国大陆 1 982 年
、
1 9 90 年两次人口普查资料整理

。

从表 7
、

表 8 中的资料可以看到
.

劳动者中女性的 比重在不断增长
.

但在不同的范围与不同的时间区段上

增长的态势有所不同
。

从范围上看
,

全民所有制职工中女性比重增长的速度要快于全体城镇职工中女性比重

的增长速度
,

全体城镇职工中女性比重的增长速度又快于全社会劳动者中女性比重的增长速度
。

如 1 9 78 年

到 1 9 8 9 年 11 年间全 民所有制职工中女性 比重增长 5
·

37 个百分点
,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1
·

58 % ; 1 9 7 8 年到
19 91 年 13 年间城镇职工户女性 比重增长 4

.

86 个百分点
,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1
.

06 肠 ; 1982 年到 1 .99 0 年 8 年

间全社会劳动者中女性比重仅增长 1
.

3 个百分点
,

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 0
.

37 %
。

但从时间区段上看
.

职工中

女性 比熏增长的速度呈不断下降趋势
。

如全民所有制职工中女性比重年平均增长速度 19 52 一 19 78 年间为
3

.

4 %
,

197 9 一 198 5 年间为 1
.

82 %
`

,

1蛇 6 一 1 989 年间为 1
.

16 % ; 全体苹镇职工中女性比重年平均增长速度

1 9 7 9 一 19 85 年间为 1
.

4 5 %
,

1 9 8 6一 19 9 1年间仅为 0
.

6 2 %
。

以上是从动态方面对大陆就业者性别结构的变化 趋势所做的简单分析
。

如从静态方面看
,

则尽管大陆

就业者中女性比重不断处于增长之中
,

但迄今为止
,

无论是在全民所有制职工还是全体城镇职工以及全社会

劳动者范围内
,

男性在人数比重上仍居优势地位
。

其中
,

全民所有制职工中男性的比重要大子城镇职工中男

性的比重
.

城镇职工中男性比重又大于全社会劳动者中男性的比重
。

这意味着即使从就业者数量
、

比重上看
,

大陆也 自然还是个男性居优势的社会
。

(七 〕民族结构的变迁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

1 9 5 2 年以来
,

由于不断有新的少数民族被识别出来
,

中国大陆的民族数 目日趋

增加
.

1 9 5 3 年为 39 下 1 990 年为 56 个
。

此外
.

70 年代后
,

由于少数民族在生育方面受到比汉族较少的控制

和较大的优惠
.

中国大陆少数民族的人 口 比重与就业者比重也不 断增长
。

民族数目与少数民族人 口及就业者

比重不断增加的结果
,

是中国大陆人口及就业者民族异质性程度的不断提高 (或同质性程度的不断下降 )
。

但

即使如此
,

中国大陆迄今为止仍是汉族占绝对优势的社会
。

汉族在 人 口与就业者的 比重 1 9 90 年仍分别为

91
.

92 % 和 92
.

4 8 %
,

人 口与就业者中民族异质性的程度仍分别只为 0
.

14 9 和 0
.

1 39
。

有关这方面变化的具体

数据详见表 9
。

《八 )水平结构整体的变迁

以上我们应用统计资料对 19 52 年以来中国大陆社会水平结构中 7 个基本子结构的变化状况作了简略的

描述
。

虽然不可以说它已囊括了当代中国大陆社会水平结构变迁的全部内容
,

但大致上还是反映出了这一方

面的基本面貌
。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
,

1 9 52 年以来中国大陆社会水平结构的变化还是比较显著的
。

可以把这些变化简略地概括为以下几点
:

1
、

社会结构中的类别参数有较显著的增长
。

1 952 年中国大陆共有 6 种所有制形式
,

到 19 7 8 年基本上减

为两种
,

但 19 7 8 年以后 又重新向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局面 回复
,

到 19 91 年所有制形式已增至 11 种
。

19 52

年中国大陆 只辨别 出 39 个民族
,

其后不断增加
,

至 19 91 年 已达 56 个之多
。

此外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行业与职

业的种类也 日趋增长
,

19 7 2 年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目录共包括 46 个小分类
,

1 98 5 年则包括 67 个小分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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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一 )

裹 9人口与枕业者民族结构的变化

人数( 万 人 )构成( % )

人 口 总 计

汉 族

少 数 民 族

人口 民族异质性

社会劳动者总计

汉 族

少 数 民 族

社会劳动者民族

异质性

1 9 5 3年

2 8 60 5
.

3

54 72 8
.

3

3 52 30

6 1 94 年 12 8 9年 10 9 9年 1 95 3年 6 194 年

100

12 8 9年 19( 9)年

6 9 122
.

0 10 0 3 9 1
.

4 1 10 3 51
.

0

6 52 1 9
.

6 9 36 6 7
.

0 8 5 1 3 9 1
.

7

3 92 9
.

4 6 72 3
.

9 9 132
.

3

10 0

2 5 137
.

77

4 882 6
.

2 4

33 14
.

53

64 72 4
.

4 7

58 9 54
.

8 6

48 6 9
.

6 1 /

l oo

93
.

3

6
.

7

0
。

12 5

0 10

9 3
.

6 5

6
。

35

0
.

11 9

10 0

9 1
.

92

8
.

08

0
.

14 9

l oo

2 9
.

48
7

。

2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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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 l , 92 年 )以及 19 82 年

、

199 0年两次人口普查资料整理
。

2
、

社会结构中各种位里上的人口分布发生了较大变化
.

总的趋向是原来比重较大的群体人数不断减少
,

原来比重较小的群体人数则不断增多
.o 具体说来是

:
( 1 )在所有制结构中

,

公有制 (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制 )形

式下的劳动者人数在 19 78 年以前 日趋增加
.

1978 年以后则 日趋减少
,

非公有制形式下的劳动者人数则呈相

反趋势 ; ( 2) 在职业结构中
,

物质生产劳动者比重日益减少
.

非物质生产劳动者比重则 日趋增长 ; 《3) 在行业结

构中
.

农林牧渔水利行业劳动者比重 日益减少
,

其他各行业劳动者比重均有所增长 ; (4 )在地域结构中
,

19 91

年与 1952 年相比
,

原来就业人 口 比重较大的区域如四川
、

江苏等其就业人口 比重都有所减少 ; ( 5 )在城乡结构

中
,

原来比重大的乡村劳动者人数不断减少
,

城镇劳动者比重则 日档增长 ; (6 )在性别结构中
,

比重大的男性劳

动者比重不断编小
,

比重小的女性劳动者则不断增加 ; ( , )在民族结构中
,

比重大的汉族劳动者比重日益缩小
,

少数民族劳动者比重 日趋增长
。

由于上述变化
,

大陆社会水平结构中各个子结构的分化程度或异质性程度都日趋提高
,

结构的复杂性 日

趋增加
。

·

然而
,

据此我们还不足以判定如果把大陆社会水平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

其变化的态势到底如何?

为了声够判定大陆社会水平结构的
`

整体变化态势
.

我 ifl 还需妻对组成它的各个子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变

化状况作一简略考察
。 “

_

彼特
·

布劳曾指出
,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其分化的水平不仅取决于社会内部各个子结构的分化状况
.

而且还

取决于这些子结构之间的相耳关系
。

社会内部各子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采取两种荃本方式
:

一是结构重亚 ; 二是结构交叉
。

如果两种结

构参数所产生的社会分化密切相关
·

就将导致结构重盛 ; 如果两种结构参数产生的社会分化相互独立
,

互不相

干
,

则将导致结构交叉
。

全相关导致结构的完全重盛
,

无相关则导致结构的完全交琴
,

部分相关则导致结构的

部分重盛
、

部分交叉
。

社会内部各子笋构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对杜会整体的结构状况有着重要的影响
。

.

以水
平结构而言

,

水平结构整体的复杂性或异 质性与其内部各子结构 (或结构参数 )之间的交叉程度成正比
:

子结

构之间的交叉程度越高
.

社会结构整体的复杂性或异质性就越大
。

据此
.

我们依照有关资料计算了 19 82 年和 199 1 年中国大陆上述 7 种水平结构之间的相关强度
。

具体结

果详见表 10
、

表 1 l( 由于资料严重缺乏
,

1982 年以前的相关强度无法计算出 )
。

从表 10
、

表 11 两表中可以看到
,

上述中国大陆社会 7 种水平结构之间的相关强度是非常低的
,

这表明上

述中国大陆社会 7 种水平结构之间只有极小一部分相重亚而绝大部分是相交叉的
。

这意味着中国大陆社会

的复合异质性水平要高于各种单一异质性的平均水平
。

从现有的相关强度水平来看
.

与 19 82 年相 比
,

19 91

年中国大陆社会 7 种水平结构之间的相关强度仅有较小幅度的提高
。

从各对相关系数不为零的水平结构间

的关系看
,

除了所有制结构与城乡结构之间的相关强度
、

地域结构与城乡结构之间的相关强度要低于 19 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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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
,

所有其它各对水平结构间的相关强度均要略高于 1 9 82 年
;整个社会各种水平结构之间的总体平均相关

强度则从 1 9 82 年的 0
.

06 96 提高到 1 99 1 年的 0
.

0 70 1
,

大约只提高 T 0
.

7 2 %
。

表 10 1 98 2 年 7 种水平结构之间的相关强度

所有制 行业 城乡 平均

所有制

职业

不详 0
。

4

0
.

59 34

地域

0
.

0

0
.

0 07 6

0
.

0 05 6

0
.

65 60

0
.

22 38

0
.

14 57

0
.

0 0 19

性别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民族

0
.

0

0
.

0

0
.

0

0
.

00 8 5

0
.

0

0
.

2 112

0
.

16 50

0
.

0 37 8

0
.

00 3 5

0
.

0

0
.

0 0
.

0

0
.

0 69 6

19 82 年人口普查 10 % 抽样资料 》等有关数据

业业域乡别族职行地城性民

资料来源
: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
、

(中国

计算得出
。

表 11 19 91 年 7 种水平结构之间的相关强度

所有制 职业

不详

行业 地域 城乡 性别 民族 平均

所有制 0
.

4 3 1 1

0
.

64 4 4
.

0
.

0 0
.

3 994

0
.

26 7 9
.

0
.

2 50 5

0
.

0 0 13

0
.

0 0
.

0

0
.

0 1 14
。

0
.

0 08 9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12 4

0
.

0

0
.

0

0
.

16 65

0
.

1 84 7

0
.

0 64 9

0
.

0 0 4 6

0
.

0

0
.

0

0
.

0 7 0 1

业业域乡族别职性地行城民

资料来源
:

据 (中国统计年鉴 )
、

(中国 19 90 年人口普查资料》等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

根据 1 9 82 和 19 91 两个年份上社会各种水平结构之间的总体平均相关强度
,

以及这两个年份上各种水平

结构的异质性程度
,

我们便可以计算出这两个年份上中国大陆社会整体的复合异质性程度
。

具体计算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