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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

内容概要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内容包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分层分析、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体系的变化
——对农村的分析、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体系的变化——对城市的分析、理论争辩与尚待研究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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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边燕杰，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调查研究中心主任，编著《华
人社会的调查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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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　职位流动与政治秩序第二部分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体系的变化－－对农村的分析　市场转型
理论：国家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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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世人瞩目的巨变，引发海外学界对中国市场转型
与社会分层的关系问题的深入探讨。自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学界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引
发了一场颇具影响的学术争论。本译文集精选了这场争论中的研究成果，芬芳不同角度与观点，使读
者完整地了解这一领域的学术脉络的最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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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文献忒老......
2、一群学术大牛的社会分层著作。
3、: �
D663/3344
4、还好~找到了电子版~打印了厚厚一沓⋯⋯
5、没看懂。
6、很遗憾，为什么这样的研究是“美国人”做的
7、翻译还不是没那么通畅
8、虽然论文很难，但读过想过会发现里面的智慧，还在读ing，所以还不好说什么．
9、步步为营
10、向美利坚投稿的不二范本~~
11、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虽然造成诸多不良知识后果，但仍配得上五星。
12、虽然这本书读得我想哭。。。。。但是确实很好
13、部分。
14、目测今年能参考这本写三篇课程论文⋯⋯作孽（x
15、海外中国研究定量方面的扛鼎之作
16、reference
17、有更新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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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人大社会学考研曾经指定书目一些学者90年代的研究感觉中国国内研究还跟不上只是翻译不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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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的笔记-第1页

        在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社会地位是职业。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当资源通过市场分配时，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通过市场分配时，职位的人力资本投
资和经济回报都是通过市场调节的，所以，以职业为核心的地位分层体系就产生了，地位获得分析自
然以职业地位分析为核心。可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资源是国家通过国家科层组织，按
企事业的各系统进行分配的。享有和使用资源的承受者不是个人，而是通常所说的工作单位。⋯⋯单
位之间的分化往往表明地位的不同，因为单位所占有的经济资源不同，而这些资源往往是各单位职工
劳动报酬的基础。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研究地位获得过程，应该着重研究单位地位
，而不仅仅是职业地位。
在中国，地位高低与其说与职业本身有关，还不如说与工作单位有关。也就是说，在哪儿工作很重要
，可能比干什么还要重要。

工业化程度高的社会，将打破父子职业地位继承关系，代之而起的是以教育为中介的职业地位获得模
式。
父子单位地位的传承关系是非常强的，虽然父子的职业地位的继承关系已不复存在。

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共产党一党领导下进行统治的。统治的手段是通过各级组织，特别是工作单位组织
，对人民进行政治控制。所以，政党依附单位组织实行有效的政治控制。

『魏昂德“职位流动与共产主义的政治秩序”』
社会主义精英群体包括管理者精英和专业化精英。⋯⋯进入管理者精英的途径需要有高学历，良好的
政治素质，其职业享有相当的社会声望和权威，并有可观的物质利益。与此不同，进入专业化精英的
途径，需要有学历，但不要求政治资本，其职业的社会声望高，但确给予较少的权威和物质利益。
人们的社会流动受其政治资本和教育资本的个人层次的制约。

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可能从形式上是平均主义的，但是在如何分配公共物品上是很不平等。

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将干部的优势显出来的：一部分技术官僚变得非常有势力，并已成功地与新的政治
精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用自发的私有化作为一种向大资产阶级转化的手段和策略。但是旧官僚
精英，即那些曾专职党务和行政，又没有技术的那部分人，损失是相当大的。他们与穷人和大多数工
人一样成了市场改革的输家。

组织为什么要以奖金和补贴的形式付给职工超过“必要”水平的工资，从而牺牲更高的利润呢？魏昂
德1992ap。526（）排除了这是为了留着熟练工人的需要，因为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基本上不存在
，工作流动性很弱。
经济学的解释是建立在Kornai所说的“软预算”的概念上的。由于产权模糊，社会主义经济是在“软
预算”下运行的。对单位来说，尽量花钱是理智的行为，因为它们不断在和中央政府讨价讨价，以争
取或保护既得的经济利益。发给工人超额工资或给他们其他的好处虽然提高了生存成本，但却可以防
止利润被政府拿走以进行全社会范围内的再分配。
社会学的解释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作组织是社会结构的中心（Walder）。在社会主义经济中，
单位和个人的关系并不是用工资和劳动力或服务交换的市场关系。“单位还起到提供福利的 作用”：
单位的责任就是要保证职工的全体福利。

利润水平受到很多职工生产力以外的“外部条件”所影响。这些外部条件包括：价格双轨制，国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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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的差别，政府行政管理不当，以及政府对某些地区、行业和企业的特惠政策等。由以上种种
原因造成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在劳动投入和效率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出现的收入差距过大
的情况，引起人们的不满。这种不满表面上是分配不公，实际上是过程不公所至。

在组织内部，职工宁可要平均分配，而不愿让收入和个人的生产率挂钩。⋯⋯在组织部内部决定奖金
和补贴时，人力资本因素所起的作用并不大。假如真是如此，单位组织效益越好，收入方程式的截距
就越大，而人力资本因素的斜率就越平坦。经济增长和单位效益的地区性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发
展快的城市平均工资较高，但是教育和工作经历的回报率却较低。

改革中的中国城市不能被简单地放在再分配经济和市场或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连续带上。（中国经济
的）一个特点是，尽管存在着商品和劳务的自由或半自由市场，劳动力市场却是几乎不存在的。与此
相关的一个特色是产权模糊，这导致了如何分配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利润的混乱。因为单位应
该为职工提供福利的观点还继续存在，盈利能力的差别就转化为各单位间，继而是各地区间在奖金和
补贴上的差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集中体现经济改革的以奖金和补贴形式存在的额外收入比固定工
资更不受市场的调节。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迄今为止仍不能有效地解决产权和劳动力市
场两大根本问题所带来的始料不及的后果。

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经济体系是建立在大规模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的。泽林尼曾指出，在这个
经济体系下形成了一个社会精英阶级；这一阶级控制着生产活动，并分配公共财产的所得。他进一步
指出，这个阶级代替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但区别于资产阶级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他们名
义上并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然而这种不拥有并没有削弱这些社会精英们的经济地位，而通过政党国
家来发挥管理职能反倒增强了他们的地位。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资产阶级作为投资者，其权力之
局限于他们的货币资本。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社会精英的权力，来自于管理广大群众的政党和国家，
其权力的覆盖面十分宏大。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企业主和股票拥有者只有控制他们资本投入的
权力，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党政机关和企事业领导人却拥有控制国家财产和劳动力的双重权力，同时
又有分配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劳动成果的权力。

与再分配经济概念并存的另一观点是，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分割经济。分割的概念指经济结构由于
分工和资本运行而分化为垄断和依赖两个部门，亦指劳动力市场按工作组织所属部门分割为内部和外
部劳动力市场；在垄断部门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就业者享有可观的物质待遇和向上流动的社会，而
在依赖部门的外部劳动力市场中，就业者和待遇和机会上都无法与前者相比。

不管采取何种经济运行体制，由于现代生存分工和资本、资源的差异，在社会主义劳动大军内部不可
避免地会产生分割现象。

在计划体制下，工人高度依赖于企业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在这种社会结构内，一个人的生活机遇更多
地取决于企业而不是个人的工作才干。
社会主义工作组织（或单位）是一个再分配机构。单位在计划体制下的地位导致其职工报酬上的不平
等，由此工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不同评价。
单位同时也是一个控制机构。正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实体一样，社会主义企业控制着财产、技术
、产品声誉、周边环境、与政府部门和其他组织的联系等等。这些是单位的重要资源。这类单位资源
不能直接分配给工人个人，也不可能全部转化为工资或福利，但却能给工人以鲜明的地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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