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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内 容 摘 要 

社会分层研究一直是社会学家们所重点关注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不论是

西方学术界还是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成果都是非常丰富的。本研究

以 2009 年 6 月在福建省厦门市进行的“厦门市社会阶层现状的社会调查”的统

计资料为根据，以居民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为研究视角，探讨居民的客观社会经

济地位与政治参与之间的相关关系，阐述在阶层分化背景下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

对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本文主要首先用描述分析法描述了调查资料的样本分布情况以及居民在政治

参与行为上的现状；用因素分析法对影响居民政治参与的社会因素进行分析；接

着用因子分析法对居民政治参与活动和居民的政治态度进行因子分析；然后以居

民的职业、收入、教育水平这三个变量为分层指标，将居民分为专业行政管理阶

层、普通白领阶层、自营业阶层和工人阶层，并实证分析了各个阶层的居民在年

龄、性别、经济状况、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状况。最后着重对阶层地位、政治

态度与政治参与三个主要变量之间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文章认为，阶层地位对

人们的政治参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社会的经济差异已经呈现出结构化的趋势，

且这种结构化的趋势在政治领域亦趋向于稳定。居民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政

治参与行为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部分通过居民的政治态度进而对政治参与

产生作用的。 

阶层分化已不仅体现在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同时也逐步显现在政治领

域。政治参与的阶层分化趋势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差

异的扩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经济改革所导致的利益分化，不同的利益主体日益

呈现出不同的政治诉求，因而在政治参与中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行为。 

 

关键词：阶层地位；政治态度；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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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is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 which was 

focused on by sociologists. Whether western or Chinese ,this field of research is 

abundant. This study used the data collected in a survey called “The Survey of Social 

Stratum Present Situation in Xiamen ”which was conducted in Xiamen in 2009,Jun. 

Based o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personal socioeconomic status,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e act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specially expounds on the influence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mechanisms in the background of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In this empirical study, descriptive method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urvey data an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act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actor 

analytic method i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social factors which infected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ata reduction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to select different 

factors of resident’s political attitud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ccording to 

occupation, income, education the respondents were classified into four classed: 

professionals and administrators; white-collar workers; small proprietors; working 

class; and other class(farmer, unskilled or semi-skilled workers).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difference of age, sex, economic condition between these classes. 

At last,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political attitud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class status. The author argued the class position affected 

the act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istinctly, further more this infection partly through 

the political attitude.  

Stratification exists not only in the field of economy, but also in the field of 

politics. The reason of stratification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the expansion of the 

difference of residents’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one hand, and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demand based on different stakeholders on the other hand. 
 

Key words: class status; political attitud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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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变迁。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的社

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改革前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知识分子

阶层为主构成的阶层结构日益分化重组。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不断推

进，原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决定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政治性、制度性或行政性标准

逐渐为一些新的因素所取代，职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资产私有化形式的出现

促使社会阶层分化日趋明显。 

不少的专家、学者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问题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发

表了在社会中具有一定影响的研究成果，就社会分层的方式、动力机制、分层结

构、后果、影响因素及未来的社会分层趋势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陆学艺，2002；

李强，2004；李春玲，2005 等）。 

虽然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中国社会正在日趋分化，但对于分化的后果或趋势

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也成为了目前社会分层学界争论的主要焦点之一。对于中

国社会经济分化趋势主要有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断裂化、中产化、结构化

和碎片化（参见李春玲，2005）。 

阶层化问题的讨论是社会分层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层面。大多数关于社会

分层结构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一个社会的阶级或阶层是

基于客观社会位置而形成的，例如职业地位、教育水平、财产和收入等。如 P·布

劳在《不平等与异质性》中阐述，他坚信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即,社会结构

对其社会生活的影响要比文化价值和规范的影响大,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社会结

构分化的两种形式:不平等和异质性。他指出,社会学要以社会结构为研究对象去

关注社会结构如何制约和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布劳，1967）。 

但是，社会分层研究并非仅仅是对客观社会位置的分类和分析，不同的理论

传统在关注阶级阶层问题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阶层化理论尤其强调，阶层化不

仅仅指一种客观的分层结构的划分，而是需要充分注意到其他因素与客观结构之

间的关联，其首要任务是阐明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中可见的主要社会行动模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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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正如赖特主张，对阶级的分析必须

区分“阶级结构”和“阶级形成”两个层次：阶级结构被定义为一种决定个人或

家庭的阶级利益的社会关系结构，而阶级形成则是“在这种阶级结构中，基于由

结构所决定的利益基础而形成的组织化的集体行动”（Wright,1985）。 

在分层结构和集体行动两极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中间过程和条件，这些过

程在吉登斯那里被称之为“结构化”过程（Giddens,1973），或者我们将其称之

为“阶层化”过程。“结构化”是指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被持续化和稳定化，

从而导致阶级阶层结构的出现，它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地位的差异扩散到社会生活

的各个领域，即阶级阶层地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由

于社会行动的复杂性，客观的分层结构在行为、社会意识等领域中产生的后果和

影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具有挑战性而有意义的研究主题。目前

的社会分层后果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5 个主题上，即（1）社会经济差异（阶级

差异）对生理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及其原因。（2）阶级意识研究：社会阶级是

否具有一致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否结构化。（3）阶级之间的冲突消费和生活方式

研究：社会阶级对品味和高层文化的影响，以及这些品味在建构和强化阶级疆界

方面的作用。（4）社会政治态度和行为研究：阶级与政治行为之间是否关联，以

阶级为基础的政治是否以逐步弱化并为“后物质主义价值”所取代。（5）工作条

件对自尊、智力适应性以及其他一些个体心理作用方面的影响等(李春玲，2005)。 

本文的研究主旨是在中国经历的现代化和制度转型的背景下，利用实证调查

数据对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化程度进行分析，探讨客观社会分层结构在政治

领域，主要是政治参与问题上的影响，考察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一致性的对

应关系，从而为分析中国社会公民政治参与现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之所以选择政治参与这个维度来作为检验社会阶层化的指标，主要是基于以

下考虑： 

1. 社会阶层结构与政治发展的关系。现代化理论关于政治发展的基本假设

是它是社会现代化的后果。Dietrich 认为工业化的发展会促使社会结构发生变

化，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进而改变社会力量的对比，形成能够和国家权力对抗

的社会力量，促进政治民主化（吉尔·伊亚尔、伊万·塞勒尼、艾莉诺·汤斯利，

2008：165-200）。李普赛特强调中产阶层在化解社会冲突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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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财富的增加会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消弱极端主义的吸引力，从而使政治社

会倾向于民主制度（李普赛特，1995：65）。亨廷顿也认为，阶层结构变化尤其

是中产阶级的扩大对民主发展的至关重要，在社会财富高度集中、普遍贫穷和只

有少数精英的社会里，很难产生持久稳定的民主（亨廷顿，1989）。由此，社会

的阶层结构与政治发展密切相关，而没有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没有政治民主,就谈

不上政治发展。政治参与是影响政治发展的重要渠道，政治参与的程度和规模是

衡量一个社会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尺度（亨廷顿、纳尔逊，1989：67）。政治

参与的扩大可以拓宽普通群众通往政治权力的途径，进而影响公共决策，有助于

纠正决策的失误，保证政治体系沿着“民意”的方向前进。由此，社会的阶层分

化与公民的政治参与都是经济现代化发展下的结果，是社会转型期经济资源、政

治资源进行重构的产物。以政治参与行为来作为检验当前社会阶层分化的结果，

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社会经济、政治资源分配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2.从目前政治参与研究的发展来看，政治参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

到了近代，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从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出发，对公民参与社会政

治过程进行了理性思考（卢梭，1980）。随后，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进一步对政

治参与作了历史和经验的深入研究（托克维尔，1996）。二战以后，特别是 20 世

纪 60 年代，伴随着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西方学者对其作了进一步的拓

展和深化。西方学者深入分析了政治参与的涵义、民众参与政治原因、政治参与

的方式、参与途径、参与程度等（孔奇，1989；达尔，1987；阿尔蒙德，1989；

蒲岛郁夫，1989）。我国的政治参与研究则是始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随着中国政

治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公民政治参与的问题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不少学

者结合西方政治参与研究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对我国公民的

政治参与现状、参与方式、参与机制、参与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陶东明、陈明明，1998；史天健，1997）。但是，在已有研究中以阶层化的视

角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进行的研究还不多，且大都没有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因

而对社会阶层分化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的分析说明也不够深入。另外，虽然目前以

阶层性为特征的群体性政治参与主体并未形成,但处于相同社会阶层的公民个体,

政治参与行为有着相似的特征。因此,近年来对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状况的

研究成为一个新的视角。目前，国内学者已对农民（郭正林，2003；王志强，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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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荣，2006）、工人（杨龙，1998）、私营企业主（唐兴霖，2002；赵丽江，2006）、

知识分子（卫丽萍、梁丽萍，2004）等群体的政治参与情况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

讨，但研究还都只是在各个群体内部进行，对于综合所有社会阶层的对比实证分

析几乎没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研究考察的具体问题分为以下三个： 

1. 当前的中国社会是否形成了以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来划分的不同阶层？这些

阶层究竟呈现出怎样的阶层差异？ 

2. 社会分层对于政治领域尤其是政治参与的影响，客观的分层结果是否影响了

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并使之形成阶层化的特征？ 

3. 如果说当前中国的社会分层已经呈现出政治参与的阶层化现象，那么，阶层

地位是如何影响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的？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在正式研究展开之前，有必要对本文涉及的两个主要研究对象——“阶层地

位”及“政治参与”予以界定。 

（一）阶层地位 

社会阶层结构是指社会系统中不同成员之间的构成方式和比例关系，它是依

据某些特定的原则、标准和方法，对社会成员阶层归属的划分，从而确定各社会

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阶层是区别于阶级的对社会群体以经济、政治及其他个人社会特征指标进行

归类的产物，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产物，也是人类主观意向的结果。国内外的研

究对社会阶层与阶层分化没有普遍认可的定义，对于社会分层有多种解释。按照

研究者所坚持的理论导向，当代中国的阶层研究大致可以划归为以下 4类：第一

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原则，以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或以财产、收入等

经济指标来划分阶层（王训礼，1988；何建章，1988；郭枢剑，1988）；第二类，

以西方的社会分层理论为指导构建阶层划分的多元标准，以社会地位为出发点，

以反映地位特征的权力、声望、身份、收入、教育等作为阶层分类的标准（杨晓、

李路路，1989）；第三类，以利益群体为基础的划分标准（李强，2002）；第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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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的社会分层理论，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职

业作为划分的主要标准（陆学艺，2002）。 

第一种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为主要划分标准的分层模式，可以划分出个体经营

者和私营企业主两个阶层，而对于其他阶层的划分还是以传统的阶级分类模式—

—以意识形态赋予的政治身份为主要标签，划分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由于在

当前的社会经济分化中，意识形态赋予的政治身份已不再是导致人群分化的决定

性机制（李春玲，2005），这种以政治性定义的两大阶级为基础的阶级阶层划分

模式，对于社会经济分化、社会利益关系结构和阶级阶层意识及其行动的解释力

不强，不再适合对经济分化现象进行准确而深入的研究。第二类多元指标分层模

式，其原理类似于布劳和邓肯进行的 SES 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测量（布劳、邓肯，

1967），以个人为单位，计算每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综合得分，以确定其在社

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等级。这种分类可以反映出某一种或某几种资源在人群中的

分布情况，但并不适合于进行阶级阶层关系、态度和行为取向的分析。第三类利

益群体分类模式，是以共同的利益为基础，并在利益关系中对利益群体加以定义

的。由于划分利益群体的界线不明确，利益这一概念本身的含义也是含糊不清的，

因而无法加以清楚的理论解释，也就很难在社会结构的层面上展开深入系统的分

析。第四种以职业为基础的阶层划分模式，是针对传统的、意识形态化的阶级分

类模式而进行的一种尝试。由于社会经济分化与职业分化紧密相连，职业的不同

确实能够导致人们在经济收入、社会声望和生活及消费模式等方面的差异，因此，

与前几种分类模式相比，这种模式更能反映出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情况。同

时，这些分类与国外社会学家对当代社会的阶级阶层划分模式较为接近（布劳，

1967），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横向比较。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参考陆学艺及其同事所作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成果

（陆学艺，2002），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

有与支配状况为标准，将社会阶层划分为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普通白领阶层、自

营业阶层、工人阶层和其他阶层（包括失业半失业无业人员、农民）。 

（二）政治参与 

A·Birch 曾说过，政治参与的概念是一个能够轻易例释其意义的概念，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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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本质上可争议的概念（郭秋永，2006）。但稍加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对政

治参与的界定是众说纷纭的。对政治参与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后期的美国，在六七十年代对其研究成为美国政治发展研究中的热点。美国学者

塞缪尔·亨廷顿在《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一书中，从以下四个

方面对政治参与进行了界定：（1）政治参与是实际的活动，不包括政治方面的知

识、对政治的关心以及政治的力度等心理上的指数；（2）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的

政治活动，不包括官僚、政治家和院外活动家作为职业进行的活动；（3）政治参

与仅限于旨在对政府施加影响的活动，并且只要是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行为，

不论其活动是否产生实际效果，都列入政治参与的范畴；（4）除了依照自己的意

志自主地参加活动之外，受他人动员参与的活动也包括在政治参与之中（转引自

陈振明，1999：323）。尼和伏巴把政治参与界定为“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

员的选择及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尼和伏巴，1996：

290）。迈伦·维纳认为，政治参与是“指涉任何运用合法或非法方式，企图影响

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之人事的自愿行为”（郭秋永，2001：25-26）。他强调的是

行动者本人自发的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因为在他看来，奉政府之命而参加组织

或参加群众集会，或者公民对候选人没有选择余地的选举投票等动员参与政治是

不能划入政治参与范畴之内的。 

西方的公民政治参与研究源于对选举的研究,选民的选举活动是政治参与研

究的核心。中国学者的研究则是直接从政治参与层面介入,研究内容显得更为多

样化。广泛关注选举之外的政治参与活动,是国内政治参与研究的重要特征。我

国学者对于政治参与的研究比较晚，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们对政治参与

的定义，其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许多学者强调政治参与的合法性，即必须在制

度或体制内参与。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把政治参与定义为“公民自

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张友渔等编，1992：485），强调

政治参与的合法性。从以上的定义中不难看出，关于政治参与内涵的争议主要集

中于是否包括非法参与以及是否仅仅在制度范围之内进行。本文认为我们不能用

某一时期特定形式的政治参与来概括整个政治参与的形态，否则必然会得出抽象

的结论。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政治参与的内涵界定及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政治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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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状，在本研究中，政治参与主要是指公民在认同现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 进

行的各种有秩序地活动，它包括各种利益表达、利益维护的行动。这种活动是依

法的、理性的、自主的、适度的对公共决策进行个人或集体意愿表达的行为。其

中包含了政治参与的两方面要素：首先，政治参与的主体必须是公民或者公民团

体，职业政治家或国家公职人员是排除在有序政治参与的主体之外的；其次，政

治参与的对象是指影响或推动政治系统决策的活动。 

三、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首先，阶层化视角下的政治参与研究是关于阶层化后果实证研究的有益尝试

和补充。本文将关于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的研究纳入到阶层化分析的理论视角

中，为拓宽阶层化理论的研究提供了经验研究数据及进一步启示。 

其次，深化政治参与理论。传统的政治参与研究很少将阶层化视角纳入到研

究范畴，本文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探讨了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阶层差异问题，有

益地补充了现有的关于居民政治参与研究中的阶层差异实证分析的不足，扩展了

政治参与的理论研究。 

（二）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利益分化，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的急剧

变化对政治领域的影响愈来愈显著，各个阶层政治参与的不平衡性也日益突出。

在民主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及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下，如何有效满足各个阶层对

政治的参与诉求，寻求与各个阶层特点相符的参与路径，使更为广泛的人民大众

有序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是摆在我国民主建设上的主要课题。阶层化的政治参

与视角便是对上述问题的有效回应。通过阶层化的理论视角进一步剖析现阶段我

国各个阶层居民在政治参与上的差异及其成因，对于进一步形成多层次、多渠道、

多方位的政治参与模式，完善民主政治环境，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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