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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加宁副教授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标准》一文(以下简称米文),与笔者讨论政治分层

与经济分层问题 。笔者以为 ,学术上能讨论和争论是件好事情。

归纳米文的观点 ,该文在同意笔者关于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区分的基础上 ,主要提出了两

点不同观点:一是认为今天已不存在政治分层标准了;二是否认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之间的互

补关系。笔者特做如下回答。

一 、怎样看待我国今天的政治分层

米文认为“政治分层标准在 1979年以后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就烟消云散了” ,还认为如果今

天仍然认为存在政治分层标准的话“会极大地削弱我们对社会转型意义的理解 ,甚至会混淆我

们对于正常的社会状态和非正常的社会状态在标准上的判断”云云。

笔者认为 ,否认今天政治分层 、政治分层标准的存在是不恰当的。对于中国的评价 ,笔者

认为 ,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改革开放以后是经济分层占主导地位的社

会 ,这种说法要更准确一些。政治分层的存在是不依人们的爱好和厌恶为转移的 ,它在今天的

存在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如果一定要举例的话 ,那么比如说 ,政府机关在选择求职大学生时

就仍然还重视党员 、非党员这一政治标准 ,组织部门在选拔干部时还是重视政治态度等政治标

准的 。如此的例子还有很多 ,在有些领域甚至仍然存在着政治优先和政治歧视的巨大差异 。

所以 ,不要轻易地否认政治分层的存在 。

社会学多元分层思想的精华之处就在于 ,它承认社会上有几种社会分层的标准同时存在 ,

而不是只有一种标准 。当然在几种标准中 ,必有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目前 ,经济分层标准逐渐

占据主导地位 ,但同时也还有其它几套标准存在。

另外 ,笔者在阐述政治分层概念时 ,曾强调 ,它既与客观的政治权利有关 ,也与主观意识形

态有关 ,即它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 。而米文认为 ,政治分层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人为

标准 ,否认了政治分层的客观方面 ,这种理解也是过于狭隘了。正是因为政治分层有客观政治

权利方面的重大差异 ,才使得它对于中国社会有了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

二 、关于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互补关系

米文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的分配系统基本上是政治分层影响和左右着经济分

层 ,而不是存在一种互补的缓解政治紧张关系的功能联系” 。总之 ,该文多处否认政治分层与

经济分层两者之间有互补关系 。

其实 ,社会学多元分层思想的中心目的之一 ,就是要通过多重标准的划分方法 ,弥合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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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差异 、缓解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 。因此 ,几种社会分层之间的互补关系一直是存在的 。

这不仅在我国如此 ,不仅在笔者的研究中如此 ,在其它国家和其它的一些研究中也都是如此。

我们且从实证的层面上看 ,例如 ,在政治紧张的年代 ,对于一些在政治上被打倒的干部采

取“一批 、二养”的政策 ,即在经济上保证他们的较好待遇。这显然是用较好的经济待遇来缓解

政治紧张关系的做法 。米文举了一个例子:对于一个工人政治上不歧视他 、经济上也不给他发

工资 ,米文说 ,在这个例子中 ,政治和经济之间没有互补关系 。其实 ,米文缺少具体分析。笔者

也就这一例子谈一谈 。我们假设对于一个工人有三种做法:A.政治上歧视他 ,经济上不给他

发工资;B.政治上歧视他 ,经济上给他发工资;C.政治上不歧视他 ,经济上不给他发工资 。事

物总是比较而言的 ,相比之下 ,做法 A最能激化矛盾 ,做法 B和 C相对地缓解矛盾 。其所以缓

解矛盾 ,就是因为在政治与经济之间有互补关系。

米文还说 ,不同意笔者关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 ,而政治不平等

程度较高”的论断。在此 ,笔者想谈一谈怎样证明假设和怎样辩论的问题 。笔者在《政治分层

与经济分层》一文中实际上提出了两类基本假设:1.经济不平等假设;2.政治不平等假设 。对

于第一类假设 ,笔者已用实证材料做了定量的证明 ,即证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不平等程度

低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不平等程度高。对此已没有什么可再多争论的 。米文说 ,改革开放以

前 ,城乡经济差距很大。其实 ,近年来的一些定量研究已经证明 ,目前的城乡经济差距(城市居

民与农村居民消费之比例)已经超过了改革开放以前 ,这一点在学界已成为共识 。对于第二类

假设 ,笔者只做了定性的证明而没有做定量的证明 。之所以没有做定量的证明 ,是因为 ,这方

面的数据难以获得。但笔者认为 ,政治不平等假设的定量证明是可能的 ,而不是不可能的 。笔

者认为 ,诸如:政治权利 、政治面目(包括:是否党员 、是否有历史问题 、是否遇到政治问题等)、

本人成分 、家庭出身 ,这些指标是可以量化的 。因此 ,定量的证明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如果

要批评笔者的观点 ,也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 ,找出突破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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