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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制度因素与地位获得

— 兼论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结构

张 宛 丽

本文认为目前存在的三 种社会资源配置关系一权 力授 予关系
、

市场交换关系和

社会关系网络
,

分别反映了两种形 态的地位获得机制
,

即制度安排机制 (权 力授 予关

系
、

市场交换关系 )和非制度安排机制 (社会关系网络 ) ;非制度 因素在 中国社会群体

成 员地位获得 中具有独特功能
,

并导致成 员地位评价上的二 元标准一 身份标志上被

动的
“

就范
”
与地位获得上主动的

“
自我实现

” 。

在此基础上作者指 出
,

静态分层不再具

有重要意义
,

而应从社会结构诸要素的相 互关系和社会文化特性 中揭示社会地位分

配知
.

制及其根源
。

作者
:

张宛丽
,

女
,

1 9 5 4 年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

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
,

首先的并主要的是

立足于改革而致的社会分化的现实历史背景
,

观察并

分析社会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及其地位获得过程中

的分配关系和实际分布状况
,

从 而揭 示出作用于当代

中国社会群体地位分配的机制
,

以期对分层结构作出

合理性解释
。

本文仅想在借鉴 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
,

尝试做些解释性的探讨
。

一
、

目前被研究者所认识到的

三种社会资源配置关系

从 1 9 8 5 年前后 至今
,

已有一些 国内外学者对当

代中国社会资源配置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
,

并提出了

一些认识
,

概括起来认为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转型

中主要存在三种社会资源的配置关系
,

即权力授予关

系
、

市场交换关系
、

社会关系网络
。

( 一 ) 权力授 予关系

权力授予关系
,

即社会资源由国家行政权力及其

一系列制度安排所配置
,

不同社会群体及其地位获得

均受到这种关系的支配和制约
。

这种关系被认为普遍存在于 1 9 4 9 年 1 9 7 8 年改

革前的社会结构中
,

且为重要的关系要素 ( 李路路
、

王

奋宇
.

199 2 )
。

受这 一关系的作用
,

社会分层结构及社

6 4

会成员的地位实现呈
“

刚性
”

特征 (王颖
,
1 9 9 4 年 )

。

改

革以来这种关系仍然 相当程度地作用于 一些社会利

益群体的地位获得
。

一种认识认为
,

社会主义计 划经

济在向市场过渡的过程 中
,

权力的作用并不会一 下子

消失 ( E le m e r H a n k i s S ,

转自孙立平
,

1 9 9 4 )
;

也有人认

为
,

随着中国市场因素的增加和扩展
,

权力授予关系

〔在此被称为
“

权力再分配
”
)将不再占据支配地位

,

虽

然这种关系自然会一定程度地存在 于 向市场过渡的

过程中 ( V i e t o r N e e ,

1 9 8 9 )
。

( 二 )市场交换关 系

市场交换关系
,

即社会资源主要依据商品交换及

其市场规则进行分配 ;不同社会群体成员的地位获得

主要依赖市场交换关系手段
。

市场交换关系的制度安

排结果
,

主要是基于 契约关系的职业~ 职阶系统 及其

地位评价
;
主要特征是成员流动性高

,

结构呈开放性
。

一般认为
,

以这种关系为基础和 主体的社会分层

结构
,

普遍存在 于现代化的工业 社会 (伦斯基
,

G er
-

h
a r d E

.

I e l飞s k i
,

1 9 6 6 )
。

在中国
,

这种分配关系则主要

是在 1 9 7 8 年以后的改革及其现代化的社会转 型期
,

借助市场经济领域的出现 及拓展
,

开始相对独立地发

展和 运作
。

目前存在于不同社会群体成员间的权 钱

交换的地 位获得现象
,

从一个侧面
,

反映 了其相对独



立的存在事实 ; 私营企业 主这一群体的崛起
,

则可被

视为是受益于这一关系的一个新兴的群体产物
。

有 一种经济学理论 〔库兹涅 茨的
“
U

”

型 曲线理

论 )认为
,

在市场经济中
,

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会不断积

累其地位优势
,

而 处于 劣势地位的人的地位劣势也在

同时向劣势积累
,

结果便是贫富悬殊
。

一项有关的实

证研究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这种理论
,

他们认

为
,

到 1 9 9 0 年
,

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出现了高收 入群体

和 低收 入群体
,

收入差距已从几倍拉开到 了十 几倍

( 王颖
,

1 9 9 4 ,
。

李培林则认为从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

来看
,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没有达到
“

两级分化
”

的程

度
;
而且

,

贫富差距更 主要的表现在财富的占有 上而

不是收人水平上
,

这种情况在中国改萤以来的社 会财

富分配中尤其复杂
,

需要做具体深入 的分析 ( 李培林
,

工9 9 4 年 )
。

不仅如此
,

一些对中国改革以来在向市场

过渡中的社会结构转型 的经验研究还得出了
“
平等化

效应
”
的结论

,

即认为市场改革井没有扩大收入的不

平等
。

在有的研究者看来
,

市场机制的导入
,

对现阶段

中 国社 会分 层结构的影 响
,

更 有意义的地方在干
,

在

原权力授予关系的
“

再分配
’ ,

体制中享有地位优势的

干部群体地位下降
.

而市场交换关系所致的地位分配

优势将 由原来体制下的穷人一 农民和企业家分享

( V ie t o : N e e ,
1 9 89 )

。

黄雅 申 (音译
,

H
、 , a n g Y a s h e n g )

的研究甚至发 现
,

1 9 7 8 1 9 8 6 年间
,

中国国家官 员和

企业雇员的收入差距在扩大
,

企业雇员的收 入明显高

于 国家官员
。

瓦尔德 ( A n d r e w W
a
l d

。 : ,
1 9 9 0 )在中国夭

津的研究表明
,

党的领导 干部的收入 在相对下降
,

国

营 部门收 入 不平等的程度降低 (转 自孙立平
,

1 9 9 4

年 )
。

(三 )社 会关系网络

社会关系网络
,

在这里有特殊的 涵 义
,

即是指将

人们之间亲密的和 特定的社会关系视为一种社会资

源
,

借助特殊主 义的社会关系机制
,

作用于 不同群体

成员间的地位分 配及其地 位获得
。

有人认为这种关系不仅普遍存在于 现代社会
,

并

且特别作用 于东亚社会 及 儒家文化圈中 ( 杜维明
,

1 9 8 4 ) ; 中国人的社会价值评价
,

更是以在这种
“

情景
”

关系中的行为结果为基点的 (许娘光
,

1 9 81 )
。

费孝通

则早在 40 年代后期就指出
,

中国 人在社会互动中因

此而形成的
“

差序格 局
” ,

恰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显

著特征 ( 1 9 47 )
。

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由汁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过渡的社会转型期
,

社会关系作为一种地位资

源
,

对社会成员的地位获得尤其显 得不可或缺
。

二
、

三种社会资源配置关系作用下的

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现象的特征

( 一 )地位不 一致性

由于这三种社会资源配置关 系的共同作用
,

现 阶

段中国社会成员的地位获得被分置 于这三种关系系

统中运作
。

因而
,

无论就群体还是个体而言
,

其地位获

得都是多元 的
;
而就群体而 言

.

地位不一致性普遍存

在
。

根据我所参加的国家
“

七
·

五
”

课题
“

我 国社会现

阶段阶级阶层结构
”

课题调研所得到 的统计资料
.

①

无论从
“

所有制
”
框架

,

还是
“

职业
”
框架所做的现有职

业群体的地位评价
,

都存 在着地位不一致现象 (参见

图 1 )
。

由此不难看出
,

①任简一种职业在收入
、

权力
、

声望三方面的位置都不一致
,

即没有一种职业在这三

方面评价上是整合的
。

②地位差别较大
。

如在收入评

价中
,

最高者为私营企业主 ( + 5 0 )
,

而最低者 ( 除
“

士

兵
”
特殊职业外 )为修理行业

、

服务行业职工 ( 一 50 ) ;

对 声望的评价
,

最高者为党政机关干部 ( 评价分 十

5 0 )
,

最低者为清洁工 人 ( 一 8 0 ) ; 对权力的评价
,

最高

者 为党政机关 干部 (评价分为 + 8 0 )
,

最低者 (除
“

士

兵
”

特殊职业外 )为农民 ( 一 40 )

( 二 )昨 制度 因素的独特作用

当社会成员身处社会转 型期
,

会一定程度地感到

缺乏地位安全感和不可把握性
;
而面对权力关系

、

市

场关系的那一套制度安排时
,

则会在受制于制度安排

的强迫性的同时
,

去寻找一种具有亲和力的
、

可直接

把握的非制度因素作为补偿
;
于是

,

社会关系作为地

位获得的社会资源的替代物
,

被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成

员所认同
。

因为
:

①中国人的地位身份观念几乎等同

于势力范围观念
,

而
“

势力
”
则源于从血缘到 亲缘

,

以

己为核心推出去的
“

熟人
”
社会关系圈子

; ②这一套可

以作用 于成员地位获得的社会关系网络的
“
圈子

”
经

验
,

对于 中国人的人际互动来说
,

已经是经历几千年

的世代相袭
、

潜移默化
,

积淀成为一种 自然而然的经

验知识
,

其所具有的取 之不竭的生命力
、

用之不尽的

丰富性和熟悉
、

方便的可操作性
,

使其 自然成为非制

① 有关统计资料 得自于课题组分别对城镇居民和 农
村 居民所做的 问卷抽样调查

。

调查时点为 19 8 7 年
1 2 )1 3 1 日

。

抽样 对象分布于
,

4t 京
、

七海
、

一IJ东
、

辽
宁

、

贵州
、

河北 六 省市
,

问卷 回收 率 9 8%
,

有效 率
9 0% (城 市 40 3 1 份

,

农村 4 70 4 份 )
。

课题组 长为中
国社会科学院何建章研 究员

。

笔者 参加 了间 卷设
计

、

抽样调 查
、

统计分析
,

主要 合作 者为北 京市社会
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戴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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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素的社会资源的替代物
;

③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

历来是以对社会关系的规范
、

习俗为底蕴和机制的
,

在此基础上的一套礼仪
、

典章及其制度安排不过轰
: 一

种外显的工具符号
。

在一个现代中国 人的眼中
,

有关

社会关系的社会生活经验的习俗及规范文化
,

已经深

蕴满足其地位功利需要的资源
、

手段了
。

非制度因素在地位获得中的独特作用
,

目前尚难

做较精确的统计描述
,

只能从经验现象中捕捉其痕

迹
。

现在观察到的现阶段较显著的有关现象
,

主要有

三种
,

即
“

权力泛化
”

的职业现象
, `’

寻租
”

一钱
、

权交换

现象
、 “

圈子
’
气一准组织现象

。

1
.

“

权力泛化
”
的职业现象

早在 70 年代
,

人们便开始尝试以 自己的职业便

利换取某种生活资料
,

出现了
“

再分配
”

制度安排之外

的以职业权力换取社会资源的现象
,

这种现象几乎覆

盖了所有的现代社会职业 门类
,

并一直延续至今
。

后

来有学者将此现象概称为
“

权力泛化
” (雷搜

,
1 9 8 8 )

。

首先
, “

权力泛化
”

现象是一种非制度安排的地位

获得现象
。

诚如雷搜指出的
: “

权力泛化是指一种由于

职业权力的迅速崛起
、

膨胀和 蔓延而出现的权力自行

分配趋势
”
( 198 8 )

。

也就是说它的性质是自发的
,

是借

助于职业系统制度安排
,

而又相对独立于制度因 素之

外的一种社会资源分配和地位获得现象
。

第 二
,

它不受制度安排中职业系统职位高低的限

制
,

而 只以社会资源的紧缺程度为条件
, “

谁实际控制

和掌握了某一种为对方所急需的社会资源
,

谁就取得

了这种权力
”

。

行为者在实施这种行为时
,

只是
“

凭借

对各种资源的控制和 掌握来迫使急需某种资源的另

一 方就范
” ,

而
“

不 管 他的职位 高低与 否
” (雷张

,

1 9 8 8 )
。

第三
,

它具有所有
“

权力
”
类型的共同特征

一

强迫

性
,

而不具有制度安排的强制性
。

当你急需对方职业

权力所据有的那种社会资源而又他求无门时
,

职业权

力的强迫性便显现出来
,

非他而不行
。

以职业权力据

有各种社会资源者
,

在
“

权力泛化
”
的行为过程中

,

其

实是在强迫另一方就范
。

第四
,

它是通过 由亲缘到业缘的关系路径运作

的
。

换句话说
,

它调动和强化了地位分配的非制度 因

素一社会关系网络
,

并且首先是以社会关系网络的传

统基本关系之 一一 亲缘关系入手的
。

当一位病人需要

住院动手术时 (急诊等特例除外 )
,

好的主刀医生及其

好的手术
、

医疗条件便成为病人急需的 一种资源
。

对

此
,

病人首先从亲戚朋友的关系圈中去寻找
,

因为
,

一

是可靠
,

二 是
. `

划算
”

交换成本低
;
而当 出现下 列三

种情况时
,

行为者
一

病 人
.

才会由亲缘关系转向求助

于业缘关系
:

①亲缘关 系圈中找不到这一资源 一好的

主刀 医生等
;

②资源不 可靠一 另有好的主刀 医生等
,

但或因科系不对号
,

或 不能 及时
、

按时提供手术服务

等
; ③亲缘交易成本过高 一 不愿负担高于业缘关系成

本的
“
人情债

” 。

第五
,

在行为者调动社会关系网络系统中的亲缘

关系运作的同时
, “

社会关系
”

亦被视作一种非制度安

排的社会资源而使用
,

这便在无形中扩大了社会成员

地位获得中非制度因素的社会资源含量
。

如果两位病

人都急需住院动手术
,

并同时都在寻找好的主刀 医

生 那么
,

谁居有这种社会关系资源
,

谁就会在地位获

得中占据优势
。

因此
, “

权力泛化
”
的结果 不仅仅导致

职业权力的膨胀和蔓延 ; 在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土壤

上
,

还成为了地位获得的非制度因素
一
社会关系资源

的一种催化剂
。

2
. “

寻租
”
一钱

、

权交换现象

伴随着 80 年代的体制转轨
,

出现了 以多种经济

成分的市场差价为 目标的
“

寻租
”
现象

,

即利用这种差

价机 会
,

将国有资产变相流入个人腰包
,

增加个人的

经济收 入
。

作为
“

高收入
”
群体中的一部分 (杨胜刚

,

1 9 94 )
, “

寻租收入者
”
在赖此增加个 人经济收入 的同

时
,

即改善并提高了 自己的经济乃至社会地位
,

可以

说
,

这是凭借
“

寻租
’ ,

手段的一种地位获得现象
。

由于

“

寻租
”
行为的隐蔽性

,

至今对
“

寻租行为者
”
的身份尚

缺乏精确的
、

量化的分析
,

只能暂借助经验判断
,

以特

征描述而做些粗糙的推理假设
。

综合经验材料
,

不难发现
“

寻租者
”
可谓遍布各行

业
、

职业
,

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特征
,

即据有广泛

的社会关系网络
,

并且凭借这一 网络
,

实现其高额寻

租的目的
。

而寻租者其实是生活在 一个
“

熟人
”
社会

(费孝通
,

1 9 4 7 )关系网络之 中
,

只不过是将
“

乡土 社

会
”
背景扩展为现代社会而 已 (至于是怎样扩展的

,

非

本文主题
,

将留待以后做专题探讨 )
。

如果没有
,

或不

熟悉中国社会结构中独特的社会关系网络
,

高额租金

及寻租机会对于行为者来说不过是互不搭界的两张

皮而已
,

他是无从成为
“

寻租者
” ,

更谈不 上借此提高

自己的经济地位的
。

目前寻租者的行为类型大致可分为两种
:
A 型行

为一
“

权与钱
”
交换

。

有相当一部分寻租者
,

正是藉此

首先向原有的
“

体制内
”
的权力部门寻觅可以在市场

体系中进行交换的权力资源
,

从而衍生出
“

权
一

钱
”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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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行为 (
“

权 钱
”
交换行为却 不独此 一种 )

,

这 种行为

引发出了
“

炒 批文
”

、 ` .

炒股票
” 、 “

炒房地 产
”

等行为现

象
,

及
“

暴富
”
的地位实现的行为结果

。

B 型 行为 抢
“

市场差价
” 。

B 型行为的寻租者
,

并不像 A 型行为者横跨
“

体制
”

内
、

外两个领域
,

攫取

权力地位差 价的高额回报
。

B 型行为者的主要活动领

域在
“

体制外
” ,

即市场经济领域中
,

主要利用市场经

济多种成份间的市场差价
,

凭借权力背景和社会关系

资源的杠杆作用
,

抢先 一步
,

攫取市场秩序差价的高

额利润
,

从而 引发出
“

擦
”

市场边际
“

球
”

等的不规则行

为现象
,

及先一步
“

暴富
”

的地位实现 的行为结果
。

B

型寻租行为并不仅仅出现于我国社会 及现阶段
。

凡是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社 会结构中
,

都存在 B 型寻租

行为 (如发达 国家中的
“

地下黑经济
” 、

因为
,

相对于

寻租 者而言
,

任何市场规范体系都是僵化的
、

有空可

钻的
;
面对可钻营的高额利润机 会

,

寻租者是决不甘

心甸伏于市场规范下而错失赚钱 良机的
。

这是由商品

及其 人格化的属性所决定的 一将社会笋系泛化 为一

种商品
、

一种社会资源
。

而我国现阶段存在的 B 型寻

租行为与发达 国家所不 同的是虽然都是凭借社会 渡

系资源获得寻租利润
.

然而通 行的行为准则却迥然相

异
,

从中不难发现东
、

西方两种不 同的文化传统 及社

会结构的深刻差 异
。

在我 国
,

B 型寻租行为是以
“

熟

人
” “

圈
”
的人际交往及人情 回报为准 则的

。

在他们

那里
,

通过社会关系 一 “

圈
”

的交易之后获得的寻租利

润已经扣除了社会关系的人际交易成本
,

谁也不欠谁

什么
,

一笔利润就是 一笔
。

但在我国则不然
。

当一位 仔

型寻租者
,

实现 了 B 型寻租交易后
,

人际成本是永远

也摆脱不掉的一 笔无形
“

债
” .

并直接影响到下一次的

交易结果
。

如果他胆敢无视
“

人情债
” ,

在下一轮交易

中象西方同行 人一样来个 陌生面孔
一“

不买帐
” ,

那就

有
“

好戏
”

了 对手会 使用各种
“

乡土社会
”
中

“

熟悉
”

的隐形手段整治得让他
“
吃不了兜着走

” ,

损失其交易

利润 乃至 在
“

圈
”

中的
“

信誉
” (在这 里

, “

信誉
”
也被行

为者笠换为一种地位资源 )
.

直至
“

挤
”
出交易

“

圈
”

。

依上述分析
,

我们似乎可以推论
:

①无论对 A 型

或 B 型寻租者来说
,

社会关系资源都是其实现寻租行

为乃至地位获得的一个重要变量
;

②当寻租行为者视

社会关系为社会资源时
,

将涵盖所有的关 系类型 从

初级的血缘关系
、

亲缘关系
,

直至地缘关系
、

业缘关

系
,

从而超越
“

传统
”

与
“

现代
”

的时限分界
; ③在 B 型

寻租行为结构中
,

由干价值观的
,

文化的
,

及其社会结

构的背景差异
,

社会资源 的功能相同
,

而影响其 后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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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结果却不同
。

3
.

“
圈子

”
准组织现象

在 已住对现代社会组织的研究中
,

研究者注 意到

了社会组织的非正式结构及其两种关 系类型
。

即一种

是组织中的非正式群体
-

一
“

这一群
” 、 “

那一群
” `·

这

种群伙可能是由于组织成员加入社会组织 时将原来

的血缘
、

地域及故 旧等关系带入而形成的
”
( 王思斌

,

1 9 95 )
。

另一种类型是在正式工作关系中衍 生出来的

非工作关系
,

并以沟通感情为目的
。

而两种关系的
“
区

别在于后者尚未形成群体
”
( 王思斌

,

1 99 5 )
。

在解释其

存在原因时
,

王思斌指出
“

是组织成 员的丰富需求同

组织满足这些需求的狭隘性之间的矛 盾所致
” 。

很显

然
,

这种对社会组织中的非正式结构及其类型
、

成因

的认识是就社会结构的 一般状态而言的
,

而且是 立足

于社会现代化常规过程的一种认识结果
。

从这 一意义

上看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结构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存在
。

然而
,

当我们将视野转向现阶段
“

转型期
”
这一特殊社

会背景
,

仔细观察社会结构中分层群体的地位获得状

况时
,

却发 现不仅存在作用于各分层群体借助组织的

非正式结构形式满足利益需求的现象
,

而且所形成的

一套
“

圈子
”

准组织系统及运行规则
,

与上述的常规性

认识有所不 同
:

①它的存在不仅仅是传统的血缘
、

地

缘关系在现代社会组织结构中的自然遗迹
,

而是组织

成员
,

特别是分层群体成员有意识选择的结果
; (公它

的存在首先是被人们用来满足分层群体的地位获得
,

而
“

沟通感情
”

的 目的被转化成为实现地位利益的手

段
、

工具 ;③除了作为
“

现代化
”
其组织行为的一般特

征 ( 即不满足干组织所提供的有限的需求服务 ) 之外
,

中国人传统的 以 己推出去 的
“

自家人
”
及其

“

圈 子
”

的

行为习惯及经验
,

借助 现代社会组织结构之体
,

而衍

化出一 套独立运行的无形的地位获得的行为机制
“
圈子

”

准组织行为机制
。

这一行为机制
,

在社会组织

结构处于常规 运行时
,

隐形于 非正式结构关系中
,

而

在社会转型期
,

则 凸现出来
,

并演化出一套
“
圈子

”

准

组织行为系统而成为一种
“
势力行为

” ,

直接作用于 人

们的地位获得
。

当作为
“

势力行为
”

的
“

圈子
”

准组织行

为参与
、

作用于利益群体成员的地位获得时
,

首先强

化了社会分层中的非制度因素
,

同时也在不断模糊层

级界限
。

费孝通在 落。 年代分析中国 乡土社会结构的格局

时曾提出
“

圈子
”
概念

,

用以描绘中国社会结构的 基本

特性 ( 1 9 4 7 )
。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
,

早已被改变为现代

社会性质
,

又经历 r 1 9 7 8 年后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
,



按说应当演化为西方现代社会的
“

团体格局
” ,

然而实

情形却并非如此
。

在现代制度安排的一套地位分配系

统之外 (之背后 )
,

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传统特性仍然存

在
,

并巧妙地作用于现代人的地位获得行为
,

甚至于

构成了现代中国人地位获得的非制度安排的另一套

准组织系统一
“
圈子

”

的准组织系统
。

目前所观察到的
“

圈子
”
的准组织地位现象

,

大致有如下几类
:

甲类
一
作用于传统农民利益群体地位 获得的

“

圈

子
” 准组织现象

这种现象首先可以从
“

都市里的村庄
”
一

“

浙江

村
” 、 “

安徽村
” 、 “

河南村
”
的

“

农民工
”
聚居形态上辫析

出来
。

当大批农村劳动力转移 至城市
,

而城市的
“
户籍

制
”
仍然排斥接纳他们的时候

,

他们便很 自然地运 用

自己于
“

乡上社会
”

中早已熟悉的那 一套经验
,

来修补

自己的地位缺失
,

这就是
“

家
”
及网络关系的照搬 及外

推至城市社区生活中
,

以血缘一亲缘一地缘关系为纽

带
,

在去打工的城市的边缘地带聚 居以求相互照应
,

从而形成
“

都市里的村庄
” 。

他们之所以选择这种聚居

方式打入城市社 区
,

恰恰是获得与城市人相同的地位

而无奈于城市户藉制度安排之外的一种最经济
、

最熟

悉的地位获得的
“

圈子
”
的准组织行为

。

这种现象
,

还

可以通过
“

农民工
”

进城的运作形式观察到
。

无论是进

城做工的
“

打工仔
”
或是

“

打工妹
” .

除了极少数是由地

方政府或企业
一

单位安排
、

介绍进城之外 (如 城市与农

村妇联对 口 安排的
` ·

家庭服务员
” , “
农转非

’ , , 孟顶替
’ ,

等 )
,

绝大多数都是 以血缘 亲缘
一

或地缘关 系为纽

带
、 “

滚雪球
”
式地向城市发展

。

例如从事
“

保姆
’

工作

的
“

打工妹
” ,

往往是 以
“
安徽帮

”
、
“
河南帮

”

等地缘关

系一引十
、

十引百地进 入城市各个家庭
。

再如从事收

废品工作的
“

打工仔
”
们

,

更是如此以某一地 方的农家

子弟串联
、

组织起来
,

划地为牢
,

相互关照
。

在这里
,

流

动进城的农民工并不是象一般指称的那样是
“

盲流
” .

而是以
“

乡土社会
”
的

’ `

圈子
”

准组织系统及其经验为

支撑的
。

从心理特性 上讲
,

一位农民个体进入城市
.

必然

会产 生面对大城市现代化社会生活的邹百生感
”
及其

紧张与不适
,

而他首先的
、

本能的反映则是从既 注的
、

“

熟悉
”
的社会生活经验中寻求

“

出路
”

、 “

办法
” ,

而
“

熟

悉
”

的那一套经验就是
“

圈子
”
及其准组织经验

。

从这

一意 义上
,

我们也可以说
, “

农民
”
阶级这个传统社会

分层群体在进入城市化现代社会生活时
,

往往是凭借
“

圈子
”

的准组织系统及其经验来调整自己的阶级利

益而致地位获得的
。

` 类一 作用于现 代城 市利益群体地位实现 的
“
圈

子
”
准组织现象

无论在企业
、

事业单位
,

也无论什么职业
、

行业范

围的任何一个现代城市利益群体
,

自 1 9 4 9 年以后
,

在

高度组织化
、

行政化的社会分层结构中
,

其利益实现

都呈现出
“

刚性
”

特征
,

这似乎 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 王

颖
,
199 4 )

。

确实
,

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分析
,

得出这一认

识是符合逻辑的
、

合理的
。

然而
,

当我们转换一下视

角
,

深入到 人们的地位获得的实际情景中去再观察
、

再分析后
,

非制度因素及其地位实现的另一套系统便

显现了 出来
,

这就是普遍存在于中 国现代单位组织中

的
“
圈子

”
准组织系统

。

两位同样学历
、

资历
,

并同为一 个阶级群体的成

员
,

同处于一个单位组织中
,

处境却大不一样
,

一位处

境好
,

一位处境不好
,

因为处境好的是被视为
“

圈内
”

人而得 到了
“

圈子
’ ,

的关照
。

同样
,

无论你的学历
、

资

历
、

或是
“

阶级
”
归属怎徉

,

只要被接纳为
“

圈内
”
人

,

你

都可 以在单位中获得一块
“

风水宝地
” ,

享受
“

圈子
”
的

利益好处
,

而这种利益好 处往往满足了或改善了成员

的地位利益
,

甚或突破了
“

刚性
”
的阶级地位的局 限

。

“

圈子
”

对于一个现代个体来说
,

是其地位实现的最可

靠
、

最基本的
“

单位
” 。

丙 类
一
作 用于干部利益群 休地位实现 的

“

圈子
”

准组织现象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

目前还很难对干部利益群

体做出定量描述
,

然而来白经验层面的观察使我们确

信这一群体不仅客观存在
,

而且其地位状况要优越干

其它各个地位群体
。

也许可以暂时这样粗略地给干部

利益群体下个不精确的定义
:

干部利益群体是指在国

家生产及行政管理领域享有被赋予的决策权
、

管理权

等相应的特殊权力及其地位的领导干部群体
。

自 1 9 7 8 年 以来
,

市场经济成份的介入
,

从理论上

讲
,

应当导致干部利益群体的地位状态发生不一致的

变化 ;然而
,

由于实际上社会结构是以
“

有计划的市场

经济
”
定位的

.

这就给干部利益群体预设了
“

权
一

钱交

换
”
的活动 空间

.

使之成为唯一一个最有条件保持地

位一致及其地位优势的利益群体 (至于这一群体的地

位状况 与改革前后制度安排的关系
,

非本文主题
,

在

此 只是表明我个人的一种认识
;
对此

,

尚有不同认识

及争议
,

可参考孙立平的有关介绍
,

1 994 )
。

这一群体

又是较充分地体现以 己推家及国的中国传统社会结

构特色
、

而又被中国现代社会结构高度制度化的利益

群体
。

从阶级意识上观察
,

唯有这 个利益群体是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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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的
,

即充分意 识到对 国家具有的不 盯推卸的管理

责任
;
而这种责任感

,

不独是 现代社会职能分工的意

识反映
,

更揉和 了中国传统社 会结构中那种以 己推家

及国的
“

天下为家
,

匹夫有责
”
的观念

。

如此反观其群

体行为模式
,

兼具传统
“
圈子

”
及现代组织两套机制

。

在干部利益群体中
, “

圈子
”
对要不断提升自己的

“

如 导
”

地位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

即使你的
“

政绩
’ ,

很

好
,

但 如果进不了
“

圈 子
”

里
,

那么你的地位提升就要

慢 得多
,

甚至有可能爪 为内部纷争的牺牲品
。

反之
,

当

千部 利益群体上 层
“

领 导班子调整
”
时

,

一位
“

政绩
”

好
,

人际关系也不错
,

而 又 不是任何一方
“

圈子
”
里的

“

亲信
”

者
,

又有 可能作为各方
“

圈子
”
不得 已 而妥协所

选 巾的中立人选
. `

圈子
”

在干部利益群体均地位实现

中
.

好似 一个 幽灵
,

无所不 在
,

又补通广大
。

在地方
一

各

级领导研子中存在的所谓
“

七 大姑
、

八大姨
”

的
“

熟 人

圈子
” ,

在中央各职能系统中存在的所谓 又派
、
火 丫

帮
:

)
、

`戈
、 “

自己人 圈子
” ,

等等
一

都反映 了它的客观存

在
; 而所谓

“

既要好好干
,

又要会活动 (位关系 )
”

的
“

升

迁
”

经验
,

更 充分地印证了它的无形之力
。

由于
“

四子
”

在干 部利益群体 内部的独特作用
,

使其成 员对于社会

关 系网络系统及其运作非常熟悉且 日臻成熟
;
不仅培

养 出将社会关系视为重要的地位资源的意识
,

甚至 注
“

圈子
`’

生活经验 中
,

也 日益积累了优干其他利益群体

的社去关 系资源
;
因而

.

当
. `

市场经济
”
在体制外开辟

出一块极富挑战性的生存空间时
,

他们便成为最有条

件 以其 独 具的优越的社会 关系资源进行
“

权一钱交

换
”

而保持地位优势的一个利益群体
。

综合 上述 三类
“

圈子
”
准组织现象

,

不难看出
, “

日

子
”
系统接纳其成 员的身份识别主要是靠

“

拟亲缘
”

了
杨宜音

.

生9 9 ” 过程来完成的 当 一位个体被
“

圈 内
”

六
、

视为
“

哥们儿
” 、

朋友 时
,

他 才有进入
“

圈子
”
的身份

资格
,

否则
,

是不
“

够份 J七
` ,

的
,

并被排 除 在
` ’

圈 子
”
乙

抓
1 `

圈 子
”

所具有的是模糊层级界限而满足地价实现
·

: 功能
;

一

它是 以
“

拟 亲缘
”

而为
` .

自空 人
”

的形式 及机

击小以
“

社会关系网络
”
为路径 咨作的 一方面它巧妙

地将现代政绩的地 位评价系绞 井 于
“

似亲烧
”

的关 系

网络之中
、

从而模糊了科层制的组只规 则
; r

弓
一
方面

,

它又 促使其 成 员沿 着业缘关系一拟亲缘关系
一

, 地缘

关系的方向蜕变
、

“

圈子
”

系统是靠权威及共认同而 组织运作的
, ’

己

不 具有权力的强迫性
,

并排斥权力规 则
。

这一组织习

性可远推 至恨深蒂固的
“

乡
万L社 会

” 以
`

己
”

为核 合的

经验 及行为模式
, J
主是 匕不同于

一

般意义 上现代 }
、
的

7 ( )

“

非组织
”

行为倾向的本土传统
。

渗透 于现代龟位组织

中的
“

圈子
”
系统对权威的认同也不同于传统社会 组

织
。

在那里
,

基于传统亲缘关系及其心理行为模式的

封闭性
, “

圈 内
”
人的行为准 则是单向的

“

知 恩必报
” ,

“

报
”
且兼具义利

、

情理各性
;
而在现代组织 系统中

,

由

于
“

圈子
”

成 员间的基大关系是依附于 业缘关系衍化

出的
“

拟血亲
’

关系
,

因而具有相对的开放性
, “

圈 内
”

人的行为准则是
“

相互关照
” ,

虽然这 一准则的背后仍

然具有
“

报
”
的实质关系

,

但已经 不 是简单的
、

单 {勺的

运作
,

而转变 为双 向运作的交换关系
。

三
、

非制度因素与现阶段中国

社会群体地位获得

(一 ) 关于 现阶段 中国社 会群 体地位 获得 机制 的

假设

如果我们假设 目前所认识到 的三种社 会资源配

置关系一 权力授予关系
、

市场交换关 系及社 会关系网

络
,

在对现 阶段 中国社会各个利 益群沐的地位找渭发

生着作用
,

那 么
.

我们也就不得 不承 认 任 协; 明 段
’

川

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两种 形态的地位获 旱机制
一

印制
:
觉

安排机制 (也称制度因素 ) 与非制度安排州
`

刷
了
也称非

制度因素 )
;
权力授予 关 系与市场文换关系属干制 度

因素
,

而社会关系网络 属于 非制度因索
, ’

者和 耳竹

用
,

具有相关性 ( 见图 2 )
。

二下一不

1 花
刀

i
- -

- - - -

一
{甩 1见稠寻「- - -

一
制度囚 东

!
一

社百关票 {邵川

图 旦
.

现阶段巾旧社会群体地 仁获 ;呼口{倒

在庄 意剑权力授 于关 茶
、

市场交换关 杀这一 制度

安排招饰lJ 及其 作月足 周 叮
, 一

性研气 茸对 非制
i
变安 排

妈制 社 全关系网维 及其 由能 户以更 多的 关汗
.

这 神

研岁彻
:
向不是友右追理的

。

首先
`

在体制转型中
、

源于 改策前的社 会王义计

划 经济
“

再分配
”

体制的权力授 予关 系的作用 !; 降

( vi ct
o y N 。。 1 , 9 3 )

,

而属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 交

换关 系的作用上升
.

然 而这两种制度因素在体制转型

中的状态都是不稳定的
。

虽然
,

从理论 上讲
,

伴随体制

转 型过 程的社会报酬分配会从对
“

权力者
”

有益转 向

对
“

市场者
”
有益约 方向发展

;
但是

,

无论
“

权 力者
”

还



是
“

市场者
” ,

都不可能完整地或顺利地占有权力资源

或市场资源
,

因 为转型期社会结构体制的不稳定特

性
,

决定了二者所各白凭借的资源配置 的制度规则的

不完整性及脆弱性
;
这就必然导致行为者为其地位获

得 r 如权刀者在尽力修补将会下降的地位优势
,

市场

者在努力把握将要提升的地位优势 ) 寻找补偿地位得

失的一种替代手段
。

从逻辑上讲
,

它自然使得原本存

在的
、

制度安排之外的非制度因素凸现 出来
。

其次
,

当西方现代社会在获得了科学技术的 直接

推动力
,

并依赖于社会成员以
“

自我
”

为中心的利 益驱

动机制发展运作时
,

一 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逐渐意

识到
“

在现实生活中
,

个 人并非独立地行动
.

目标也并

非以独立 的方式予 以实现
,

个人追求的利益更 不是完

全 以自我为中心
。 ”
他们发现

, . `

行动者拥有某些资源
,

他们部分或全部控制着这些资源
,

并有利益寓 于其

甲
” ,

而
“

行动者为 了实现各 自利益
,

相互进行各种交

换
,

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的控制
;

其结果
,

形成了持续

存在的社会关系
。 ”

(詹姆斯
·

科尔曼 199 。 ) ; 并且这

种个人关系及其社会关系 网络普遍存在 于 人们的地

位获得过程中 ( 贝克
,
1 983

;
格兰维特尔

,

1 9舒
;
转 自科

尔曼
,
1 9 9 0 )

;
不仅如此

,

一些研究者经过研究甚至 证

实
,

人们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实现地位获得
, . `

超出根 据

结构因素对其进行的预测
” (转自科尔曼

,

1 9 9。 )
。

(
一

二 、 关于 社会关系网络 与地位获得的 某些假设

1
.

社会关系的资源特性

作为非制度因素的社会关系网络之所以成为现

代社会群体成员地位获得的另一套机制系统
,

并发挥

着 一定的作用
,

显然是因 为它所具有的社会资源
,

特性

所决定的
,

因此
,

也有人称之 为是个 人地位获得的社

会资本 (詹姆斯
·

科尔曼
,

1 99 。 )
。

对这一特性的认识
,

来 自于两个方 面
,

其一
,

当成 员凭借社会关系网络去

争取其地位利益时
,

社会关系网络 已经具有了配置社

会资源的功能
,

这一功能是经过成员的个体占有 (成

为一种个人资源 ) 和地位获得的交换行为而实现的
。

其二
,

社会成员的地位获得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
,

其

行为驱动来 自于 两个方面
:

一是 对地位利益的高期

待
,

二是对个人资源的充分占有
。

当成员间实施地位

获得的交换行为时
,

谁占有的社会关系资源越充分
、

越有效
,

谁就越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地位 目标
;
因此

,

占

有社会关系资源本身
,

便可成为成员个体的一种身份

标识
。

对此
,

韦伯 (M a x
w

e b e : )曾认识并论述过类似

于以这种资源占有方式存在的具有社会声望特殊资

格的社会团体 ( 1 9 0 0 )
;

费孝通则在分析中国传统社会

结构中
,

发现 了类似于以这种资源占有关系
“

推出去
”

的
“

圈子
”

群体现象 ( l 叭 7 )
。

2
.

社会关系的资本增殖特性

当社会关系被社会成员赋于地位获得的社会资

源特性时
,

已经是社会成员对其最初拥有的社会关系

血缘关系
、

亲缘关系
、

地缘关系
、

业缘关系等经过筛

选加工过的了
,

即具有社会资源特性的社会关系是寻

求地位利益的行为者的一种行为产品
;
而且经过行为

者在地位获得行为中的再生产
,

社会关系资源被不断

附加新值
,

遂使社会关系的资本增殖
。

由此
,

我们可以

推论当社会关系被社会成员作为地位获得的社会资

源使用时
,

它已具有了再生产及资本增值的特性
。

社

会关系的再生产 及资本增殖主要是经过两种方式实

现的
:

一是社会成员将有利于地位获得 的个人关系

(包括业缘关系 )经过
“

拟亲缘
”
过程 (变

“

同事
”

为
“

哥

们儿
” ,

变
“
他

”
人 为

“

自家
”
人 )生产 出来

,

并以
“
拟亲

缘
”
机制不断复制生产这种个 人关系

,

以致结构 出个

人地位获得的社会关系网络
;
二是主要依靠送礼的物

质投入 和礼尚往来
、

相互关照 的情感投入
,

在不断地
“

拟亲缘
”

的生产过 程中
,

使关系资本增殖
。

对此假设
,

已在有关的实证研究中被初步验证
。

彭庆恩在对现阶

段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包工头群体地位获得的实

证研究中证实
:

包工头通过占有关系资本而占有生产

方式
,

从而获得了较多的资源
,

并获得了高于 一 般农

民工的地位
;
为了维持并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

,

他

们通过送礼物
、

给
“

红包
”
(钱 )

、

给
“

回扣
” 、

给
“

提成
”

等

物质利益手段和人情投入联合运作
,

努力谋求关系资

本的再生产及增殖 ( 199 5 )
。

李路路在对私营企业主的

地位获得的实证研究中也发现
,

私营企业主在其地位

获得行为中
,

只是选择并依靠那些与自己的经营范围

有关的亲戚
、

朋友的个人关系去运作
,

而对不直接作

用于自己地位获得的亲
、

朋关系则不被纳人其社会关

系资源网络
,

他们编织和生严的是
“

一个 〔质量 )较高

的社会关系网
”
( 1 995 )

。

3
.

社会关系资本的不可替代性

作为一 种具有配置社会资源特性的社会关系资

木
,

在作 用于社会成员实 现某 一地位 目标时
,

是以成

员的个 人占有即排他性为特征的
。

由于源于成员的人

际关系结构中
,

而又是以 特殊主义的 人际关系 (帕森

斯等
,

19 5 3
,

1 9 9 4) 为基础的
,

因此
“

为某种行动提供便

利条件的特定的社会资本
,

对其他行动可能 无用
,

甚

至 有害
。 ” (詹姆斯

,

科尔曼
,
1 9 9 0) 从这一意义上讲

,

它具有不可替代性
。

另一方面
,

社会关系资本的功能



实现
,

取决于 与行为者的关系距离和关 系的亲密程

度
.

也就 是说
,

行为若为某一地位 目标积蓄社 会关系

资本时
,

是在特殊主义关系网中于 自己的关系距离与

亲密程度两个维度 上
,

选择并实现个人的占有的
。

( 三 ) 炸制度 因素与现 阶段 中国社会群 休地位 获

得

作为非制度因素的社会关系资源
,

就其性质来说

属于传统性社会结构因素
,

其有效运作依赖于社会结

构的封闭性
、

稳定性 (詹姆斯
·

科尔曼
,
199 。 ) ;

而现 阶

段的中国社会结构处千转型 期
,

传统社会结构的封闭

性
、

稳定性状态已被打破
,

从逻辑上讲
,

社会关系资源

在社会群体成员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应当是有限的
,

然

而在实际情形中
,

它却 成为异常 活跃的一个功能要

素
。

面 对这
一
矛盾现象

,

我们至少要思考和 回答三个

方面的问题
;

一是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和作为非制度

因素的社会关系资源的相对独立性
;
二是它在中国社

会群体地位获得中的特殊性
;
三是是否需要转换我们

对社会分层结构功能的认识视角
。

1
.

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关 系资源的相对独立性

在上述有关分析中
,

我们已经从社会关系资源的

特性及功能上获得 了其相对独立性的一些认识
。

在

此
,

让我们再从现代社会群体成员地位获得的行为机

制角度提炼一下我们的认识
。

作为追求地位利益的现代社会群体成员
,

满足地

位需要的条件首先是从现代社会结构的一系列制度

安排中获得的
;
然而

,

再理想的制度安排
,

对干行为者

来说
,

都会是僵硬的一个客体对象
,

行为者则始终具

有突破制度安排的僵硬边界的主体冲动和行 为能力
;

当行为者 从现有的社会生活关系中获得并占有与其

地位利益有关的信息不断增多时
,

他的主体冲动就会

越愈强烈
,

他 也就越愈增强 了冲破制度 因素的限制以

求满足地位需要的行为能力
;
而现代社会结构的开放

性
,

则为行为者获取并占有有关的地位利益信息提供

了最大的便利
。

对一个具有强烈的地位需求
、

并占有

了
一

定的地位资本
、

具有地位行 为能力的行为者来

说
,

他可以 在一定程 度上无视制度安排的僵硬限制
,

更可以跨越传统与现代的时间差与空间错位
。

从这个视角上看
,

社会关 系网络和社会关系资源

的相 讨独立性不仅是可能的
,

更是现实的
。

2
.

社会关系资源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群体地位获

得中的特殊性

如前所述
,

在中国
,

社会群体成员的地位观念是
“

势力
”

观念
,

而不全是西方社会 中的
“

身份
”

观念
,

从

7 2

这个意义上说
,

中国社会结构的地位分配系统中
“

层

级
”
的对应物是

“

范围
” ,

也就是费孝通所发现和描述

过的反映势力范围的
“

圈子
”
的

“

差序格局
”
( 194 7 )

。

以

“

圈子
”
圈定势力范 围并形成

“

差序 格局
” ,

可以说是中

国传统社会结构地位分配系统的特征
。 “

圈 子
”
势力范

围的形成主要依赖社会关系网络
、

以 己为核心的观

念
、

对
“

信任
”
的情景需要及相应的行为规范

。

“

圈子
”
及其势力范围的存在

,

除 了上述的那些类

型
,

还有一些实体现象
,

比如近年来活跃于 中国农村

社 区的续家谱
、

宗族谱等的
“

联宗
”
现象及实体组 织

。

再 如改革以后出现的横跨传统农村社区与现代城市

社 区的
“

小城镇
”

现象
,

和横跨体制内外的
“

乡镇企业
”

现象
。

前者在一 定程度上
,

具有农民群体不得 己而创

造的显示 其地位能力的势 力社 区的因素
;
而

“
乡镇企

业
”

则可从特定角度视为地方精英群体向中央政府显

示其地位势力的经济实体
。

1 9 4 9 年以后建立的社会结构地位分配系统
,

反

映地位势力的传统结构的
“

差 序格 局
”

从制度形式 上

消失了
.

而代之 以
“

权 力
”
分配 为核 公的

“

身份制
” :

然

而
,

社会成员对社会关系网络及资源在地位获得中的

经验及认同
,

却并未随着地位制度安排形式的转换而

消失
,

甚至发展出既承认现有制度安排结果
,

又偏爱

并运 用传统的非制度因素的地位获 得功能的双重需

求及行为
。

因为他们是从中国文化传统 中脱胎而来的

现代中国人
,

其地位观念 及行为方式更是从中国传统

社会结构地位获得经验中延伸而来的
;
比之于 现代

“

身份制
”
的那一套制度安排的生长点

,

传统的
“
圈子

”

势力的运行规则是更熟悉
、

更亲近
、

更可靠的
“

根 系
” 。

这种现实的二元认同行为
,

实际上赋予了现代中

国社会结构地位分配系统的二元特性及功能
,

即用传

统的
、

社会关系网络及资源经验去模塑现代分层系

统
,

使之产生制度安排的形式与功能实现的二元分

化
。

因此
,

至 1 9 7 8 年改革前的现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

在研究者眼中是僵硬的
,

而 在行为者那里却是富有弹

性
、

有空可钻的
,

并导致社会成员地位评价上的二元

标准 身份标志上被动的
“

就范
”
与地位获得上主动

的
“

自我实现
” 。

这种情形可以从前述的
“

权力泛化
”
及

“

圈子
”
准组织的地位获得现象中观察到

,

还可以从

6 0 年代末
、

70 年代初开 始的
“

送 礼
”

而求地位实现的

时尚中窥见一斑
。

荷兰君 ( I3e t t i n a G r a n s o w )在对中国

8。 年代开始的
“

送 礼
”
时尚所做的功能分析中便指

出
: “

中国送礼的结构和逻辑与帮派主义的关系网是

紧密相连的
” , “

不断的送礼和帮忙的成果
,

不 仅被视



为是期望值
,

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

因为这是表达和 强

化帮派主义态度的具体方式
”
( 1 9 9 3 )

。

只不过
,

此阶段

社会成员在地位获得 中奉行的二元标准和行为模式

并未获得充分实现的社会条件而 已
。

当 1 9 7 8 年以后
,

社会体制引入市场经济成份而

出现 了体制转型
,

这 一社会结构的变动
.

对于地位获

得 的行为者而言
,

诚如孙立平所指出的释放 了
“

自由

流动空间
”
和

“

自由流动资源
” ( 199 3 )

,

使行为者获 得

充分实现二元标准和地位获得的二元模式的社会条

件
,

而社会结构中社会关系要素及其在社会成员地位

获得中的功能也便同时凸现在研究者面前
。

3
.

重新审视社会分层结构功能

当我们从社会关系及其资源特性去认识非制度

因素在现 阶段中国社会群体成员地位获得中的作用

时
,

我们便遇到了科尔曼曾指出过的认识情境
: “ `

社

会资本
’

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社会结构的下述功能
,

即行动者以此种结构 为资源
,

可以实现自身利益
”

。

“

社会资本通过识别社会结构的这种功能
,

既 有助于

解释微观现象的差别
,

又有助 于实现 从微观到宏观的

过渡
,

而无须具体阐述相应的社会结构
。 ”

( 1 9 9。 )的

确
,

在我们以往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地位分配系统时
,

往往是以制度要素为主 要认识框架的
;
到今天

,

我们

起码应当认识到作为非制度因素的社会关系网络及

社会关系资源也是 一种地位获得的结构要素
,

并且由

于它的介入
,

静态分层不再具有重要的认识意 义
.

,

而

使我们的认识更接近于地位分配系统的功能实现
。

《战略
一

与管理 》
,

1 9 9 4 年第 2 期
; 《 “
自由流动资源

”
与

“

自由流动空间
”
》

,

《探索 》
,

1 9 9 3 年第 l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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