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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2一1 9 93年
:

中国职工状况的分析与预测
一一对 5万名

一

职工的问卷调查

冯 同 庆

本分析对 1 2 9 9年中国职工状况的描述
,

以 1 9 9 2年进行的一次 5 万名职工间卷调查为基础

(见表 工)
。

为了把握 1 9 9 2年职工状况发生的变化
,

我们以 19盯年进行的一次万名职工间卷

调查为参照 (见表 1 )
。

这种对照比较分析
,

还有助于我们了解 19 93 年中国职工状况发展的

趋向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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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1 91 9年 1 99 2年

类 别 人 数 有效百分比 人 数
6 3 7

有效百分比

1
.

5

3
.

性别

6
.

8

1 0 0

月任代 J U n,ion八U氏J才性nUlaJ任nU

,几,上

类 别

金融保险业

国家机关
、

政党机关

和社会团体

3
,

性别

男

女

4
.

年龄

35 岁及以下

35 岁以上

QUAù

男女

9一OU

污Jt .八O

.

……
八曰,1non八J月bn目qùnUOJ

ù”甘曰匕月任n卜.口J任nqÙQ自.任
`

工
`
11二

j任咋.心J110口勺d

……
们月七浦吮Q自
月Oné内̀J住̀ō“q甘dù,工nù户nZ

`
工
..几

4
.

年龄

35 岁及以下

35 岁以上

5
.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共青团员

其他群众

6
.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中专
、

技校)

大专及以上

7
.

所在单位所有制性质

全民

集体

三资

7 94 7

4124

3 82 3

807 8

4295

3783

6 461

1916

134b

3205

776 9

500

2692

3286

12 9 1

8326

5609

2028

689

.

7

.

3

月住今̀月任

今白00

631026008313

职工内部构成

工人

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就业身份

固定工

合同工

临时工

841 9

5338

858

22 2 3

78 明

65 66

1085

2 37

8
.

3

I D0

2 5
.

0

2 3
.

9

5 1
.

1

100

6 O

33
,

7

40 1

20
,

1

100

7 3
.

9

22
.

5

3
.

0

0
。

7

100

55
。

7

18
.

5

25
.

8

3
.

0

10
.

工龄

10 年及以下

11一20 年

2 1一30 年

31 年及以上

11
.

所在单位性质

企业

7982

24 82

268 9

2070

74 1

847 9

8419

100

1 00

33
.

7

25
.

9

9
.

3

100

100

3 043

45082

24 630

20453

4 5096

23 292

218 04

44 699

11 18 3

106 68

22848

45090

2716

1 51花

18142

9056

450 83

3 3309

10 129

1 3 52

294

45000

25 065

830 5

1 163 0
/

4500艺

38157

5弓8 8

849

40 7

4509 8

137 90

149 17

1 19 50

4441

45000

33290

8445

3264

100

84
.

8

12 4

1
.

9

0
.

9

1 00

30
.

6

3 3 1

26
.

5

9 9

100

7 4
.

0

18
.

8

7
.

3

调查单位
:
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属中国工运学院

调查时间
: 1991 年11 月

} 5
.

政治面貌

} 中共党员

} 共青团员

} 其他群众

1 6
.

文化程度

l 小学及以下

{ 初中

l 高中 (中专
、

技校)

} 大专及以上

} 7
.

所在单位所有制性质

} 全民

} 集体

} 三资

} 其他所有制

} 8
.

职工内部构成

} 工人

} 技术人员

{ 管理人员

1 9
.

就业身份

} 固定工

} 合同工

} 临时工

} 其他

一10
.

工龄

1 0 年及以下

1 1一20 年

21一30 年

31 年及以上

11
.

所在单位性质

企业

事业

机关团体

调查单位
:
中华全国总工会

调意时间
: 1992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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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的日常经济生活
,

其劳动识极性状况
,

以及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态度
,

是本调查对中

国职工一般状况进行描述分析的主要内容
。

职工 内部阶层
、

群体的社会分化
,

尤其是国有大

中型企业职工地位的变化以及企业职工的内部阶层差异
,

是本调查分析着重研究的方面
。

职

工社会分化虽然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
,

却反映了社会结构的转型
、

经济体制的转轨和职工思

想观念的变化
。

一
、

职工一般状况的分析

1
.

日常经济生活仍然是职工关心的首要问题

1 9 9 1年
,

企业职工对 日常经济生活的关注处于突出地位
。

他们对关系到企业和个人的 1 8

项间题 (如企业生产经营
、

内部风气
、

集体合同
、

职工代表大会
、

个人社会 地 位
、

职 务 职

称
、

工作岗位
、

与领导关系等 ) 的关心度排序
,

处在第 1
、

2
、

3 位的是个人经济收入 (平

均值为 3
.

4 2 6 6 ,

中位值为 2
.

5 ,

下同 )
、

个人住房条件 ( 3
.

3选8 9 )
、

企业生活福利 ( 3
.

2 4 3 7 )
。

这都属于职工 日常经济生活问题
。

关心度高
,

源于满意度低
。

职工对个人经济收入 ( 2
.

1 5 0 1 )
、

个人住房条件 ( 2
.

0 9 7 3 )
、

企业生活福利 ( .2 2 0 6 8 ) 的满意度分别排在第15
、

17
、

14 位
。

这

种对日常经济生活的关注
,

从职工的职业流动意愿上也得到反映
。

在想离开本企业的职工中
,

由于经济收入低而想离开的占5 9
.

9% ; 而不想离开本介业的职工中
,

由于经济收入较高而不

想离开的仅占3 5
.

5 %
。

19 92 年
,

职工对 日常经济生活的关注仍处在首位
。

在对职业流动的首要考虑因素进行选

择时
,

首要因素仍然是
“
有较高的收入

” ,

占3 0
.

8%
。

其余的因素
,

如
“

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

( 12
.

6% )
、 “

职业稳定有安全感
”

( 2 6
.

3% )
、 “

能 满足个人爱好
”

( 9
.

1% ) 等均 处于

次要地位
。

这种关注仍然是实际生活需要造成的
。

据统计
, “

入不敷出
”
和

“ 收支相抵
”
的

占47
.

哪 l(z
.

1% +3 5
.

8% )
,

几乎占一半
。

即使是家庭经 济 生活
“
略 有节 余

” 、 “
节余较

多
” 、 “ 比较富裕

” 的职工
,

在结余收入的用途上多数仍用于经济方面
。

首先用于
“
改善饮

食买高档消费品
”

( 32
.

5% )
、 “

买房子
”

( 1 8
.

7% ) 的 占5 1
.

2%
。

其次才是
“
储蓄或购买

股票债券
”

( 1 9
.

2% )
、 “

为提高和发展创造条件
”

( 2 2
.

0% )
、 “

旅游
” .( 2

.

6% )
。

职工

对住房状况的评价同对经济收入的评价相仿
,

认为住房
“
拥挤

”
和

“ 比较拥挤
”
的占 4 4

.

1%
。

因此
,

职工在对哪些生活问题最重要进行选择时
,

对
“
家庭收入

” 、 “
住房

” 的选择占9 0
.

7写

( 6 9
.

1% 十 2 1
.

6 % )
,

对
“
购物及生活服务设施

”
( 3

.

3% )
、 “

社会治安
” ( 4

.

6% )
、

“
交通

”
( 0

.

7% )
、 “

业余文化生活
”

( 0
.

7% ) 的选择仅 占9
.

3%
。

近几年来
,

职工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

但由于物价总水平上涨较快
,

加之经济的发

展客观上提高了职工的生活期望
,

职工的实际生活水准仍有待于进一步改善
。

2
.

职工劳动积极性总体上仍处于一般水平

从 1 9 9 1年的调查统计看
,

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总体上处于
一一

般水平
。

企业职工的合理化建

议活动是反映职工劳动积极性的典型指标
,

这方面的指标显示
,

具有积极劳动态度的职工大

约 占一半
。

提出合理化建议的人数为 45
.

3%
,

其中生产经营管理
、

技术改造和产品质量方面

的建议占7 0
.

6 % ( 39
.

9% + 3 0
.

7% )
,

其余为生活福利
、

劳动保护等方面的建议
。

企业职工

对企业的发展虽然不尽满意
,

但表现出相当的关心
。

比如
,

他们对企业生产经营 (平均值为

2
.

49 52
,

中位值 2
.

5 ,

下同 )
、

企业劳动竞赛 ( 2
.

5 8 0 0 ) 的满意程度不高
,

关心度却颇高 (分



别为3
.

1的台
、

2
.

夕3 9 。 )
。

当然
,

职工对
一

待劳动的消极态度也是明显的
。

职工走进企业时感到愉快
、

平淡
、

厌烦的 分 别 为 3 1
.

9 %
、

5 9
.

1%
、

9
.

。% (平 均 值为

2
.

22 84
,

中位值为 2)
。

职工在工作时感到时间过得很快
、

较快
、

较慢
、

很慢的分别为 21
.

9%
、

48
.

4%
、

2 3
.

2%
、

6
.

5% (平均值为 2
.

8 5 7 7
,

中位值为 2
.

5 )
,

总体上缺乏充实感
。

职工劳动积

极性不太高的重要原因是个人能力难以充分发挥
。

比如
,

因能力无法发挥而想离开本企业的

职工占具有职业流动意愿职工的 21
.

4 %
,

而在不想离开本企业的职工中
,

仅有 7
。

5% 是因为

能发挥能力留下的
。

1 9 9 2年的调查反映
,

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总体上仍处在一般水平
。

职工个人对自身劳动积

极性的主观评价
, “ 远没发挥

” 和 “
基本没发挥

” 的 占8
.

多% ( 2
.

4% 十 5
.

9% )
, “ 一般

”

的

占2 9
.

9%
, “

基本发挥
” 、 “ 充分发挥

” 的占 61
.

9 % ( 4 1
.

7% 十 30
.

3%
,

平均值为 3
.

7 1 4’

中位值为 3
.

0)
。

而职工对 同事
、

工友劳动积极性的相互评价还要低些
, “

远没发挥
” , . “

基

本没发挥
” 的 占1 1

.

3% ( 2
.

4 % 十 8
.

9% )
, “ 一般

” 的占4 7
.

3%
, “

基本发挥
” 、 “

充分发

挥
” 的占4 1

.

4% (韶
.

8% + a
.

6%
,

平均值为 3
.

3 6 4 ,

中位值为 3
.

0)
。

这种 处 于一般水平的

劳动积极性还反映在职工的职业满意度上
。

职工对本职工作
“ 不满意

” 和 “ 不太满意
” 的占

3 6
.

3% ( 23
.

7% 十 1 2
.

6% )
。

职工因此而不安心于本单位本岗位工作的人数占相当的比例
。

剔除 9
.

0% 的弃答者
,

由于 “
热爱本单位和本工作岗位

” 、 “
人际关系好

” 、 “
收入高

” 、

“
有住房

” 而安心的职工仅 占39
.

5%
,

由于
“ 调动手续太繁琐

” 、 “ 想去的单位去不成
” 、

“
领导不放

” 、 “
还没有选择到合适单位

” 而不安心的职工却占6 0
.

5%
。

如果能实现用人
一

单

位与职工的双向选择和 自由流动
,

职工的职业满意度会有提高
,

从而提高劳动积极性的水平
。

可是
,

在这方面既受到体制改革进度的制约
,

又受到职工 自身素质的制约
。

从职工的劳动目

的和劳动态度看
,

剔除 4
.

9%的弃答者
,

劳动 目的处在生存需求层次上的 占 5 0
.

3% (
“ 干活

挣钱
” 3 1

.

2 %
、 “ 尽义务严 1 7

.

4%
、 “

不上班太空虚
” 1

.

7 % )
,

处在发展需求 层 次上的占

15
.

8% (
“
成名成家

” 1
.

7%
、 “ 为国家繁荣富强

” 1 4
.

工%
,

介于二者之间
“

主观为自己
,

客

观为社会
” 的占28

.

9% )
,

这种劳动 口的层次性直接表现在劳动态度的层次性上
,

因追求发

展而持积极劳动态度的职工 占48
.

0 % (
“ 主动认真

,

不计名利
”

)
,

因满足生存而持消极劳

动态度的职工 占37
.

8% (
“ 按酬付劳

” 2 7
.

7%
、 “

能不干就不干
” 0

.

8 %
、 `

“
领 导 让干多少

就干多少
” 9

.

8沁 )
,

因满足生存而持积极劳动态度的职工 占1 4
.

2 % (
“
只要 能 挣钱

,

多累

都干
”

)
。

,

经济建设的发展
,

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职工 日常经济生活的改善
,

本来可以极大地焕发出

职工的劳动积极性
。

然而
,

职工劳动积极性的水平仅处在一般水平上
。

这是新旧体制的转换

尚未完成的结果
。

从发展看
,

职工劳动积极性的全面高涨
,

只能寄希望于新旧体制转换的顺

利推进
。

3
.

职工的改革开放意识有了明显的加强

正确估计职工对改革开放的认识
,

是正确认识职工现状的重要内容
。 1 9 91 年 的 调 查反

映 出
,

职工对适应改革开放的观念虽能认同
,

但在总体上认 同者比例不高
。

对
“ 争取民主管

理权利
” 、 “

喜欢做出众的事
” 、 “

竟争精神较好
” 、 “

愿意经常调换新工作
” 、 “ 厂长多

干多拿职工也会多得
” 、 “

希望改革企业的弊端
”
等观念的认同者分别为 6 8

.

4%
、

2 7
.

2%
、

5 2
.

1%
、

3 6
.

2%
、

8 5
.

0%
、

7 5
.

5%
。

工9 9 2年关于这方面内容的调查
,

没有与 1 9 9 1年调查直接对应的提高
,

但类似的提问反映



出答间者对改革开放有了更为积极称更为肯定的认同
。

在回答您是杏赞成
“ 一切方针

、

政策
、

法律法规都应该为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开绿灯
”
的说法时

,

除有 3
.

1%的弃答者外
,

有 6 3
.

2 %

的职工表示
“ 比较赞成

”
和

“
赞成

”
( 28

.

7% + 3如 5% )
,

表示
“
无所谓

” 的为 1 4
.

0%
,

表

示 “
不赞成

”

和
“ 不太赞成

”
的仅有 1 9

.

8% ( 9
.

0% 十 1 0
.

8% )
。

在回答您是否 赞 成
“
加大改

革力度
,

扩大对外开放
,

把国民经济推上一个新台阶
”
的说法时

,

除有 2
.

5 %的弃答者外
,

有

8 .3 3%的职工表示
“ 比较赞成

”
和

“
赞成

”
( 28

.

5 % + 54
.

8% )
,

表示无所谓的为 1 0
·

2%
,

表示
“
不赞成

”
和

“ 不太费成
” 的仅有 4

.

0% ( .1 5纬 + 2
.

5% )
。

职工对 政 治体制改革以及

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发展
,

也有着积极和肯定的认同
。

在回答您是否赞成
“
政治民主

和的是经济发展的保证
” 的观点时

,

除有 10
·

3%的弃答者外
,

有护
·

6%的职工表示
“
基本赞成

”

“
赞成

”
( 2 6

.

1% 十 5 0
.

5% )
,

表示无所谓的为 8
.

8%
,

表示
“
不赞成

”
和

“ 不 太赞成”

仅有 4
.

1 % ( .1 2 % + 2
.

9% )
。

在回答您是否赞成
“ 通过加强民主和法制 建 设

,

推进国家政

治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建设进程
”
的说法时

,

除有 2
.

6%的弃答者外
,

有 88
.

2% 的职工表示
“ 比较赞成

”
和

“
赞成

”
( 2 6

.

0% + 6 2
.

2% )
,

表示无所谓的 为 了
.

9%
,

表示
“ 不 赞 成

”
和

“ 不太赞成
” 的仅有 1

.

3% ( 0
.

4% + 0
.

9% )
。

二
、

职工社会分化状况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

职工队伍的社会分化是职工 队伍各种变化中最引人瞩 目的
。

根据调查资

料
,

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的利益失衡和心理失衡问题
、

企业职工的内部阶层的利益差距拉大

问题
,

涉及面广
,

表现尤为突出
。

19 91 年的调查反映了这些问题
,

19 9’2 年的调查仍然反映了

这些间题
。

1
.

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仍存在利益失衡和心理失衡

本来
, 企业的经济类型 (所有制类型 )

、

规模大小与企业职工的地位高低没有必然的联

系
。

然而
,

在我国以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
,

企业的经济类型 (所有制类型 )
、

规模大小与企业职工的地位却发生了相应的联系
。

改革前
,

企业公有化程度高和规模大的国

有大中型企业
,

受到政府的重视
,

其资金
、

设备
、

干部和技术人员配备等都能得到优先考虑
。

由

于不受市场规律的左右
,

不受专业化分主的调节
,

其职工在经济利益上
、

社会心理上均比非国

有企业或小型企业职工感到有保障感
、

安全感
、

优越感
。

改革以来
,

由于企业所有制的多样

化
,

企业规模效益受到专业化分工制约
,

国有大中型企业受到的特殊保护减少
。

其职工面对

个体户的迅速致富
、 “ 三资

” 企业和一些乡镇企业职工的高收入
,

强烈感受到地位的失落
。

根据 1 9 9 1年的调查
,

国有企业职工的人均年收入 2 6 3 7元
,

比人均年收入为 403 7元的 ,’ 三

资
” 企业低 1 4 0 0元

。

大
、

中
、

小型企业职工的人均年收入分别为 2 6 3 7元
、

2 6 0 3元
、

2 3 50 元
,

虽然前二者的收入高于第三者
,

但差异不大
,

与以往的
“
优越

”
不能同日而语

。

因此
,

国有

大中型企业职工中有 5 3
.

4%的人认为
“ 三资

”
企业职工个人经济收入偏高

,

有 1 2
.

1%的人认

为过高 (平均值为 3
.

7 1 57
,

中位值为 3
.

的
。

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对个体户的个 人经济收入

持有更大的异议
,

有26
.

5%的人认为偏高
,

有66
.

3%的人认为过高 (平均值为 4
.

5 6 2。 ,

中位

值为3
.

0 )
。

在 1 9 9 2 年的调查中
,

国有企业职工的经济收入仍然低于
“ 三资

” 企业职工
。

当年 7月

份的月平均收入
,

前者为 2 39 元
,

后者则为3 76 元
,

相差 1 37 元
。

在与本地区以工 资 为主要生



活来源的各 类人 员 相比
,

进行个人经济收入的自我评价时
, “ 三资

”
企业职工认为 自己是

“
低收入

” 和 “ 中等偏下
”
者为 40

.

7% ( 1 1
.

6% + 29
.

1 % )
,

国有企业则为64
。

2 % ( 26
.

7%

+ 37
.

弓% )
。

在对家庭经济生活现状作总体评价时
, “ 三资

” 企业职工认为
“
入不敷出

”
和

“
收支相抵

” 的有 46
.

4% ( 1 1
.

9% + 3 4
.

5% )
。

1 9 9 2年的调查
,

没有国有企业职工与其他经

济类型企业职工在个人经济收入上比较的项目
。

但是
,

在职工崇拜哪种类型的人的调查中
,

国有业企职工对个体户的排斥是明显的
。

在
“
你最崇拜哪种类型的人

”
中

,

职工总体上选择
“
有成就的个体户

”
的为 5

.

8%
,

其中 国有 企 业 职 工选 择
“
有成 就 的个体户

”
的下降为

4
。

9%
。

国有企业职工的地位失落感不仅表现在经济利益上
,

还表现在心理上
,

突出的间题是以

往体现地位
“
优越

” 之处变得 “ 不再优越
” 了

。

比如
,

以往国有企业通过维持一定的公有化

水平保障职工的职业安全和生活福利
,

现在则成了难以为继的负担
。

据 1 9 9 1年的统计
,

企业固定工的比例
, “ 三资

”
企业为 4 4

.

8%
,

国有企业则高达 8 3
.

2% ,

由企业分配或管理的职工住房
, “

三资
”
企业分别为 3 3

.

2%
、

30
.

。%
,

国有 企业 则 分别为

4 3
.

3%
、 4 1

.

1%
。

又如
,

国有企业一向以职工民主管理工作基础好著称
,

现在职工的评价却

明显降低了
。

据 1 9 9 1年的统计
,

对企业职工民主管理的评价
, “

三资
”
企业职工关心度低但

满意度却高 (分别为 2
.

4 4 1 、 2
.

5 13
,

中位值均为 2
.

5 )
;
国有企业职工关心度 高但满意度却

低 (分别为 2
.

80 9
、

2
.

3 9 8 )
。

职工在通过有组织的途径 (而非发牢骚
、

抱无所谓态度
、

工作

干劲下降等非组织途径 ) 处理管理中的矛盾上
, “ 三资

”
企业也不逊色

。

当企业中出现不公

正现象时
, “ 三资

”
企业职工通过有组织途径对待的为 71

.

。%
,

国有企业职工为 5 1
.

1%
。

据1 9 92年的统计
,

不同经济类型企业固定工的比例没有大的变化
, “
三资

”

企业为 4 1
.

。%
,

国有企业仍高达 8 2
.

5% ;
居住企业分配和管理的住房的职工

, “ 兰资
”
企业为 6 7

.

7%
,

国有

企业为 72
.

2 %
。

职工对企业 民主管理的评价也没有发生太多变化
,

其评价的综合均值
, “ 三

资
”
企业职工为 3

.

0 9 6 8 ,

国有企业职工为 2
.

8 6 0 0
。

不过
,

在此问题上
, “ 三资

”
企业职工的

弃答率高达 5 7%
,

国有企业也有24 %
。

即便如此
,

国有企业也没有显示出以往那样的优势
。

在通过有组织的途径解决职工个人与管理者的矛盾上
,

情况有所不同
。

通过有组织的途径加

以解决的
, “ 三资

”
企业职工为 5 4

.

1%
,

略低于国有企业的 58
.

5%
。

但是
,

在对管理者与被

管理者人际关系的总体评价上
, “ 三资

”
企业职工对融洽度的评价较高

,

平均值为 3
.

2
`

7 3 1 ,

国有企业职工评价相对 略低
,

为 3
.

0 9 8 0
。

在这一问题上
,

两种企业职工均有一定的弃答者
,

前者为 7 %
,

后者为 4 %
。

2
.

企业职工 内部阶层差异扩大的趋势还会发展

1 9 9 1年和 1 9 9 2年的调查表明
,

从总体上看
,

管理人员地位稳中有升
,

技术人员地位会有

较大幅度和较快速度的提高
,

工人的地位有所上升但相对下移
。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

企业职工的阶层差异扩大了
。

从具体指标看
,

一些传统的阶层

差异仍然存在
,

如经济收入
、

住房
、

教育程度等仍表现出管理人员
、

技术人员
、

工人的差异
。

根据 1 9 9 1年的调查统计数字
,

管理人员
、

技术人员的人均年收入分别高于工人 2 93 元
、

38 1元
,

前二者的受教育年限分别比工人多 3年
、

5 年
,

而更 多的具体指标显示
,

一些新的阶层差异

显化了
,

如政治声望
、

社会权利
、

在生产经营中的作用
、

人际关系
、

阶层意识诸方面均是这

样
。

象管理人员
、 `

技术人员
、

工人中的中共党员比例
,

呈梯级排列
,

分别是 5 7
.

5%
、

29
.

5 %
、

; 。
.

。%
。

管理人员
、

工人中的职代会代表比例也是这样
,

分别是 23
.

4%
、

17
.

3%
。

管理人员
、

事9
,



拉术人员
、

工人的理想也有层次差异
,

管理人员更多地倾向于社会政治理想
,

技术人员更多

地倾向于道德职业成就理想
,

而工人更多地倾向于生活理想
。

在职工阶层变动中
,

生产工人地位相对下移是突出的间题
。

这既有管理人员行政权威强

化和技术人员科技开发受到重视造成的反差
,

又有工人自身素质方面的原因
。

而且
,

生产工

人改变自身地位的能力相对较弱
,

他们之中有 2 6
.

6%的人希望调动劳动岗位
,

但实现率不足

1 / 3
。

生产工人还把改变自身地位的希望更多地寄托于企业领导者身上
。

他们对企业领导品德

的关心度比管理人员
、

技术人员都高
,

但现实状涅又使他们不满意
。

仅有 6
.

3% 的生产工人

对企业领导的品德十分满意
,

有 6 3
.

5%的生产工人认为企业风气不正
。

生产工人对改变自身

地位的信心相对不足
,

他们参加文化技术学习人数的百分比为 3 4
.

1%
,

分别低于管理人员
、

技术人员20
.

4
、

3 7
.

5个百分点
。

当然
,

生产工人地位相对下移也与体制因素有关
。

比如
,

在

国有企业中合同工已有将近 20 %
,

其中 1 9
.

8%为生产工人
。
又如

,

生产工人与后勤服务人员

在收入分配上没有明显差异
,

技术工级对收入差异无实质性影响
。

1 9 9 2年的调查数据也表明
,

职工的阶层差异在扩大
。

管理人员
、

技术人员 7 月 份 的 月

平均收入分别比工人高 28 元 ( 24 8元> 22 0元 )
、

3 8元 ( 2 58 元 > 22 0元 )
。

管理人员
、

技术人

员中的高 中 (含中技
、

中专 ) 以上文化程 度 者
,

分别比工人多 33
.

1% (35
.

8% > 2
.

7% )
、

4 7
.

7% ( 5 0
.

4> 2
.

7% )
。

管理人员
、

技术人员
、

工人中的中共党员比例
,

呈 梯 级排列
,

分

别是 52
.

3 %
、

2 5
.

7%
、

1 2
.

注%
。

职代会代表终例 也是这样
,

分别是 2 7
.

9%
、

22
.

9%
、

1 7
.

1%
。

固定工比例大体是这样
,

分别是 9 0
.

4 %
、

9 1
.

3%
、

72
。

5 吓
。

管理人员
、

技术人员
、

工人在理

想上的层次差异也是明显的
,

把
“
个人生活安定舒适

” 、 “
幸福的家庭

”
作为最高理想的工人

为 45
.

9% ( 13
.

5% + 32
.

4% )
,

技术人员为 3 4
.

4% ( 1 3
.

1% + 21
.

3% )
,

管理人员为3]
.

0%

( 10
.

2% 十 2 0
.

8% ) , 而把
“
为社会服务

” 、 “
国家繁荣富强

” 、 “
实现共产主义

”
作为最

高理想的工人为34
.

7% ( 3
.

0% + 21
.

8% 十 9
.

9% )
,

技术人 员 为 47
.

7% ( 4
.

0 % 十 3 1
.

5% +

1 2
.

2% )
,

管理人员为5 4
.

8% ( 4
.

2% + 29
.

6% + 21
.

0% )
。

职工阶层差异的扩大
,

特别反映在生产工人地位相对下移上
。

7 月份的月人均收入
,

生

产工人除在企业中高于服务人员外
,
低于其他各阶层 (见表 2 )

。

他们改变自身地位的熊力

也较弱
,

这反映在就业后的跨单位职业调动上
。

除个别行业的例外 (在机关团体中工人的调

表 2

企业阶层

直接生产工人

辅助生产工人

服务人员

技术人员

一般管理干部

中层管理干部

高层管理千部

? 月份平均收入

2 2 6
.

2 7元
2 2 4

.

49元

19 3
.

52元

281
.

95元

2 37
.

27元

262
.

94 元

27 8
.

03元

事业阶层
〕

工人

技术工人

一船千熟

科级干部

处级干部

局级及以上干部

7 月份平均收入

2 22
.

10 元

241
.

79元

跳 5 丛元

27 2
.

99元

307
.

20元

34 1
.

1 4元

机关团体阶层

工人

技术工人

一般干部

科级干部

处级干部

局级及以上干部

7 月份平均收入

2 1 7
.

86元

2哭
.

89元

21 9
、
! 3元

256
.

51元

283
.

68元

27 1
.

7 7元

动次数多于技术人员 )
,

工人的调动次数一般少于其他阶层 (见表 3 )
。

他们改变自身相对

低的地位的自信和努力也较差
,

这反映在业余文化技术学习上
。

他们在就业后参加过电大
、

函大
、

职大
、

业大
、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人数比例
, 不仅低于管理人员

、

技术人员
,

而耳低

,

Z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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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阶层 平均调动次数 事业阶层 平均调动次数 机关团体阶层 平均调动次数

直接生产工人 C
.

4 0次 工人 0
.

4 6次 工人 1
.

4 0次

辅助生产工人 0
.

49次 技术工人 0
,

84 次
、

技术工人 0
.

88 次

服务人员 0
.

56次 一般干部 0
.

87 次 一般干部 1
.

08次

技术人员 .0 弘次 科级干部 1
,

28次 科级干部 2
.

01 次

一般管理干部 0
.

70 次 处级干部 1
.

86 次 处级干部 2
.

肚次

中层管理干部 0
.

90 次 局级及以上千部 0
,

98 次 局级及以上干部 3
.

01 次

高层管理干部 1
.

36 次

子本阶层的后勤服务人员 (见表 4 )
。

生产工人地位相对下移也与体制因素有关
,

直接生产

工人参加由领导安排的技术业务培训的比例是最低的 (见表 4 )
,

生产工人有技术职称的比

例也是最低的 (见表 5 )
。

表 4 %

`

参加过社会
`

五大
”

学习 参加过技术业务培训

直接生产工人 级4 45
.

3

辅助生产工人 n
.

7 50
.

0

服务人员
,

12

:4
46

.

2

表 5 %

合 计

nJ甘匕巴」

:
`

几̀成污̀̀直接生产工人

辅助生产工人

服务人员

初级职称

1
。

4

3
.

4

4
,

3

中级职称

0
.

5

1
.

0

3
.

0

高级职称

0
.

4

0
.

1

0
.

2

三
、

职工状况的发展前景和预测

.1 职工队伍社会分化是杜会结构变动的结果

职工 队伍的社会分化是一种表层的社会现象
,

其深层次原因是社会结构的变动
。

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的利益失衡和心理失衡间题
,

反映的是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动
。

改

革之后
,

企业的经济类型 (所有制类型 ) 多样化
,

出现了乡镇企业
、 “

三资
”
企业

、

私营企

业
、 ;

不同所有制形式联营企业等
。

如果说
,

改革前国有企业与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地位的差异

反映的是公有制公有化程度的不同
,

那么 1 9 9 1年和 1 9 9 2年的调查表明
,

目前不同经济类型 (所

有制类型 ) 企业职工之间地位的差异
,

反映的既有所有制公有化程度的不同
,

又有 企 业 经

营机制的不同
,

形成了多元结构
。

调查表明
,

目前的国有企业职工虽然仍习惯于企业通过维

持一定的公有化水平来保障职工的地位
,

同时也认同企业通过改善经营机制和提高效益来增

加收入
。

这反映在他们对非公有制企业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接纳
。

在 1 9 9 2年的调查中
,

在回答

您是否赞成
“ 只要有利于发展经济

、

富国富民
,

什么所有制都可 以 存 在
” 的说法时

,
表示

产比较赞成
”
和

“
赞成

”
的为 65

.

4% (27
.

1% + 3 8
.

3% )
,

占多数 , 表示
“
不赞成

”

和 “ 不太

赞成
”
的为 21

.

9% ( 10
, 1% + n

,
8线 ) , 表示

“
无所谓

”
的为 1 2

.

7纬
。

在回答
“
如果您想

2 1
_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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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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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出现在的工作单位
,

您最希望去哪类单位
” 时

,

把非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作为第一位选择

的竟占到3 2
.

2% (见表 6 )
。

可以预见
,

造成不同经济类型企业职工群体地位差异的所有制

衰勿
。

%

国有企业职工

党政机关

28
。

7

乡镇机关

2
。

2

国有企业

25
.

9

非公有制企业职工

“

三资
,

企业

汉
.

了

城镇集体企业

0
.

6

私营企业

1
.

2

事业单位

12
.

6

自办公司或千个体

4
.

1

合 计

67
.

合

合 计

3 2
.

2

因素将逐渐弱化
,

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企业经营机制的因素将逐渐强化
。

从近期看
, “

三资
,

企业职工的经济地位
、

社会地位还将继续上升
,

乡镇企业职工的收入增长也将持续一段时间 ,

而国有企业职工还要经历体制转轨的阵痛
,

原有的职业保障和安全将进一步受到冲击
,

其经

济地位
、

社会地位虽会得益于改革带来实惠而有所提高
,

但仍有相对位置下移的趋势
。

然而
,

从长远看
,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
,

国有企业同其它企业一样会更多地受到统一的市场规律的

支配
。

如果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实现转换
,

其职工在利益和心理上的失衡便会校正
。

而且
,

这种多元趋同的企业经济类型 (所有制类型 ) 群体结构
,

因为减少了政府人为因素造成的丽

工地位差异
,

有利于不同职工群体平等竞争
,

竞先发展
。

企业职工内部阶层差异问题
,

反映的是职工结构的变动
。

原有的职工结构也是行政性规

范结构
。

以政府规定的等级工资为基础
,

管理人员
、

技术人员
、

工人在仪器供应
、

工作条件
、

用车
、

医疗
、

住房
、

休假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
,

且身份眼制固定化
,

层间很少流动
。

改革

之后厂 E述阶层的封闭性有所松动
,

开始显示出开放性
。

其特征是
,

层间界限趋于分明
,

层

间流动增加
。

1 9 8 4年
、

1 9 8 8年和 1 9 9 1年职工在对同事关系作评价时
,

认为管理人员与工人矛

盾最大
,

其次是管理人员之间的矛盾
,

再次是工人之间的矛盾
。

为什么与技术人员的矛盾较

小 ? 重要原因之一是技术人员流动率高
。

在 1 9 9 1年的两次调查统计中
,

技术人员向集体企业
、

“ 三资
” 企业流动的频率增幅都高于管理人员和工人

。

流向集体企业的增幅 为 6
.

8%
,

分别

高于管理人员
、

工人 2
.

5 % ( 6
.

8一 4
.

3% )
、

4
.

么% ( 6
.

8%一 2 ` 6% ) , 流向三资企业的增幅

为 1 0
.

4%
,

分别高于管理人员
、

工人 7
.

1% ( 10
.

4%一 3
.

3 % )
、

1
.

5% ( 10
.

4%一 8
.

9% )
。

根

据 1 9 9 2年的调查
,

阶层差异大的
“
三资

”
厂

企亚阶层关系融洽度反而比阶层差异小 的 国 有 企

业高
,

其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职工流动率高
。 “ 兰资

”
企业职工在就业后没有跨单位调动过工

作的为 54
.

5%
,

而国有企业则在 60
.

7% , 前者的平均调动次数为 0
.

79 次
,

后者则是。
.

68 次
。

实际上
, “ 三资

” 企业职工阶层间的差异比国有企业大得多
。

根据 调 查 资 料
, 1 9 9 1年 “ 三

资
”
企业技术人员与工人的人均年收入相差 2 3 0 3元 ( 7 9 2 7元> 5 G24 元 )

,

而国有企业仅相当

差 1 46 元 ( 3 0 8 1元 > 2 9 3 5元 ) , 1 , , 2年
“
兰资

”
企业管理人员

一

与工人的 7月份月人均收入相差 61

元
,

而国有企业仅相差 23 元
。

1 9 91 年
“
三资

’ 企业管理人员与工人的人均住房面积相差 26
.

% 平

方米而国有企业仅相差 1
.

43 平方米 ; 1。蛇年
“
三资

”

企业管理人员的人均住房面积相差 2
.

15 平

方米
,

而国有企业相差 1
.

7 5平方米
。

调查表明
,

以往行政性规范的阶层结构
,

虽然层间差异

小
,

但层间较少流动
,

反而会积蓄矛 盾
,
而正在形成着的阶层结构

,

虽然层间差异大
,

但层

间流动较多
,

反而会缓解矛盾
。

正因为如此
, “ 兰资

”
企业职工劳动积极性水平要好予国有

企亚
。

约92 年的调查表明
, a
三资

”
企业职工认办自己劳动积极性

“
基本发挥

”
和

“
充分发

挥
”
的有 66

·

8 ( 44
·

, % 十 2 .1 , 写 )
,

认为
“
远探有发挥

”
和

“
基本没发挥

,
的有 5

·

9% (1
.

4写
,

多多



+ 4
.

5 % )
,

认为
“
一般

”

的有27
.

3%
,

而国有企业相应的一组数字则是
, 6 2

.

6% ( 42
.

8% +

19
.

8% )
、

8
.

6% ( 2
.

6% + 6
.

0% )
、

2 8
.

8%
。

职工相互对劳动积极性的评价在总体水平上要低

于自我评价
,

但仍表明
“ 三资

”
企业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水平好于国有企业

。 “ 三资
” 企业职

工认为同事
、

工友劳动积极性
“
基本发挥

”
和

“
充分发挥

” 的有 4 6
.

8% ( 3 7
.

3% + 9
.

5% )
、

认为
“
远没有发挥举 和 “

基本没发挥的有6
.

1% ( 1
.

4% 十 4
.

7% )
、

认为一般的有 47
.

1% ; 而国

有企业相应的一组数字则是
,

40
.

5% ( 3 2
.

8% 十 7
.

7% )
、

12
.

1% ( 2
.

5% + 9
.

6% )
、

47
.

3%
。

盆
.

在杜会给构转型中职工的市场经济观念会进一步得到发育

长时期内适应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我国职工
,

在社会结构以市场为取向的转型中难以一下

子适应
。

但是
,

调查表明
,

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职工观念上既产生了负面效应
,

也产生了正面

效应
。

19 92 年的调查显示
,

我国职工的市场观念有了明显的加强
。

这表现在绝大多数职工赞成
“
平等竞争

、

优胜劣汰
”
的观点

。 “
基本赞成

” 和 “
赞成

”
者为 84

.

2% l( 6
.

5% 十 67
.

7写 )
,

“
无所谓

”
者为 4

.

1%
, “

不赞成
”
和

“
不太 赞 成

”
者为 2

.

5% ( 0
.

5% + 2
.

0% )
,

余 下 的

9
.

2%的人弃答
。

而且
,

这种平等竞争观念超越了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
“
所有 制 界限

” 。

一

半以上的职工赞成
“
只要有利于发展经济

、

富国富民
,

什么经济类型都可以存在
” , “ 比较

赞成
”
和

“
赞成” 者为 6 .3 1% ( 2 6

.

3% + 3 6
.

8% )
, “

无所谓
”
者为 1 3

.

1%
, “

不赞成
”
和

“
不太赞成

”
者为 20

.

7% ( 9
.

7% 十 n
.

o % )
,

余下的 3
.

1%的人弃答
。

我国职工市场观念的

加强
,

还表现在职工对市场经济发展给自身利益带来的后果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和承受能力
。

在对
“
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

最后达到共同富裕
” 的说法表 示 态 度时

, “ 比 较赞成
”
和

“
赞成

”
者为 49

.

7% ( 2 6
.

1写 十 2 3
.

6% )
, “

无所谓
”
者为 2 0

.

7%
, “

不赞成
” 和 “

不太赞

成
”
者为27

.

。% ( 12
.

4% 十 1 4
.

6% )
,

余下的 2
.

6写的人弃答
。

在回答
“
如果一 些 改革措施

触及个人的既得利益
,

您采取什么态度
” ,

表示
“
只要对改革大局有利就支持

”
和

“
只要经

济上能承受就支持
” 的 占多数

,

为 7 3
.

6% ( 41
.

9% 十 31
.

7% ) , 而表示
“ 只要经济上吃亏就

反对
” 和 “

改革给我好处才支持
”
的占少数

,

为 23
.

2 % ( 3
.

。% 十 2 0
.

2% ) , 余下的 3
.

2%的

人为弃答者
。

另外
,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
,

我国职工自主自立的观念也明显增强
,

多数

赞成
“
自己的命运应由自己主宰

” , “

基本赞成
”
和

“

赞成
”
者为 8 1

.

6% l( 9
.

1% 十 62
.

5% )
,

“ 无所谓者
” 为 3

.

7 %
, “ 不赞成

”
和

“ 不太赞成
”
者仅为 5

.

8% ( 1
.

3 % + 4
.

5% )
。

余下的

8
.

9%的人弃答
。

我国多数职工在赞成
“
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 的同时
,

也 赞成
“ 国 家

、

社

会
、

集体和个人利益兼顾
” ,

其比例为 5 0
.

9%
,

主张
“ 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

”
的占28

.

2%
,

而 主张
“ 以个人利益为主

”
的只 占1

.

9%
,

另有 16
.

6%的人主张
“
看具体情况而定

” , 2
,

4写

的人弃答
。

四
、

结论及对策

1 9 9 2年的我国职工状况表明
:

—
以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具有稳定性

,

但难以保障不同职工阶层
、

群体的经济

利益实现和社会权利实现
。

不同职工阶层群体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利有着多方面的内容
,

而且

是变动不居的统统纳入行政性规范
,

其社会后果只能是抑制职工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劳动积极

性的发挥
。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

目前职工对 日常经济生活的不满足和劳动积极性不高
,

表

,

;攀
.



明新型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
。

`

— 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加快了社会分化
、

社会流动和演进
,

也带来了诸多职 工 社 会 间

题
,

但实质上是一种结构性发展
。

与此相适应的职工观念更新
、
也显示出良性特征

。

其最终

的社会作用将会是促进职工 日常经济生活的改善和劳动积极性的提高
。

`

— 在社会结构转型中
,

不同职工阶层
、

群体的境遇很不相同占 ` 部分职工受到原体制

较多束缚
,

长期积累的历史间题得不瓢根本解决
,

加之现实中经济利益相对受损
,

其不满
、

焦虑和消极情绪难以避免
。

而先行进入市场经济领域的职工
,

没有或较少背负历史积累的包

袱
,

在经济利益上又较早受益
,

其自足
、

安然和积极情绪显而易见
。

这种境遇的差异以及与

此相关的其他一些间题
,

只能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来解决
。

依据 1 9 9 2年的职工状况
,

提出以下对策
:

— 在加快改革步伐
、

扩大市场调节范围的同时
,

尽快建立公平竞争
、

机会均等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

。 ·

— 在国有企业的各项制度改革中
,

要有周密的配套措施
,

要注意保护广大工人的切身

利益
。

— 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
,

为职工提供多方面多层次的参与协调

的机会
,

使职工不仅在分享改革成果上得到补偿
,

而且在分享协调机会上得到补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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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学说新探》 等新书出版

△顾忠华 (德国海德堡大学社会学博士
,

现任台湾政大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 )

著 ((韦伯学说新探 》
,

由台北唐山出版社于 1 9 9 2年出版
,

…定价 2即元新台币
。

△范英著 《精神文明与杜会发展 》
,

由深圳海天出版社于 1 ,邹年 3月出版
,

全

书 3 2万字
,

定价 1 6
.

8 0元
。 _

△丁水木
、

张绪山合著 《杜会角色论 》
, ;由上梅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 1 9兜年出

版
,

字数 8 万
,

定价 3
.

r

80 元
。

△熊必俊主编的 《老有所为的理论与实践》 一书已由经济管理出版社于 1 9叨年
2 月出版

。

该书综合论述了 目前我国
“
老有所为

” 的内涵
、

规模
、

成就与发展趋势
。

资料翔实
,

深入浅出
,

论证有据
。

全书 18
.

1万字
,

定价 4
.

60 元
,

愿购书者请与北京

建内大街 5 号 (邮编 1 0 0 7 3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千部局专家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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