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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制度化结构体系下

的社会心理特征

王奋宇 李路路

本文试图通过社会学的社会结构研
,

究方法
,

探讨 当代中国社会的制度化结构体

系与爹本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的关系
,

分析深层制度与深层价值
、

次
一

级制度与社会

心理特征的关系
,

从而从社会制度结构分析的角度
,

解释当今我国社合心舞变么的

特征及其对制度结构的影响
。

文章认为
,

社会深层制度与深层价值是导致 目前我国

社会心理复杂特征的深层原因, 改革以来利益格局的变动带来了利益觉醒和社会活

力
,

但原有次级制度规则与市场规则的冲更则导致了一系列的消极社会心理特征与

社会不满
。

社会心
`

理的合理分化与整合应是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中的应有之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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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中国制度化结构体系的特征及功熊
,
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曾作过专口讨叙可参

见

等 )

《社会学研究》 19 91 年第 1 期
,

《禾津社会裤学》 和 《中国人属大学学报》 19 知年第 ; 期
。

制度化结构不仅规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特征
,

而且也为社会心理活动的内容和模式提

供了基础
。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

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心理特征是出他们的存在方式所

决定的
,
而精神层面的模式一旦形成

,

又势必会对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结构产生各种各样

的反作用
,

本文试图从当代中国的制度化结构体系的特征出发
,

考察当代中国的基本社会心

态和心理特性
,

以及它的变化与现实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
。

一
、

深层制度与深层价值

囊{姗锥鳞溉…薰
社会深层价值包括两层重要内容

,

一是与社会根本制度相辅相成的社会意识形态
,

二是

社会在长期进化中逐步积累或沉淀下来的历史传统文化价值
。

前者为根本制度的确立提供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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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思想理论租社会舆论上的根据
,

后者则为根本制度提供了确立和发展方式的深层社会文价背

景
。

’

我国社会深层制度结构与深层价值之闻的关系
,
是导致我国目前的社会心理状况复杂特

育桩粥裸层原因之一
。

’

沈 `

(一 ) 社会给梅与文化价位的理论解释
、

关于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的关系
,

大致有这样两个方面
:

( 1 ) 制度化结构的形成与存
、

穆奋命分地仰赖于共伺的社会文化价值
,

需由得封社会普遮承认的文化价值予以合法化
,

人

们通过对文化价值的认储而体筒它
, 或翔布劳 钾公 ` “ M

·

石枷少 的谙讥
“ 价值背景是熔

铸社会关系形式的中介
” , ① 任何脱离或对立于社会文化价值的社会结构都不可能真正建立

起来或维持下去
。

( 2 ) 制度化结构一旦建立起来
,

便会通过杜会化等手段
,

内化或强化该

绪物赖以建立的共同文化价值
,

同时会对新的文化价值的形成施加新的结构性限制
。

对于个

人或群体来说
,
无论他们具有何种倾向

,

处于何种地位
,

或遵从何种价值观念
,

他们都要适
万
应这些限制

,

即使是不情愿的
、

被迫的或表面的
。

总之
,

制度化结构与文化价值之何是一种相辅柑成
、

相互强化的关系
。

布劳对此讲的更加

透抓
“
文化价值使社会秩序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各种安排合法化

`
合法化导致赞伺社会共

玄
,
社会共意赋予现存的或期望的社会条件以价值

,

因丽稳定或促进它们
、

。 , ②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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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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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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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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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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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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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社会主义深层制度与价位

社会主义深层制度结构的建立
,

在全社会的范围再 ,获得了广低的社会认祠与动员能力
。

其基本手段之一
,

就是与社会主义深层袖度相砚套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与意织形态
,

一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制度性规范示特别是 1 , 49 年以来
,

马克思
~

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
,

通过各种途径伪社会化过程 (如学校教育
、

思想

政治工作
、

大众宣传等 ) 内化于广大社会成员俞心理层次
,

形成广泛的思维和行为定势
,

由

此
,

也使社会主义的裸层制度结构获裕了广泛的社会认同称支舞
,

从根本上解决了深层制度

合法性的问题
。 一

必须指出的是
,

在中国这样~ 个人多地广
、
经济落后

、

素质相对低下的国家
,

如果没有

这样一种靠强有力的制度保证的统一的意识形悉
,

没有全体成员共同一致的奋斗目标和精神

支柱
,

要想有力地推进经济现代化
,

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

但是
,

任何意识形态控制的确立都必定扎稚子特定的传统文化土娜中
。

中国社会主义深层

制度是在几千年的封建小农经济社会基袖上建立起来俞
。

传统价值的自身生存能力及其对社

会爱展钓无形作用力远远翅出了人们想象的程度
,

它不仅体现在现有某些文化典籍或生活方

式当中
,

而且深深沉积于社会成员的心理底层
,

影响着人们的患维方式
、

行为方式乃至整个社

会的变迁方式
。

同样
,

它也要影响到意识形态在社会价值方面的体现方式
。

社会主义根本制度

的确立将社会成员在地位与根本秘益上的一致
,
以及缩小社会差别作为重要目标

。

而消除差

异
、

均贫富
,

正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典型社会价值之一
。

几千年官方意识形态所宣扬的

① 彼德
·

布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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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 彼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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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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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孺家圣人的 “ 不患寡而患不均沙的均贫富思想
,

使人们在心理深处对
“
均衡

” 、 “
平均皿

一

有

特殊的感情
,

而对差异难以容忍
。

任何一种社会理想在社会吞理上的反映都是传统价值观念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共同

作用的结果
。

从小农社会中走出来的广大社会成员
,

他们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深刻制约着

他们对社会主义理想和意识形态的理解
,

他们正是带着反对差别
、

追求平均的传统价值来接

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
。

在人们的心理定势中
,

一切差异都是不合理的
,

许多人心
·

昌中的理想社会就是一个没有差尉等级 、 完全平均分配的社会
。

可以说
,

我们国家劝国以来握步形成和强化的平均主义思想和
“
大锅饭

” 的体麟
,

正是

社会主必愈识形态与传统杜会理想之间的界限被杭栩
,

落至彼相互取代的产物
。

(三 ) 深层制度与深层价筵下的基本社会心态

从 1奴牙年开始的土改运动
、

农村合作化运动
、

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
,
都是消灭

不合理社会差别的最初的必要手段
。

而发展到五十年代末的
“
大跃进

” 、 “
共产风冲

, 可以

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小农经济传统价值观共同造就的社会理想心态的逻辑结果
。

这一理
一

想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
,

然而其中豹小农经济观念所带来的代价也是 巨大的
。

尽管那种均贫富
、

无差别的社会理想远末成为现实、 但这种理想却以各种顽强的方式生

存下来
,

并很快获得了对现存各项具体制度的
“
适应性朴

。

从 1宫妈年 到改革前的近三十年

间
,

某些具体制度
,

尤其是经济上的平均主义
“
大锅饭

”
制度

,

并没有消除人们的小农社会

理想
,

而是在许多方面更加加深或纵容了这种理想
。 ,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
,
`

历史和现实都必然地要求社会能够最集中地动员有限的社会资

源
,

全力致力于中国的工业化建设
,

但由于资源的约束
,

也必然要求在一定范围内社会资源

的差异性分配
,

即通过建立特定的次级制度结构
,

保证资源的最大效率利用
。

这样也势必导

致
,

社会各类成员因其某些特征的差别
·

而与社会资源产生各种差异性关系
。

这种差异性也

是中国 自建国以来就~ 直存在的一个基本现实
。

「

人们对社会差异的难以赓忍扣不仅表现在财富分配领域
,

而且表现在对政治地位
、

社会

声望等各种差异的难 以容忍
。

建国以来的那些导致社会退步或停滞不前的政治运动
,

大多是

以对差异的坚决抵制为起点的
。
比奴

“
文化大革命

” ,

正是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
,

在各个方

面全面抵制社会差异
, “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舞的全面革命
万
的口号被作为一面旗帜

.

不仅在

物质财富分配领域要彻底割掉
“
资本主义尾巴琴

,

而且在政治领域
_ “
革宜老爷的命竺

_ , _

在知

识文化领域
“
革

一

臭老九的命严
,

其目标便是消徐各种特定社会地位之 间的差异性
。 “
文革

”

的这一特征正好迎合了社会成员们的传统小农社会理想
。

这种对差异难以容忍的社会心理
,

不仅反对人们在地位上的差异性仁甚军发展到对生活方式差异性的排斥
,

追求整齐翅一的生

活方式— 同一种服装
、

同一种语汇
、

同 , 种消费
、

同一种观念
。

二
、
次级制度结构下的社会心理特征

次级制度结构是在社会深层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
,

作为深层制度的派生物
,

其主要功能

便是具体规定各种社会资源的集中控制与动员方式
,

间的具体关系方式
,

以保证深层制度的稳定与发展
。

具体娜定不 同的社会成员与不同资源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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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制度结构与社会成员的关系则体现在
:

(` )次级制度结构以资源分配的方式
,

通

过行政分酗
等手段

,

分配了各种社会位置于广大社会成员之间
,

一

社会成员在这一固定位置上

获取次级制度所预先规定好的他所应得的地位报酬
,

同时也获取他的地位特批 即甘 ` 仕
。

。 ) 次级制度结构在分配地位资源的同时
,

也规定了各种地位上的社会成员
_

的行为规范
。

( 3 ) 次级制度结构同时规定了人们地位升移的边界
。

人们的地位升移要受到身份
、

单位
、

_ ` 汤
_

. 岛 `

二
` J 扮 ` , ,

人 九」益 L ,
L

翩 n汗晰 笼苏卫血灿 亡晚1
.

日h 右岁蛋见价 卜 p片嘴 左卜 , 十 杠不

行咖
别等刚性边界的约束

。

因此它
毗

定了社会流动的方式与特征
。
地位的升移与流动只

能在次级制度结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

身份制作为沐级制度中最缺少弹性的地位分割制度
,

、

具有一定的世袭特征
,

社会成员的

地位升移的最终边界往往就是身份制
,

而要想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身份
,

_

则尽有争取接受中等

专业以上的教育
。 一

身份制所导致的最突出社会分割是城乡之何的差别
。

几

单位制是次级制度结构中的横向组织化手段
, 单位的类型与级别标志着该单位与社会资

源的关系
,

也同时规定了单位成员所可能获得的地位资源的范围
。

·

_

行政制是次级制度结构中社会成员地位结构的纵向划分方式
。

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 (如

工人
、

农民 ) 来说
,

行政级别的晋升要受到身份制的强烈阻隔
,

因此
,

大部分情况下
,

行政

级别的晋升 一般只能在干部身份群体中进行
,

工人和农民一般只有首先突破身份制的篱障才

有可能得到行政级别升迁
。

;
厂

次级制度的刚性化特征严格限定了不同结构地位中人们的利益满足方式与满足范围
,

但

同时也在无意河限制了人们成就动机的发展程度
。 一

雨在普遍推围直
;

烹么藕时春异强剥排拒的

社会心理环境
,

又从反面更加强化了这种缺芝积极性的行为特征
。 :

因此
,

社会成员在次级制

度差异的刚性限定面前表现为心理上的情性
。

(一 ) 利益格局与拜会心理
.

我国的改革开放
,

是以消除人们行为中的惰性
,

刺激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为起点的
,

而

重建社会激励机制的工作
,
在某种程默也是重建次级制度结构的雄程

。

毗
一过程中

,

个

人利益的重要性和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赞同
。

可纵说
,

这是一次人们在心理

层次上的利益动机觉醒
。

二
个人利益的觉醒

,

势必导致人们在行为上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

导致社会心理的分化
和复杂多样性

,
·

导致社会的价值观
、

道德观和行为取向等方面的变化
。

它一方面为社会带来

了效率与活力
,

但也带来了新的矛盾
。

多数人对某个事物或某项政策的赞成与反对的态度
,

是

依据个人的利益如何最大限度得到保护和扩大为原则的
。

.

如何理解人们根本利益的一致与个

人具体利益差异和分化的关系
,

一

或者说
,
如何使人们对利益追求的行为在客观上成为刺激活

力与效率的有力手段
,

而不是成为侵蚀社会根本利益的破坏力量 ?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间题
。

毋庸讳言
,

制度结构决定了社会的利益结构
,
而利益结构又直接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心理

特点和行为特征
。

利益在人们的行为中具有明显的动力特征
。

利益格局的变动是社会心理分

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

_

次级制度结构对人们的地位和利益的划分
,

除了具有刚性特征外
,

还具有多重交叉特征
,

即次级制度结构对地位和利益的划分不是在同一维度上进行的
,

而是在身份
、

单位和行政级

别等多重维度上进行的
。

每一个社会取贝个体 月那仕小 四用攀反工肠
J 小 .川 “ ”

,Wl 百盯犷生
.

亡

荟辰真雨个人利益也会受这种多重分黝举响
, ;

导现出多撇
和复杂性

。

利益群体的界限变

一 5



劫的尺度和依据是利益本身
。

从理论上看
,

现代社会学认为
,

地位的相互交叉与异质性
,

是现代社会的社会整合的基

本特征
。

地位交叉与地位之间高度的交往频率或流动频率
,

可以避免因不平等而出现的社会

冲突
。

布劳将这些地位之间的交叉特征比喻为
“
相交的圆

” 。

① 分析中国社会结构
,

也可以

发现次级制度结构规定了社会成员相互交叉重叠的地位特征
,

个人在身份
、

单位
、

行政级别

等方面分属于不同的群体
,

这一特点并不是理想的现代社会结构的全部内容
,

它缺乏地位交

叉性当中的一个应有之义— 地位之间的饰动性
。

地位之间的社会流动对于社会整合材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

合理的流动可以避免地位

界限的刚性和僵死
,

缓冲或消饵因地位界限的隔绝而导致的社会冲突
。

同时
,

地位之间的向

上社会流动作为一种对社会成员的成就与成功的报酬
,

它可 以激励社会的活力
。

但是
,

在一

个地位界限具有刚性特征
,

地位之间难以流动的社会结构中
,

对地位之间矛盾的调节
“
如果

没有足够的报酬补偿它的成员们能够在一个集体— 他们不能移出该集体而进入另一个集体

— 中所作的贡献
,

那么内部的调节就是唯一可能的调节
” , ② 而内部调节则可能使问题变

得恶化
,

使矛盾更加激化
。

(二 ) 改革以来社会心理的主要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
,

随着利益格局的变化
,

社会心理的变化特征也反映了我国社会结构中存

在的问题
。

以下将就有关实证调查的资料对改革以来的社会心理特征稍加展开描述
。

1
.

经济利益动机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
,

过去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抵制和批判个人利益合理性的状况
,

受到了人

们追求经济利益的动机和行为的强烈冲击
。

社会再也不是过去那种怕谈
“ 金钱

” 、 “
致富

”

的样子了
,

而是以
“ 万元户

” 、 “
致富能手

”
等称号来激励人们追求经济地位的成就

。

人们对改革以来的社会变化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

根据国家科委研究中心 19 9 1年的调查
,

人们对社会变化各方面的评价都较高
,

尤其是
“
市场供应

” 、 “ 国际地位
” 和 “

挣钱机会
”

三项
,

感到比过去变好的都在 6 0
.

0 % 以上
,

同时有85
.

2 %的人认为改革以来个人的生活水平

有提高
。

由此可见
,

人们对改革以来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方面发生的好的转变是完全能够

感受到的
。

但是
,

在同一次调查中
,

当要求被调查对象对 自己的个人经济状况进行评价时
,

只有 2
.

7 %的人表示 ,’f 良满意” ,

却有 10
.

1 %的人表示 ,’f 反不满意 ” ,

28
.

1 %的人表示
“ 不

太满意
” ,

不满意的比例达 3 8
.

2 %
。

在我们以往的多次调查中也发现
,

人们对个人经济地位的评价一直持消极态度
。

我们在

1 9 8 8年所做的北京市群体调查中
,

竟有80 %以上的党政机关干部和专业人员对 目前的 自身经

济地位表示不满意
。

人们对自身经济地位的强烈不满
,

与人们对改革的积极评价几乎是同样醒 目地存在着
。

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尽管改革已给多数人带来了经济利益
,

人们也感受到了这些好的变化
,

但人们仍有较强烈的经济利益不满 ? 人们趋向于经济利益的观念转变与社会的次级制度结构

具有怎样的关系 ? 这种关系又导致了怎样的社会心理后果 ?

① 彼德
·

布劳
: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

华夏出版社 1988年版
,

第32 6页
。

② 彼德
·

布劳 ;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

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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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流动的愿望与指向

我国社会成员的职业与工作单位
,

一般是在社会成员参加工作时经分配固定下来的
,

一般
只有通过组织调动的方式才能改变

。

在这种情况下
,

次级制度的组织方式不可能适应社会成

员的自由流动
,

因此实际流动率是很低的
。

国家科委研究中心在 1 9 9 1年进行的生活质量研究

中经调查发现
,

我国城市居民从未调动过工作的占42
.

4 %
,

只调动过一次工作的占32
.

7 %
`

如此低的工作调动率
,

带来的是人们对
“
工作调动难

”
的怨言

。

在同一次调查中发现
,

人们

对十项个人权益的评价中
,
最不满意的内容就是调动工作

。

对此表示不满的占43
.

4%
,

表示

满意的只占17
.

6 %
。

根据我们在 1 9 8 8年对北京市五个职业群体的调查表明
,

希望改换现职业或现工作单位的

人占的比例相当高 (见表 1 )
。

裹 1 北京市五个职业群体的流动愿望
,

(% )

改 换 职 业 改 换 工 作 单 位

不想 不想

靶衅
干部

1
50 .1

1
49
川 }

47 .6
’

}
’

.52 :一
亏业人员 }

” 7
·

6

1 ” 2
·

1

}
” 4

·
1

{
“ z

·
8

企蜘导干部 }
2
.01

`

}
了
.99 }

`
.62 }

,

” 沼

企业一般干部 }
3 .5

“
!

“ 4 .9 {
30 .2 {

” .9 ”

工人 】 4 8
·

1 } 5 1
·

9 } 一 { 一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

除了企业领导干部 (企业厂长
、

经理 ) 群体流动愿望较低外
,

其他四

个群体的流动愿望都超过 30 %
,

而其中尤以党政机关干部和工人两个群体的愿望为高
,

有半数

左右的人希望改换现职业或现工作单位
。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如此高的流动愿望呢 ? 我们又

设计了 7 种可能的原因 (包括
“
经济收入

” 、 “
福利待遇

” 、 “
专业对口

” 、 “
兴趣” 、

“
作用发挥

” 、 “
权力

” 、 “
社会地位

”
等 ) 要求调查对象选择回答

,

结果从总体上看
,

占前
3 位的原因是现职业经济收入低

、

福利待遇差
、

社会地位低 3 项
,

但各群体之 间 又 有些差

异
,

党政机关千部
、

专业人员和企业一般千部将收入低钓原因放在第一位 , 而在工人看来
,

自己流动的主要原因是福利待遇方面的原因
,

第二位是收入的原因 ; 最特殊的是企业领导干

部群体
,

他们改换职业的主要原因是非经济的原因— 社会地位
,

其次才是经济收入的原因
。

另外
,

对于那些希望改换工作单位的人来说
,

从他们所希望去的工作单位类型选择上
,

也可以看出人们流动的原因和指向
。

我们设计了 8 种单位类型
,

调查结果显示
,

五个群体都

将
“
合资或外资企业” 选择为最希望去的工作单位类型

,
另外民办公司和官办公司也具有较

大的吸引力
。

可见经济动机是左右人们的选择的一个主要因素
。

合理而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的意义
,

在于它自然生成了社会成员积极向上的引导激励机

制
,

而地位的凝固分割则导致人们在单位内部工作不安心
,

以各种非制度化的不正当手段实

现流动
,

并由此导致各种消极的社会心理反映
。

.3 地位升移规则与社会不满

地位的凝固化使地位之间的流动渠道变得十分狭窄
,

在这一
“
瓶颈

”
中

,

地位升移的规

州傅显得十分熏要
, 在此以行政级别的晋升为例

,

,

字*



国家科委研究中心在 1 9 91年的调查中
,

要求人们对 自己工作的 n 个方面进行满意度 评

价
,

结果发现人们最为不满的便是
“
晋升机会

” ,

不满比例达 4 1
.

。写
。

对于干部身份群体来

说
,

行政级别的晋升是他们地位升移的最主要表现之一
,

我们认为
,

人们对行政级别晋升所

表现出的不满
,

并不仅仅是由于行政级别之 间的地位凝固分割或流动机会的绝对缺乏所导致

的
,
而是有更深层的原因

。

表 2 是 1 9 8 8年我们对北京 4 个干部群体的调查结果
。

对今后几年自己行政级别的变化情

况
,

每个群体都主要表现为
“
不知道

” 。

裹 2 北京市四个干部群体对未来几年自己行政级别的预期 ( % )

提高 不变 降低 不知道

户nnOJ任几丙ù
.

…
通ù月了甲

.
Olt内0101勺no

右任,口OU口口
.

…
兮曰ùOJ任
户

通ù几ù勺̀,曰丹O
.

…
月马O目̀01孟ǹ6j0口

2
not̀

:
党政机关干部

专业人员

企业领导干部

企业一般干部

我们又针对该问题专门对党政机关干部进行了抽样调查
,

当我们问卷中间道
: “

您认为

愁在职务升迁上
,

能否把握 自己的前程 ? ”
时

,

竟有 90
.

3%的人回答
“
不能

” 。

这个结果令

人吃惊
,

但却是事实
。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感到不能把握自己的前程呢 ? 为了印证我们的假设
,

我们在后面

又设计了这样一个间题
: “

有人说
,

目前干部升级制度没有固定而明确的标准和规则
,

您的

意见怎样
” ,

结果表示赞同的比例达 76
·

1%
,

另外还有1 .6 尽丝的人表示
“
说不好

” 。

一

看来
,

晋升的标准与规则是一个主要的间题
。

`

我们设计了 7 种可能影响晋升的因素
,

要

求每人选出 3 项最重要的
,

结果
“
善于处理与领导的关系

”
被认为是决定一个人晋升的最重

势因素
, “

个人能力
”
只排在第 2 位

, “
家庭背景

”
排在第 3位

。

而标志一个人的知识和技

熊水平的受教育程度—
“
学历

” ,

却被认为是最不重要的因素
,

其位次甚至远远低于
“
家

庭背景
” 、 “ 运气

”
等超个人能力的因素

, “
长期勤恳工作

” 的重要程度也只排在倒数第 2

的位次上
。

这种晋升制度导致的直接不良后果就是
,

社会成员在追求行政级别升迁的过程中
,

有相

当一部分是通过对社会发展有弊无益的非制度化手段 (如与领导的关系
、

家庭背景
、

社会关

系等 ) 达到晋升目的的
,

而真正导向行政体制合理化
、

导向个人行为朝向提高个人知识和业

务能力
、

长期勤恳工作的因素却显得微不足道
。

4
.

规则冲突与社会心理消极特征

个人地位的升移与流动受次级制度结构的约束
,

并引起一定范围的社会不满
。

这些社会

不满如果得不到及时消解
,

则会积留下来
,

并引发其他的消极社会心理活动
。

1竿9年开始的改革是在原有次级制度结构的框架内展开的
,
它试图通过建立市场经济秩

序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

即引入市场规则并将其与原有次级制度规则相祸合
。

但市场规则

与原有的次级制度规则之间存在着现实矛盾
。

一方面两种规则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

次级制度规则要求社会成员具有

固定的地位和利益范围
,

是不易变动的 , 而市场规则则要求以市场的价值规律分配利益
,

地

位的获取与丧失是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的结果
,

因此地位间具有易变动性
,

另一方



有 、
一

在这两种规则下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地位类型
,

一种是受到次级制度结构直接约束的地位
沂类型州 如党政干部

、

专业人员
、

国营企业干部
、

工人等; 另一类型是在市场规则的作用下形

成的新的地位类型
,

如个体户
、

私营
、

.

合资或独资企业中的从业人员
、

新兴服务业人员散
渗两种地位类型的社会成员

,

其利益来源和利益获取的规则是不相同的
。

由此
,

社会成员所
.

具有的同样的利益追求在不同规则豹作用下
,

产生了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
。

. .

1
.

.

次级制度的地位利益分配规则与市场规则之间的冲突
,

导致产生了一些消极的社会心理

现象
,
一

主要表现为两吹特征
. 、

. ’

一
’

一
’

( T ) 相对剥夺感严重
一

`

在次级制度结构下
,

个人应得的利益是划定了的
,

缺乏 自主性
。

在这种情况下
,

任何一

种其他地位类型的相对多得或 自已的相对少得
,

都会引起相对剥夺的感受
,

觉得 自己吃了亏
,

受了损失
。

1 9 8 8年我们曾对北京市的党政机关千部
、

企业干部
、

专业技术人员 3 个群体进行调查
,

几恶所有群体都从为自
二

旦与其他群体相比地位是低的 (参见表 3 )
.

,

被认为是 “ 最富
”

,

的个
:
体经营者也合认为

,

自己尽管经济收入多些
,

但是没有住房
、

医疗
、

退休等福科或保障
,

要

担当更大的风险或心理压力 、再加上个体攀营者比其他某些群体的声望地位要低得多
,

因此
,

他们也会觉得自己
“ 亏了 ” ,

那么到底是谁
“
赚了

” 呢 ? 或者说
,

社会上得到实惠最多的又
.

是谁呢全在
.

回答这一问题时
,

.

几乎所有的群体都会指向共他群体
,

井且认为 自己得到的实惠

声少
、

(舞丹春共)
。 卜 _一

、

、 一

丫
.

:
. 一 , 、 `

一

卜 _
、 ` 、 : , 侧

,

. 、

衰衍
,

一

北贪负寻么戮该械协已匆他人的经济地位的比较评价 ( % )

布
一

于人 擎牛
与个体经营者相比 与企业干部相比

过低 过高 过低 过高 过低 过高

,曰

.2一.2
OUōXù

1n
.o臼上̀nùn,党政干部

企业千部

专业人员

8 1
。

0

64
。

7

2
一

7

1
。

3

2
。

6

9 5
。

7

9 9
一

3

7 3
。

5 9 7
一

4

裹4 北京市 3个群体对各职业群休得实感状况的评价 ( % )

,口ù勺OU

…
00ōXù丹O党政千部

企业千部

专业人员

1
。

6

2 8公1

21
`

6

32
。

1

1 2
。

4

2 5
一

5

4 5
。

1

4 3
一

8

33
。

5

9 2
。

9

9 0
。

9

9 3
。

7

注
: ①表格上方阿拉伯数字分别表示 : 1党政机关千部 , 2企业干部 ; 3教学

、

科研与专业人员 ; 4工人 ; S农民书

6个体经营者与民办公司人员 , 7其他、
、

⑧因可选择两斗故各项选择之
毗

于 100 %
。 ·

表 4中党政干部和专业人员都认为本群体是改革以来得到实惠最少的群体
,

而企业干部

悠认为自尽所得实惠要远远低潇个体经营者
,

农民和裳政抓关干部
, 同时还可

一

以发现
,

两个

,
号 ,



极认为得到实惠最多的群体一
“ 个体经曹者 , 私恤民` 实际上与前 3个群体的玻大成别

就在于
,

底是由两种制度规则产生的两种地位类塑
,

前者是市场规卿分配利益曲
,

·

而后着则

是次级制度婉则分配科益
。

因此
,

这两种地位类型之间菊相对赛夺感也最唱
。

:

一

如果我们再换一个角凰
,

看一下人们对自月瀚责麟与自己的地位之间前相称性葫哗奋
,

同样可以得出相瓣刹夺感的结论
。

哪百年我们进行的箱京市调查可以掩供这方面角情瑰 毛参

见表 弓 )
。 :

、

衰` 北京市 4 个群休对自身经济地位与贡献比拼的娜份 ( % )

经济地泣过炜 相称 过高

党破机关千部

专业人员

盘业领导千都

企业一般千部

公它
, 祥

82
。

5

52
.

奋

5导
、 7

甘
`

1

1 5
。

9

“
。

香

召召
.

认

仓
.

9

0
一

5

O一?

1
.

3

从表 5 中可知
,

党政机关千部租专业人员申机仑姑以上的人认为自己的经济疮性与自己

的责献根比矗得过低
。

企业领导书部和企业一盘千郁认为过低的比率低一些
,

但仍超经了半

教
。

如果让各个群体再评价一下各个职亚辞体的责抚 刻繁果就更清楚了
`

(参见表 矽 )
。

各

个群体
,

除了企业一般干部
,

均认为本群体在改革开放中起的作用最大
,

责献缺大
。

’

将该表

与表 。联系起来看
,

礴嘴蠢巷出杏辉律班戎对柑盛导脾傲奏徽的比校
,

更加深了相对蜘夺的

感受
。

衷. 北京市4个娜沐对各职业娜你清颐的评价 (% )

觉政机关干部

专业人员

企业领导千部

企亚一般千部
、

3 7沼

2 4
。

4

1 6
。

6

1宫
。

4

13摊

6讨

27
。

6

16
。

`

2 3
。

6

4 0
。

8

念7
。

1

名1
。

5

2
。

4

2
。

9

2 2
。

8

17
一

7

注 : 表格上方阿拉伯数字分别表示
:

1党政机关干部; 2企业干部; 3教学
、

科研与专业人员 ; 4工人 ; 5农民 ;

6个体线者与民办公司人员 , 7
甚衡 一

:
一

扮
之 一

`

( 宫 ) 柑互攀比心理与不满的指向 一
不同地位类型中的社会成员的利益来凉和获取方式各不相同

,

完全打破了过去那种单一

的肉次级制度结构分配地位的格局
。
而所有社会成员戴不愿放弃既已得到的德定的利益来源

和获取方式
,
同时对某他群体的科益多得感到不满

,

要求不断制造和产生出新豹利益来源满

足有已
,

这样下去的维果必然是各群体之凤的相互攀比
,

以及政策对待这些攀比扮
“
轮流安

抚万 ,
一

`
一 「

个体在挫折之后的心理和行为反应主要取决于个体对导致自己失效癖因的归给
。

一个社

会如果它提供成员通过自主性努力达到成功的机会越多
,

那么那些失效者从理性上越有可能

铸原因归结为自身
,

并更加努力了如果户个社会对个人的有主性努力附加的银栩越多
,

或对

个林的努力给争不公毕的报食
,

那么
,

部攀娜使稗字艰大努力仍未成功的个体侠会将海气寒
,

霭9
,



到社会身上
,

并会产生攻击性心理或行为
,

而那些并未做多少努力却获得成功的个体便会成
为社会惰性的一大根源

。

分别获得两种不同利益类型的人都有较强的不满和相对剥夺感
。

但在这种挫折感面前
,

他们又都很难自主地改变自己的利益来源和获取方式
,

两种规则的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观念

冲突
,

再加上次级制度结构的硬约束
,

就成为他们产生消极心理的重要原因
。

他们对不满的

归因多是指向具体的制度结构甚或指向政府
,

并时而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

(三 ) 社会心理的分化与整合

改革后利益格局的变化带来了人们利益动机的觉醒
,

从一般的意义上说
,

这是一种社会

进步的标志
。

没有利益动机的觉醒就不可能有商品经济的真正发展
。

但是
,

更加重要的是
,

必须慎重考察利益的格局到底是如何分化的
,

人们的利益动机是

怎样体现出来的
,

又是怎样实现的
。

如果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

就不难发现
,

改革后所

出现的利益格局变化并不是尽然合理的
。

利益格局的变化必须使代表各种利益的社会成员以

更加合理的制度化结构组织起来
,

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 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 目标进行共

同的积极努力
。

这一条件要求社会不断优化自身的次级制度结构
,

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最佳

合理配置
。

然而
,

在这方面却不尽人意
。

1
.

社会心理的不规则分化

社会心理的不规则分化是目前的利益格局分化现状与社合次级制席结构共同 作用 的 结

果
。

一方面
,

利益格局的分化刺激人们普遍希望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保护并扩大
,

并为此目

的进行行为上的努力 ; 另一方面
,

经济利益的扩充动机受到了原有次级制度结构的掣肘与制

约
,

人们很难在不受次级制度约束的情况下为满足利益动机而努力
。

于是
,

利益动机在次级

制度结构的刚性束缚下发生了扭曲
,

并以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
。

人们是通过想方设法地摆脱

次级制度约束的方式来满足动机的
,

而一旦摆脱了次级制度的约束
,

在行为上便会立即表现

出无规则化— 如大量的
“
寻租行为

” 以及各种营私舞弊行为
。

不规则分化的突出表现便是杜会不仅缺乏促进自身进一步分化与进步的普遮主义价位
,

而且缺乏促进群体团结与凝聚的特殊主义价值
。 ①人们的地位构成都是经次级制度结构多熏

交叉分割的结果
,

人们的态度与感受不仅要受到他自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环境以及过去经验

的影响
,

而且还要受到身份制
、

单位制
、

行政制等多层次的分割
。

因此
,

在每一个单维度上

都包含着其他的多维度的划分
。

2
.

道德观念 间题

社会的道德观念属于社会深层价值的范畴
。

但是
,

每一种道德观的建立与变迁又都植根

于具体的社会生活中
。

人们具有怎样的道德观
,

往往反映着一个社会的现实结构状况
。

许多人不适应变迁社会中的道德观念的蜕变
,

认为这是
“
道德的沦丧

” 。

我们认为
,

旧

道德观的沦丧本身是不能证明旧道德观的合理性的
,

更为关键的间题是如何建立起新的道德

观
,

如何以合理的制度结构去激励和引导人们的理性行为
,

并从这一有效的制度结构中
“
再

化
”
出新型的道德观

。

1 9 9 1年国家科委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
,

有 44
.

6%的人同意
“
从本质上讲

,

人与人之间的

① 关于
“

普遍主义价值
” 、 “

特殊主义价值
,

这两个概念的论述
,

请参见彼德
·

布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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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第十
、

第十一章的有关内容
。



关系是交换关系
” 的说法

,

有5 7
.

0%的人同意
“
人的本性是自私的

”
说法

,

有4 2
.

8%的人同

意
“
现在最大的追求是挣更多的钱

”
的说法

。

这些数字也许可以说明观念的变迁之巨
,

但却

不能说明社会对道德的彻底背弃
。

就是这次调查的同一个题目的结果还显示
,

有6 1
.

9 %的人

同意
“
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还是乐于助人的

”
说法

,

有6 9
.

0写的人同意
“
人生的目的就在

于贡献
”
的说法

,

有6 4
.

。% 的人认为
“
人应当对自己的将来作周密的计划

” ,

还有76
.

2 %的

人同意
“
只要自己认为自己对

,

就应当坚持
”
的说法

。

由此
,
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市民的道

德观是越来越趋于理性化的
,

对于
“
助人

” 、 “
贡献人生

” 、 `
具有主见

” 、 “
计划将来 ,

等都具有积极的态度
。

只不过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与追求经济利益的价值观结合在了一起
。

剩下的间题便是如何从制度
、

规范的层次去引导
、

激励这种积极
、

理性的道德观
,

并使之逐

步达到规范行为的程度
。

3
.

分化与整合

没有社会心理的分化就谈不上整合间题
,

而整合又必须是对合理分化的整合
。

目前的社

会心理缺乏一种统一的价值目标的有效整合
,

因此
,

函需通过调整人们的利益来源和获取方

式
,

进而理顺利益动机与满足方式的关系
,

从而将零乱的社会心理分化状态整合在一个统一

的价值目标下
。

这种分化与整合应当在三个层次上进行
:

( 1 ) 在个体层次上形成个人利益

动机的合理分化
,

以及个人利益动机与社会价值目标的整合 , ( 2 ) 在群体层次上形成群体

利益动机的整合 , ( 3 ) 在社会层次上形成各种群体利益与社会目标的整合
。

要达到这三个层次上的分化与整合
,
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

:
( 1 ) 确立全社会统一的

价慎目标
,
并溥过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

达到社会共同价值的内化 ; ( 2 ) 解决原有

次级制度结构与改革和发展当中新出现的初度规范之间的矛盾
。

这包括 * 。一方面调整或改变

次级制度中对人的地位规定刚性分割
、

难以流动的状况
,

一

另二方面及时以新的合理的
、

完善

的制度规范充实次级制度结构
,

使之真正成为既能规范人们的利益获取方式
,

又能激励人们

积极向上的合理动机的制度结构 , ( 3 ) 在尽可能广泛的领域内建立公平手段获 取 利 益满

足
,

对于采取非制度化手段牟利的行为采取强硬的制度制裁
,

确保社会成员在公平的环境中

进行竞争
。

社会的利益格局和社会心理格局是扎根于社会结构中的
,

因此
,

解决利益与社会心理的

间题必须着眼于社会结构的优化
,

而其中最为首要和困难者还是社会的次级制度 结构 的 改

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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