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商品化的发展
,

.

一些农民兼业户和专业户不断增加
。

第四
,

随着商

衬
、
生产的发展和竞争的出现以及以按劳分配原则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的认真贯彻执行

,

工农

两 友毖本阶级之间的收入差别在逐步缩小价 但小资产份代及和私人企业者阶层同工农两大基本

价汲之间的收入差别在增加
,

土农两大基本阶级的内部不同阶层之
一

间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步扩
一

心 在农民阶级中出现了贫困户、
.

温炮户
、

小康户和富裕户等的层次区别
,

他们各 自的要

宋
、

利益
、

愿望和爱好 以及生活方式
、

价值观念
、

择偶标准等是不同的
。

在工人阶级中
,
不同

所有制之间
、

不同行业和工种之间
、

不 同文化程度之间
、

不同技术水平之间
、

不 同 地 区之
!可

、

各种不同层次之间的工火的收入出现了较大的不平衡
,

甚至出现了较大的悬殊
。

第五
,

目前我国的知识分子 己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

而且是工人阶级中的文化科学知识较高的

一个阶层
。

因为我们现有知识分子队伍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新中国墙养出来的
,

其中绝

大多数还是工人
、

农民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
。

’

尽管知识分子在劳动方式上
,

同工人
、

农民

还有重要差别
,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总体上说
,

从取得生活来源的方法和为谁服务来说
,

明

确肯定他们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

这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伟大成果
,

是社会主 义建

设的伟大成果
。

根据我国新的历史时期上述社会基本阶级结构和阶层结构的变化
,

为了更好

地协调各阶级和阶层人民之间的利益 , 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
,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

主动性和

创造性
,

就要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和阶层政策
。

因此
,

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前

提下
,

·

突出地重视马克思主义的阶层分析
。

总之
,

从我国已经变化了的社会阶级结构和阶层结构出发
,

坚持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

义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方法
,

并把阶层分析的重点放在工农两大兄弟阶级内部和其他阶级
、

阶层内部
,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发展的前沿
,

这就泛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

析和阶层分析方法在理论上 的重大突破
。

如果离开或丢弃在实践中友展了的马克思主义阶级

分析方法
,

去奢谈马克思主义的阶层必扳
,

甚至照搬西方的社会分层理论
,

这不是对马克思

主义阶层分析的发展
,

而是对马克思冉产阶层分析的离弃
。

因此
,

我们既要避免和克服马克

思主 义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折的教条主义
、

僵化模式
,

又妥避免和克服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分

析和阶层分析的基本原理而照搬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的错误倾向
。

正确的态度和做法是
,

坚持

实践的观点
,

发展的观点
,

创造的观点
,

把马
厂

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的理论推向一

个新阶段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益
一

群体的基本特征
`

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研究室 项杰善

、

社会主义制度下不 iffJ 利益群体既然是一 个客观存在的现实
,

那么
,

社会主义初教阶段与

粉术高级发展阶段利益群体有哪些不同的基本特征呢 ?

首先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群体结构具有不德定性
,

经常处于分化
、

转化和重新组 合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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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

’ . -

所请群体结构
,

是指在经济利益基础之上产生
,

由所有不同利益群体按照一定比例关系

排列组合成的社会各类成员之间的一种相发关联方式
。

现阶段的群体结构
,

是以生人
、

农民

为主体
,

由干部
、

知识分子
、

个体劳动者等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组成的共同体
。

十亿多人 圈 、

八亿在农村
,

是这个不合理群体结构的主要特征
。

三巾全会以来
,

原有的社会群体中的一部

分成员如农民已经分化成农业生产者
、

亦工亦农户
、

个体工商户等 ; 军人群体转化到其他各
个社会不同群体之中扩新的社会群体例如企亚象群体

、

个体户群休
、

雇主群体已经产生并在

群体结构中占据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

可以说
,

我国目前的社会群体结构正处于一个动荡的重

新组合和不断走向优化的厉史新时期
。

现阶段群体结构的不稳定性主要是由农民的不断分化
、

转化和重新组合造成的
。

改革九

年来
,

我们对农村过去失调的比例关系
,

’

不严密
、

不科学的排列组合和组织构成进行了大规

模有 目的的调整
,

促进了农民向其他社会不同群体的 转 化
。

据 19 8 7年统 计
,

已有 8 5 00 万

农民全部或部分地转入菲农产业
。

正是在农民的分化
、

转化过程中
,

原来的社会群体结构发

生了较大变化
。

据 1 9 8 5年对不同类别农民的统计
,

他们中已有一千多万人加入到个体户的群

体之中
,

有三千二百万成为乡村企业中亦工亦农群体
,

,

占农村总劳动力的9
.

3肠
。

还有 一 些

转化较快的已成为工人群体的正式成员
·

在农民的分化
、

转化过程中
,

我们应以较大的注意

力来关注新崛起的亦工亦农群体
。

这是一个以工业为发端
、

以兼业为特征沁以离农为 目标
,

不但在职业间流动
,

而且开始了生活地域变得更有着 自身特点的新型社会群体
。

现阶段群体

结构的这种不稳定性
,

为在新的较高的层次上实现更为科学合理组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

;

其次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群体意识具有多层次性
,

经常处于多向度的发展变化之中
。

所谓群体意识
,

就是以意识主体的空间特征为标准
,

,

反映各类不同社会群体对社会生活

各方面的思想倾向
,

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古据独特的位箕
,
群体意识的多层次性

,
可以从

群体心理的多层次性中得到验证
。

群体心理是群体意识的初级阶段
,

具有多 向度的特点
·

第

一
,

从各个群体之间的共性来看
,

存在着拥护改革
,

渴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 心在理
。

第

二
,

在各个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攀比心理
。

这是不同利益群体之伺和同一群体成员之

间进行的一种自发比较攀高的心理趋向
。

第三
,

从各个利益群体自身来看 , 干部中的安于现

状、 、

舞守陈规的守旧心理
,

工人中评头品足
、

横加指责的求全心理
,

农民中求静怕动
、

小富

即安的守成心理
,

个体户中一切从个人利益和好恶出发的自私心理
,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

’

思想教育丫灌输诱导时逆反心理等等
。

即使在同一群体的不同成员之中
,

由于职务
、

行业
、

文化程度等的差别
,

对改革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

再次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群际关系具有不均饰性
,

`

经常处于从冲突
、

摩擦到走 向重新

调整之中
。

所谓群际关系
,

就是社会群体结构各组成部分之 间的关系
,

即群体与群体之间和同一群

体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关系
、

。

包括各个群体之间利益分配关系
、

生活关系
、

文化关系
、

政治关

系等等
,

是多层次复杂的社会关系 的一个方面
。

改革时期 , 是人际之间
、
群际之间矛盾容易

激化的时期
。

由于群际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不平衡
,
必然造成经济

、

政治和精神上倪矛盾冲

突
。

当前有三方面的群际关系冲突摩擦比较突出
。

一是少数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官僚主义
、

异权谋私的间题
,

这主要是干部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问题
。

二是实行租贾
、

承包
、

股

份制后企业职工的民之权力和改治 地位问题
,

这主要是企业经营者即干部群沐称企业的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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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即工人群体关系间题
。

三是个体户
、

私营企业雇主的经济和政治地位间题
,

这主要是一些
’

社会群体和个体户
、

私营企业雇主群体之间的关系间题
。

各群际之间的冲突摩擦是人民内部

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
。

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
、

分层和待遇偏低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朱庆芳

一
、 ,忆 ,

.

为月和茂 ,了
.

宁四 月巴 J̀
“
知识分子

”
一般是对有文化知识人的泛指

,

至今还没有确定准确的含义
,

各有备的理

解
。

知识分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
一是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

;
二是利用掌握的知识进行创

造性的脑力劳动
。

为了在社会各阶层中把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加以区分
,

需要有一个能操

作的定义
。

目前由于定义不清
,

在实际工作部门中的概念比较混乱
。

如有的把脑力劳动者都

算知识分子
,

有的把
“ 干部

”
统称为知识分子

,

有的认为大学以上文化程度才能算
,

有的认

为中等以上就可算
。

经我们向各部门调查了解划分知识分子的标准应以社会分工
,

即从事的职业性质
,

结合

文化程度加以区分
,

目前各部们实际上用
“
具有中专以上的脑力劳动者”

.

作为知 识 分 子 定

义
,

是基本符合我 国国情和符合知识分子含义的
,

更确切一点
,

还要包括没有中专文凭但有

技术职称的
,

以及没有技术职称和中专学历
,

但通过自学和培训途径已达到同等学历的专业

知识水平和实际从事专业技术的工作人员
。

因此
,

广义的知识分子定义是
:
具有技术职称的

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具有中专以上和同等学历的脑力劳动者
。

按照上述知识分子的标准
,

根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调查中就业人 口中专以上文化程度

钓比例和人 口普查资料推算
,

全国1 9 8 6年底约有知识分子 2 700 一 2 9 0 0万人
,

占全社会劳动者

总数的.5 3一 5
·

7%
,

还有不具备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和没有职称
,

但却从事脑力劳
,
动 的 劳 动

者约有 1 1 0 0一 1 2 00 万人
,

加上符合知识分子条件的 2 9 00 万人
,

全国共有脑力劳动者 4 1 .0
.

万人
,

占全社会劳动者 8 %
。

二
、

知识分子的内部分层

以上为广义知识分子
,

其共性是都需通过较长时间学习
,

在掌握了必要的专业知识的基

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劳动
。

如果根据知识分子的社会分工和社会职能
、

工作的特点不同
,

还可

分为 18 个行业 1 01 个小类
,

按大类可分为如下主个层次 i

第一层次为知识劳动者
,

即从事发现
、

模拟应用
、

转化知识的劳动
,

它包括 科 学工 作

者
、

工程技术人员和从事卫生
、

经济和文化等各类专业人员
。

这 类 知 识劳动者根据 1 , 8 7年

1 %人 口抽样调查约有 2 6 25 万人
,

其中符合知识分子条件的占一半以上
,

这部分知识分子处
一

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前沿
,

起着开拓和加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

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

和重精神利益
、

注重事业成就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特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