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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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层次是传播知识的劳动者
,

主要指从事教育工作的教授和教师
。

从事教育工作的知

识分子是在继承
、

传授前人知识的过程中进行创造性的劳动
,

他们是智力和人才的开发者
,

特

别是当今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
,

教育的职能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
而且教育工作者

人数众多
。

据 1 9 8 7年 1 %人 口抽样调查
,

从事教育事业的职工共有 1 1 89 万人
,

其中高中文化
-

程度约占四分之三
。

教学人员还应按大
、

中
、

小学
、

幼师进行分类
,

或按评定的职称进行分类
。

第三层次是领导和管理层劳动者
,

是指从事国家机关
、

团体
、

企业单位的领导人和管理

干部
。

其社会职能是处子社会组织活动的较高层次
,

进行组织
、

指挥
、

协调
、

控制的地位
,

对生产资料和人财物拥有支配权
,

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

必须具有较高的知讥

和丰富的经验
,

也是一种创造性劳动
。

据 1 9 87 年人 口抽样调查
,

机关
、

党群组织及企事业单位

负责人共 1 0 31 万人
,

其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虽只占三分之一

政治地位
、

声望
、

权力
、

收入方面都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
,

,

文化素质偏低
,

但他们的经济
、

他们重政绩
、

重威望
、

重政治秒

益
,

在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
、

特殊的作用
。

改革开放以来
,

各行各业出现了许多权
、

贵
、

利相结合的企业家
。

企业家的知识和才能
, 对企业经营的好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有人提出

是否单独划出一个
“
企业家阶层

” 。

据 1 9 8 6年底统计
, 全国工交企业和建筑企 业 共 有70 万

个
,

按每个企业就一个企业家计算便有 7 0方人
,

如包括村办企 业家 1 09 万就有18 。万人
。

三
、

知识分子的收入倩况和存在向题

1
.

脑体收入倒挂
解放初期

,

知识分子工资较高
,

据有关部门调查
,

教授的最高工资与工人工资比较约高

1 ` 2 倍
,
195 7年以后至 1 9了8年的 21 年中

,

知识分子较集中的科教文卫和机关团体职工货币工

资基本未动
,

`

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实际工资还下降了 10 %
, 从而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

的收 入差距从 5 0年代摹本合理
, 到 70 年代基本消除

,

进而出现了倒挂现象
, 到 1 9 7 8年脑力劳

动者的平均工资比体力劳动者低 13 %

。

三中全会以后
,

党和政府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
,

落实了

知识分子政策
,

大幅度提高了知识分子工资

1 30 二 %
,

略快于体力劳动者工资增长 12 8
.

。 1 9 8 7年与 1 9 7 8年比较
,

脑力劳动者工资增长了

1 %的速度
,

脑体收入倒挂现象
,

比 1 9 7 8年略有

所缩小
,

1 9 8 7年仍倒挂 1 2%
。

若以知识分子密集的事业机关与工人密集的全民企业单位职工

平均工资比较
,

则由 1 9 7 8年倒挂 10 %缩小为 1 9 8 7年倒挂 6 %
。

在脑力劳动中
,

工资最低的是教育部门
,

1 9 8 7年平 均 工 资伪1 5 5 9元
,

其中 高教 1 5 3 0

元
,
中学 1 35 5元

,

小学 1 29 3元
,

社会福利部门1 362 元
,

国家机关团体 1 41 4元
,

均低于全 民

获…猫淤
人

性

均

局

均

理

1 9 8 6年脑力劳动者的年平均工资比体力劳动者约高 3
.

5%
。

以上均为在职工内部进行比较
,

如果与社会上的个体户
、

私营企业主收入比较
,

则脑力

收入差距吏大
.

据国家工商局对 5 万户个体户调查
,

平均纯收入在 3 0 00 ` 4 000 元左右
,

·

1 9

比短 ;



识分子平均收 入约高 1 ~2倍
,

私营企业主几万元
、

_

几十万元的高收入已使职工特别是工资

;
较低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心理不平衡

。

2
.

造成脑体储挂的原因

( 1) 在知识分子间题上长期犯
“
左

”
的错误

。
1 9 5 7年的

“
反右派

”
斗争

,

把 4 0多万 名 知

识分子错划为
“
右派

” 。

十年动乱期间更加剧了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和迫害
,

政治地位和经济
一

地位空前下降
,

在社会各阶层中被排列为
“
臭老九

” ,

工资几十年不动甚至下降
。

(2 )知识分子工资起点过低
。

50 年代制订的工资标准
,

规定了知识分子 (干部
、

文 艺 工

作者
、

小学教师等 ) 的最低一级工资与工人最低工资基本相同
,

大学教师最低一级粗当于 4

级工人工资
。

1 9 8 5年制定的职务工资制
,
教育界认为教授的经济地位降低了

,

如在 50 年代一

级教授为 33 0元
,

现在一级教授为 25 5元 , 教授最低一级在 1 9 56 年为 2 07 元 , 现在只有 1` o元
,

剧教授和副研究员 1 9 5 6年为 1 4 9
.

5元
,

现在只有 1 22 元 (相当处级 )
,

而现在物价指数比 50 年

代上涨将近一倍
`
按实际工资计算

,

现在的 12 2元只相当 1 9 5 2年的 62 元
。

(3 )知识分子的奖金
、

各种津贴
、

计件工资的比例低于体力劳动者
。

据统计 1 9 86 年 事 业

单位机关团体奖金
、

津贴和计件工资占工资收入的比例只有 31 %
,

而企业 (体力 劳 动 者 为

主 ) 奖金
、

津贴
、

计件工资比例占45 %
,

如包括实物奖则比例更大
。

(4 )专业技术人员
,

学术地位低
,

职称与实际担任工作不符
。

据科委统计
,

19 86 年 自 然

科技干部中
,

评定为高级职称的仅占 1
。

2 %
,

中级职称古 16 %
,

初级职称占61
.

6 %
,

还有
2 1

.

2 %未评定
,

其中中青年职称偏低更为突出
,

31 一45 岁的科技人员中只有初级职称 或 未

评定职称的占92 %
,

中级职称中 39 %的人年龄己达 41 一55 岁
。

据上海市 1 9 8 6年 6 月调查
,

在

1 6 14 名中级职称人员中
,

有 10 %的人已担任高级人员的工作
,

初级人员中有58 % 的人 担 任

了中级人员的工作
。

这种情况
,

人为地降低了科技人员的地位和收入
,

`

使积极性受到挫伤
。

3
.

脑体收入倒挂的后果和影响

不仅直接影响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发挥
,

造成人才使用上的浪费
,

人才外流和人才不合理

流动
。

更严重的后果是它将影响下一代的人 口文化素质
,

延误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

这主要是

脑体倒挂导致了
“
读书无用论

”
的重新抬头

,

现在知识多的人不如知识少的人收入高
,

造成

了人们攀比心理
,

有不少人只顾眼前利益
,

弃学经商
,

务工务农
,

甚至有的大学生
、

研究生

打退学报告
,

认为读书吃亏了
。

据统计
,

近儿年平均每年约有 1 00 0万中小学生过早地流 向

社会
,

造成社会劳动力素质下降
,

产生了大批新文盲
, 1 9 8 7年抽样调查文盲率仍达 20

.

6%
。

由于教师的经济社会地位较低
,

有相当多的教师想改行
,

师范院校招生困难
,

使崇高的职业

失去吸引力
,

这是不可忽视的倾向
。

四
、

解决知识分子待粗低的几点建议

从按劳分配的角度 出发
,

知识分子的报酬必须考虑以下兀个因素
:

(1 )必需能维持本 人

创造 活动过程中生活资料的需要多 (2) 必需能满足本人从事智力劳动中不断补充和更新 知 识

的特殊需要
,

即补偿购买图书资料和培养进修费用 , (3 )必需能补偿家庭和个人在学习 中 耗

费的智力投资
。

目前大学毕业生月工资 76 元
,

仅相当于 1 9 5 2年的39 元
,

要满足和 补 偿 以 上

三项费用是比较困难的
,

如果结婚生孩子后大多需要由父母补贴
。

据计算大学四年仅家庭支

出的费用也要四年才能收回
,

若按 1 5年培养费计算广 需 n 年才能收回
。

因此
,

应当正视知识
_

分子待遇问题
。

. · 「
-

1
。

从指导思想上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价值
,

确立知识分子的地位 ` 在舆论
_

七要大力



宜传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对社会作出的贡献
,

使全社会都要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和知识

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

对优秀的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
,

真正树立

“
尊重知识

、

尊重人才
”
的社会风气

。

2
.

要继续加快知识分子工资的增长速度
。 “ 七五

”
原计划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实际平

均每年增长 4 %
,

知识分子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应高于 4 %
,

达到 5 一
’

6 %
。

根据目前工资

水平倒挂情况的粗略计算
,

如果知识分子的工资每年增长速度快于体力劳动 2 %
,

那么
,

到

1 9 9。年就能扭转而且还能正挂 1
.

6%
,

到 2。。o年就能正挂 17 %
,

如果快 1 %
,

则 到 1 9 9 . 年 脑

体仍倒挂 2 %
,

到 2 0 0 。年才正挂 3
。

5%
。

到底应该快多少? 建议有关部门根据财力情况 和 议

故略决策的眼光
,

制定一个中长期规划
,

纳入劳动工资计划中
· 丫

3
。

对知识分子采取放开搞活的政策
。

,
一

’

主要办法是
:

’
.

(1) 允许和苹励科技人员流动到生产第一线去承包
、

租贾
、

承办各种经济实体
,
使 他 们

的收入在这些经济实体的发展中得到提高
。

(2 )允许和鼓励科技人员业余兼职
。

据了解国外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苏东国家
,

知识

分子兼职是很普遍的
。

如美国高级职位中有 40%是被兼任的
,

往往 1 人兼儿任
,

一般兼 2一

3 个
,

最多达 7 个
,

兼职者大多是科研人页和大学教师
,

只有政府官员和国家公务员不允许

兼职
。

兼职者都能得到相当于工资的三分之一或更多的收入
,

如美国教授兼职收入平均可达
1 一 2 万美元

,

医帅和法律顾间可达 3 万美元
,

连同年薪达 9 万美元
。

只要明确政策界限
,

加强管理
,

对社会
、

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都是非常有利的
。

( 3) 允许和鼓励单位和个人开展扩散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创收活动
。

朴营企业主阶层在中国

的崛起
·

和发展
产

- ·

中央统战部研究所 贾 挺 王凯成

一

于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耸展
,

我国

豹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不仅工人
、

农民
、

知识分子本身 以及它的之间的

相互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
。

私营企业主就是当

今中国正在崛起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

,

,
、

私曹企业主阶层的基本状况

了

近几年来
,

私营企业有了较大较快的发展
,

在部分地区特别是在沿海和商品经济比较发
一

达的地区
,

已具有一定的规模
,

厂

私营企业主队伍日益扩大
,

但从全国范围来看
,

目前我国私

营企业的发展仍处于初始阶段
,

私营企业的数量不多
,

规模不大
,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
一

占比

重甚微
。

私营企业主虽然 已达几 十万人
,

但目前与其他社会阶级
、

阶层比较
,

数盈还很少
,

.

2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