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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杜会结构类型的两盆划分

1
.

社会的功能结构

社会功能结构的基础是人们社会活动中的分工
、

交换关系
,

分工
、

交换关系不仅存在于

物质生产领域
,

而且存在于精神生产和公共管理领域以及三者之间
。

社会功能结构的变化也

就是社会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的变化
。

以此为依据
,

可以把人类社会的功能结构区分为以自

然经济为基础的
“
传统” 社会

、

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
“
现代

”
社会和以 自由经济 (产品经济

的提法不科学 ) 为基础的
“
未来

”
社会三大历史形态

。

以分工
、

交换关系为基础考察社会结

构可以称为功能分析法
。

2
.

社会的利益结构

社会利益结构的基础是人们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关系
。

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不仅表现为对物

质生产票素和产品的占有
,

而且表现为对公共管理权力和思想文化资源 的占有与控制
。

人们

在占有关系中的不同地位产生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与层次
。

以此为依据可以把人类社会的利

益结构区分为原始社会
、

奴隶社会
、

封建社会
、

资本主义社会
、

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

会六种历史类型
。

原始社会和共产生主义社会是平等的利益结构
,

其它四种是不平等的利益

结构
。

以古有关系为基础考察社会结构可以称为利益分析法 (包括阶级分析法 )
。

3
.

功能结构与利益结构的关系

( 1 ) 功能结构决定利益结构的基本性质
。

分工
、

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不平等利益关

系的产生和消灭
。

原始社会中以自然分工为基础的功能结构产生原始平等的利益结构
。

固定

式社会分工的出现导致社会功能结构的分化和不同功能群体与角色的分化
。

不同功能群体角

色在 占有社会资源上的差异
,

产生不同利益群体与层次的分化
,

乃至阶级利益的分化
。

当固

定式社会分工转化为自由分工之后
,

不平等的社会利益结构才会消亡
。

( 2 ) 功能结构决定利益结构的基本形式
。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
“
传统

”
社会和以自

由经济为基础的 “ 未来
”
社会中

,

不平等的利益关系在形式上也是不平等的
,

平等的利益关

系在形式上也是平等的
,

内容与形式相统一
。

在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
“
现代 ” 社会中

,

不平

等的利益关系在形式上是平等的
,

内容与形式相背离
。

社会主义社会属于以商品经济为基础

的
“
现代

”
.

社会
。

二
、

社会结构的两大形态

这里是讨论 (原始社会之后的 )
“
传统

”
社会和

“
现代

”
社会两种功能结构

,

及其相应

的利益结构的形式
。

1一
’

“
传统

”
社会结构

(
·

1) 功能结构
;

单一化结构
,

自然分工和简单的社会分工占主导地位
。

社会功能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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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化
。

同质性初级群体综合性地完成各种社会功能
。

简单的社会组织 以家长制为基本特征
。

经济
、

政治
、

文化等功能组织缺乏独立性
。

政治组织承担着直接管理
、

控制社会生活各领域

的功能
。

() 2 利益结构
:

等级权利的封闭性结构
,
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直接的依赖关系

。

个

人直接依 附于群体或他人而没有独立性
。

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表现为等级
、

身份 的 权 利 关

系
,

在内容与形式上都不平等
。

人们的社会角色与地位主要是
“
先赋

” 、 “
他致

”
的

,

社会

流动很小
。

社会利益的调节机制以政治权力的分配为中心
,

以专制和
“
人治

”
的强控制为基

本特征
。

周期性暴发的社会动荡成为其补充机制
。

2
。 “

现代
”
社会结构

( 1 ) 功能结构
:

多元化结构
。

发达的社会分工 占主导地位
,

社会功能结构高度分化
。

初级群体功能减退
,

异质性社会组织专门化地完成各种社会功能
。

复杂的社会组织 以科层制

为基本特征
。

经济
、

政治
、

文化等功能组织具有高度独立性
,

政治组织不再承担直接管理社

会生活各领域的功能
。

< 2 ) 利益结构
:
平等权利的开放性结构

。

人们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是间接 的依 赖 关

系
。

个人摆脱对群体和他人的依附而获得形式上的独立
。

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利益关系表现为

权利平等的
、

自由的契约关系
,

内容不平等但形式上平等
。

人们的社会角色与地位 主 要是
“
自致

”
的

,

社会流动很大
,

社会利益的调节机制多元化
。

在经济领域中是市场机制
,

在政

治领域中是民主与
“
法治

”
机制

,

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是
“
自由

”
机制

,

总特征是以平等竞争

为基础的自组织
、

自调节机制
。

企业家 (经理 )
、

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成为各功能领域中的精

英阶层
。

三
、

我国原有杜会结构的性质

从占有关系上看
,

我国社会原有利益结构基本上消灭了阶级剥削和压迫
,

属于社会主义

性质
。

从分工
、

交换关系上看
,

我国社会原有功能结构和利益结构的形式则是一种
“

准传统
”

型结构
。

1
.

功能结构
:

功能分化不足
,

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大一统经济
、

政治和文化结构
,

各功

能系统缺乏独立性
。

政府机构对社会生活全面地直接管理和控制
,

包揽了过多的社会功能
,

形成
“
大政府

、

小社会
” 。

企事业单位因
“
办社会

”
而初级群体化

。

社会组织中家长式领导

方式比较普遍
,

组织行为人格化
。

2
.

利益结构
:

( 1 ) 统收统支的分配制度造成等级性平均主义利益关系 (如我国原体制的状况 )
,

在

各等级内部也是平均主义的
。

这种等级性不仅表现为工资等级的固定式划分
,

而且表现为因

所有制等级
、

户 口等级
、

职权等级带来的非货币性收入和其它利益的差别
。

由此 造 成 人 们
卜

“
身份

”
性差异和利益的

“
刚性

” 。

( 2 ) 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造成依附性关系
。

劳动力事实上为部门
、

单位所有
,

形成劳

动者对工作单位或领导人的类似人身依附的依救性关系
。

劳动者难以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道

路
,

造成
“
他致

”
性社会地位与角色

,

社会积极性普遍低落
。

社会流动很小
,

人力资源难以

开发
,

形成封闭性社会结构
。

宗法性关系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仍有重要影响
。

( 3 ) 功能性利益群体与层次缺乏分化和独立性
。

过于调 强各功能群体与层 次 的同 质

性
、

一体化
,

过于强调各种不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
、

整体性
,

以致各不同功能群体在相应的

了4 、



等级层次上互相比照
、

转换
,

由此造成不同社会利益之间矛盾的
“

隐性
”

和利益变动时
“

攀比
, 。

( 4 ) 社会利益的行政调节机制造成利益结构的僵化和社会矛盾的集中
。 “

一元化
”
的

行政机构高度集中
, “ 自上而下

” 地分配社会资源
,

政治权力成为分配社会利益的中心
,

从

而使社会利益的矛盾集中在政治领域
。

党政最高领导层中经常发生激烈的
“ 路线斗争 ” 。

过

份集中的权力和
“
人治

” 为主的管理方式使国家公务人员中的腐化现象不断滋生
。

干群之间
、

关系趋于紧张
,

矛盾逐渐加深
。

对社会利益的调节缺乏弹性
,

压抑性调节机制使社会利益的

矛盾因得不到及时
“ 渲泄

”
而不断积累

,

造成爆发性的社会冲突和动荡
。

四
、

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

随着以发展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全面改革的发履
,

我国的社会结构必然出现从
“
传统

”
型

结构向
“
现代

”
型结构的转变

。

1
.

功能结构方面
:

走向高度分化
。

党
、

政
、

企
、

社功能分开
,

实现
“
大社 会

、

小政

府
” 。

社会各功能系统进一步专门化
、

独立化
、

社会组织科层化
。

2
.

利益结构方面
:

( 1 ) 改变等级性
、

依附性社会关系和封闭结构
,

形成权利平等的

契约性社会关系和开放性结构
。

确认和保护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和自由择业
、

自由

居住等权利
。

( 2 ) 社会利益群体进一步分化
,

社会利益的差异和矛盾
“ 显化

” 。

利益分化

的过程也是原有社会利益群体
“
重组

” 和社会利益
“
再分配

”
的过程

。

人们通过社会流动重

新寻找和确立 自己的角色和地位
。

企业家
、

政治家
、

知识分子将成为各功能领域中的精英
,

处于利益结构的
“
高层

” 。

( 3 ) 实现社会利益调节机制的转轨和多元化
。

政府由对社会利

益的直接调节转变为间接调节
。

在经济领域中确立市场机制
,

使劳动者通过市场竞争各得其
,

所
,

并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获得
“
社会安全

” 。

在政治领域中确立民主与
“
法治

”
机制

,

使代

表不同社会利益的政治组织
、

团体和派别
,

通过权利平等的公开化
、

大众化政治活动方式表

达各自
、

的意志
,

经过相互碰撞和妥协
,
形成全社会的综合意志

。

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确立
“
自

由
”
机制

,

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切实保障言论
、

新闻
、

出版
、

学术
、

创作等自由
,

让各种

不 同思想
、

倾向
、

流派
、

风格在自由竞争中发展真
、

善
、

美
,

扬弃假
、

,

恶
、

丑
。

改革开放中我国阶级结构

演变的初步预 测

中华全国总工会 韩西推

( 一 )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党的十三大指出
: “

在所有制和分配上
, 衫会主

义社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
,

绝对平均
。

在初级阶段
,

尤其要在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

多种经济成份
,

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
,

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

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 ”

社会主义是有阶级社会
,

初级阶段更是如此
。

根据十三大的上述论断
,

也应该说
:
在阶

级结构上
,

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要求纯而又纯
。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是随着生产力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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