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认为
,

一

我国现阶段产生新的剥削阶级可能性是存在的
。

但是存在这种可能性并不一

定必然产生新的剥削阶级
。

只要我们 “ 方向明确
,

头脑清醒 , ,

通过国家政权
,

制定思想政

抬
、

法律
、

经济等一系列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

对私营企业进行积极的引导
、
监督和管理

,

就

能够避免私营企业主阶层发展成为新的剥削阶级
. `

’

改 革 以 来

河北省社会群体结构的变化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学研究所 王义 豪 贫银风

1 9 5 2年河北省社会劳动者 1 3 4 5
.

04 万人
,

其中 9 3
。
7%是农 民

,

工人只 占3
。
6%

,

知识分子
J

占 1
.

8%
,

当时有个体劳动者 1 2
.

74 万人
,

占0
.

9%
。

1 9 7 8年我省社会劳 动 者 增加到 2 1 4 1
.

0 2

万人
,

比 19公年增加了 7 9 5
.

9 8万人
,

即增加了5 9
。
2%

,

社会群体构成发生 了 四 个 方 面 变
J

化
。

第一
,

工人群体迅速壮大
,

久数达
3 3 7

.

: 5万人
,

是 1。5 2年的 5
.

。7倍
。

在社会劳动者中占

、

豹比重也由 1 9 5 2年的 3
。

6%上升为 1 5
。

78 写
。

第二
,

农民群体增加了45 4
.

17 万人
,

即比 1 9 5 2年增加 了 35
.

69 %
,

达 1 7 26
.

47 万人
。

农民

在社会劳动者中的比重由于工业化的结果而不断下降着
, 1 9 7 8年下降到 80

.

64 %
。

值 得 注意

钓是
,

农民中有 1 93
.

04 万人
,

即占农民总数的 n
.

1%
,

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 9
.

02 %从事的是非

农业劳动
。

`

他们是农村户 口
,

自然属于农民
,

而从他们从事的工作看
,

他们应属于工人
。

因
`

此我们也可以认为 1 9 7 8年工人在社会劳动者中的比重应是 15
。

78 %加上 9
.

02 %
,

为 24
.

8%
,

而农民占7 1
。

6 2%
。

第三
,

我省知识分子在社会劳动者中所 占比重
, 1 9 7 8年前始终低于全国的水平

.
’

1 0 5 2年

全国有叻。万知识分子
,

占社会劳动者的 2
.

4%
,

而我省当时只 占1
.

8%
。

1 9 7 8年全国 知 识分

子人数增加到大约 2 59 0万人
,

占社会劳动者的 6
.

5%
,

而我省这一年 比 1 9 5 2年虽增加了 3
.

43

倍
,

所占比例只有 5
。

02 %
,

比全国低 1
。

5个百分点
。

第四
,

我省个体劳动者从 1 9 5 2年至 19 7 8年期间呈急剧减少的趋势
,

占社会劳动者的比重

由 0
.

, %下降为 。
.

01 %
。

、

改革开放以后
,

我省社会群体结构日趋复杂
, 1 9 8 6年与 19 7 8年相比有 以下几个变化

。

第一
,

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队伍进一步壮大
, 1 9 8 6年全省工人阶级已达 58 1

.

22 万人
,

比

1 9 7 8年增加了傀%
,

在社会劳动者中的比重也由1 5
.

8%上升到 22
.

1 3%
。

知识 分 子 19 8 6年全

省 已有 2 34
。

n 万人
,

比 1 9 7 8年增加了 .1 18 倍
,

在社会劳动者中的比重上升到 8
.

91 %
,

开始超

过当年全国的平均数 ( 19 翁年全国知识分子占社会劳动者的比例为 3 % )
,

这是由于我省重

视了成人中等
、

高等专业教育
,

使一大批由于历史原因未能接受专业或高等 教 育 的在职干

部
、

工 戈得到了深造的机会
。



第二
,

农民队伍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而出现了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现象
。

1 , 78 年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民占农民总数的 1 1
.

1%
, 1 9 8 6年上升为 2 2

.

2 7%
,

有 4 69
.

41 万人
,

比 19 7 8年增加了 1、 4倍
,

在社会劳动者中占的比重也上升到 1.7 87 %
,

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只 占社会劳动者的 5 8

.

9 3%
,

这种趋势将持续下去
。

我省农业劳动者向非农业生产转移的速
-

度略高于全国平均值
,

1 9 8 6年全国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农民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14
.

7%
。

第三
,

变化最大的是个体劳动者
。

1 9 7 8年个体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的 0
.

01 %
, 1 9 8 6年时

-

上升为 7
.

37 %
,

高出全国平均教近一倍
,

这一年全国为 3
.

6%
。

我省各阶级内部的变化情况如下
:

1
。

工人阶级
广义的工人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在 内

,

据 ,。 8 2年 : 月第三次全国人 口普查责料
,

我省工人

阶级和知识分子共 64 4
.

08 万人
,

其中知识分子 1 91
.

6万人
,

占 29
.

83 %
。

从职业构成来看
,

产

业工人仍然占绝对优势
,

为 3 59
.

07 万人
,

占广义工人阶级 总 数的55
.

75 %
,

占不含知识分子

的工人阶级总数的 79
.

35 %
。

从所有制构成情况看
,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全民所有制职工比重呈下降趋势
,

集体所有制

职工比重逐年上升
,

其他所有制职工人数增加迅速
。

1 9 5 2年我省工人阶级中在全民或集体所

有制经济部门劳动的有 68
.

30 万人
,

在私有制部门劳动的有 4
.

42 万人
,

也就是说公 有 制成分
的工人占工人阶级总数的 。 3

.

。 2姑
。 1 。阶年这个数字上升到 97

.

7 3写
, 1。 7 8年又上升到历史最

高点的 9 9
.

9 8%
。

改革开放以来变化趋势向相 反方向发展
,

1 9 8 6年全省工人阶级的所有 制 构

成 已与 1 9 5 7年相仿
,

公有制以外的其他所有制职工已达 1 1
.

85 万人
,

占职工总数的 2 %
。

从工人阶级的技术构成来看
,

我省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素质大大高于集体所有制和其他

所有制的职工
。

我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技术构成的发展趋势是
:
直接从事生产第一线

的工人所占比重逐步缩小
,

而管理人员
、

服务人员等非生产职工的比重 不 断 增 加
。 1 9 5 2年

工业企业生产工人 (包括学徒 ) 所占比例78
.

6%
,
1 9 7 8年降为 78

.

4%
,

1 9 8 6年 进而 下 降为

7 2
.

4 4%
。

操作工比例下降是新技术革命的必然结果
,

它要求工程技术人员的比例应不 断提

高
。

然而我省的情况令人担忧
, 1 9 5 2年工程技术人员在工人阶级中的比重是 3

.

8%
, 1 9 7 8年降到

1
.

9%
, 1 9 8 6年又上升为 3

.

34 %
,

仍未超过 1 9 5 2年的比例
。

如果比较一下工程技术人员 占管

理人员的比例
,

情况就更加严重
,

1 9 5 2年是 42 %
, 1 9 78年下降为 22

.

9%
, 1 9 8 6年略有上升

,

也只是 25
.

8%
。

每千名工人中拥有工程技术人员为 4 7
.

8人
, 1 9 7 8年为 25

.

1人
, 1 9 8 6年是 4 7

.

2

人
。

进入 80 年代工人阶级的技术构成反而不如 1 9 5 2年高
,

原因是多方面的
,

其中与我们安排

大批返城知识青年到企业就亚
,

以及多年实行子女顶替政策有直接关系
。

2
。

农民阶级

直到 1 98 6年
,

我省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农林牧渔的劳动力仍占优势
,

达69
.

27 %
。

从 事 工

业
、

交通运输等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五分之一多
,

从事第三产业的占十分之一
。

从事二
、

三

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农村劳力的 30
.

72 %
,

也就是说
,

每三个农业劳 动力中就有一个从

事非农业劳动
。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方向
、

数量
,

在我省随地区差异
、

年景好坏而不同
。

沧州

地区是我省的次发达地区
,

据 1 9 8 6年对全区 14 3 21 户的抽样调查
,

调查户共有人 口 61 6 04 人
,

其中劳动力 2 7 2 3 2人
,

当年由第一产业 向二
,

三产业转移
,

占调查户总人口 的 2
.

87 %
,

占调
’

查 户劳动力的 6
.

49 %
。

转向工业的占45
.

27 %
,

转向建筑业的占 24
.

02 %
,

转向交通运翰业的 :

古 9
.

4%
,

转向商业的占7
.

9%
,

转向饮食业的占2
.

4%
,

转向服务业的占3
.

7%
,

转向其他行



性 k的占 6
.

5 5 %
,

其中 74
.

39 %是男性
。

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力中只有 7
.

2%受过专业技术训练
。

可喜的是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已给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了同等机会
,

劳动力的转移已不再由

乡村干部或复转军人所垄断
,

在转移人数中有 89
.

6%是普通农 民
。

在我省
,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受自然
、

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制约
,

有以下特点
,

’

第一
,

我省从农村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是潜在的过剩人 口
,

_

而不是正常的农业劳动生产
、

率提高所多出的劳动力
。 、

第二
,

我省当前农业劳动力转移动机基本上属于就业型
,

而不是追求高收入型
。

多数农
’

民为了就业或充分就业
,

只要有个劳动场所
,

获得合理的或基本的报酬即可
。

由于农村劳动

力供大于求
,

因此我省农村劳动力价格还是低廉的
。

第三
,

我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形式基本上是在乡转业型
,

而不是离乡转业型
。

由于户籍
·

管理制度和农民素质等条件限制
,

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就业为数极少
,

星罗棋布的小城镇

是农民中优秀人才大显身手的主要场所
。

由于出现了农村劳动力转移
,

农民队伍形成了三个分层
,

一是完全从事农林牧渔生产的
一

农村劳动者
,

二是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生产兼作的农村劳动者
,

三是脱离农亚生产完全从事非

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者
。

第三个分层已经富起来了
,

第一个分层多数刚解决温饱
。

3
。

知识分子

1 9 8 2年 7 月 1 日我省第三次人 口普查时
,

属于知识分子范畴的有三类人员
。

第一类是各
,

类专业技术人员
,

有 118
.

9万人
,

第二类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 人
,

有 40
。

3万

人
,

第三类是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

3 2
.

4 6万人
,

三类合计为 19 1
.

6万人
。

显然
,

我省知识分

子中以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最大
,

占62
.

0 5%
。

而各类专业 技 术人员中又以教学人员最

多
,

有 47
。

5万人
,

占知识分子总数的 24
.

76 %
,

占专业技术 人 员的 40 %
,

次于教学人员的经

济业务人员
,

有 2 9
.

4万人
,

占知识分子总数的 15
。

31 %
,

医疗卫生人员有2 3
.

5万
,

占知识分子
_

总数的妊山双%
。

这三类人员占知识分子总数的 5 2
.

3 4%
,

占专业技术 人 员的 84
.

37 %
。

和全

国的情况比较
,

我省知识分子中科研人员的比例仅 0
.

23 %
,

低于全 国 的0
.

4% ; 经济业务人

员的比例为 1 5
.

3 1%
,

也低于全国的 18
.

9%
。

法律工作人员的比 例 为 0
.

60 %
,

高 于 全 国的

O
。

4%
。

丫

4
。

个体劳动者
1 9 8 6年我省有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者 1 9 3

.

5 8万人
,

户均资 金 1 63 2元
,

占全社会劳动者

丽7
.

37 %
。

他们中 9 5
.

44% 的人员在农村
。

从职业构成看
,

从 事 工 业 和 手工 业 的有 51
.

54

万人
,

占26
.

62 % , 从事商业的有 70
.

41 万人
,

占 3 6
.

3 7%
,

从事饮 食业 的 有 21
.

5 7万人
,

占

.11
1 4%

,

从事运输业的有 20
·

6 3万人
,

占 1 .0 6 5%
,

从事修理业的有 8
·

71 万人
,

占.4 4 9%
,

从

事房屋修缮业的7
。

57 万人
,

占3
.

92 %
,

从事服务业的 6
.

34 万人
,

占3
.

27 %
。

1 9 8 4年以后个体劳动者中出现了雇工大户
。

如沧州地区 1 9 8 6年有私人企 业 6 76 家
,

从业
.

卜员 1 2 39 4人
,

占个体户总数的 1
.

1%
、

个体户从业人 员 的 5
.

3%
。

其中雇 主 2 17 1人
,

雇工

10 2 2 3人
,

每户平均雇工 15 人
,

最多的 1 50 多人
。

他们每户平均拥有资金 4
.

72 万元
。

资金来 源
:

经营者集资共 2 207 万元
,

私人借贷 1 16 万元
,

贷款 8 68 万元
。

这些私人企业的资金 是 一般个
,

体户的15 一20 倍
。

他们主要集中在几个行业中
,

工业手工业 56 8户
,

占84 %
,

商 业 饮食 业 占

认 2
.

3%
,

建筑运输业占 3
.

4%
。

}

。
2 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