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和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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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由不同的社会集团构成的
。

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划分
、

归类
,

研究不同层次社会

成员的社会地位
、

利益分配
、

社会流动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

是社会学
、

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

方面
。

在我国
,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

僵化的脱离实际的阶级分析理论占据了统治地位
,

这

些错误理论在实践中又不断得到强化
。

一方面
,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

阶级和阶级关系发生了

很大变化 ; 另一方面
,

对 阶级的划分和研究一直被视为
“
禁区

” ,

对客观存在的阶级和阶级

变化不敢大胆探索和研究
,

以致长期以来对阶级状况缺乏正确估量
,

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

矛盾
,

使阶级斗争 日益扩大化
,

最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

形成
“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

一系列错误理论
,

人为地将党内外矛盾无限激化
,

导致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文化大革命
,

给党和人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
。

经济体制改革对长期僵化的生产关系做了重新调整
,

随着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经营方式

的出现和发展
,

社会各阶级和阶层 的状况
、

各阶层的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也相应发生了新的变

化
。

因此有必要对当前各阶级和阶层进行科学的划分
,

对变化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

做出正确

的判断
,

提出对策
,

使改革得 以顺利进行
。

目前世界各国对阶级或阶层划分的理论根据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

一类是苏联 和 东 欧 各

国
,

基本上是根据马克思列宁的观点
,

根据生产资料 占有关系来划分阶级的
。

近年来苏联和

保加利亚等国的学者在所有制理论研究方面出现了某些观点上的变化
,

认为私人辅助经济也

可列入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总体之内
。

保加利亚学者提出了按收入
、

教育水平
、

生活水平
、

声望和工作性质进行社会分层
,

从而 分析阶级和阶层之间存在的不平等问题
。

另一类是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
,

一般都是 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
·

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为标准
,

按财产
、

声

望
、

权力等因素差别
,

将社会划分为几个甚至十几个等级的社会阶层
。

我国过去一直是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划分法
,

即按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划分阶级的
。

在 1 9 5 6

年以前
,

根据当时存在的五种经济成份将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四大阶级
;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

完成之后
,

消灭了剥削阶级
,

只剩下全民和集体所有制
,

按阶级分
,

只有工人和农民两大 阶

级
,

知识分子是依附于工人农民阶级的
。

但是
,

由于种种原因
,

我们对于阶级和阶级关系的变

化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
,

或者根本不予瞩目
,

反而提出了种种脱离实际的阶级斗争理论
,

从

理论到实际全盘否定了阶级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在全民和集体

经济成份之外出现了其他多种经济成份
。

如何对复杂的经济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
,

关系到改

革和四化建设健康顺利地发展
。

我们深深感到
,

仅仅按照所有制关系划分阶级和阶层
,

在理

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都将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难题
。

,

那么
,

是否也可以按职业
、

职务
、

收入



和政治地位等因素的差别来划分各种不同阶层呢 ?

由于我们过去对阶级和阶层的划分很少研究
,

缺乏调查资料和全面统计
,

也缺乏科学的

理论根据
,

要全面完整地论述我国阶级
、

阶层结构的新变化是较为困难的
。

笔者试图根据现

有人 口普查的分行业统计资料和分行业的劳动者人数加以整理
,

同时采取了估算的方法作为

补充
,

对我国历年的所有制结构和阶级
、

阶层结构作一些粗略分组和初步分析
,

供大家研究

参考
。

一
、

所有制结构变化情况

19 8 5年底
,

全社会劳动人数为 4
.

” 亿人
,

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 0
.

90 亿人
,

占全社会劳动

者的比重由1 9 5 2年的 5
.

7 %上升为 18 % , 城乡集体所有制劳动者为 0
.

87 亿人
,

比重 由3 5
.

3 %

降为 17
。

5% (城镇集体劳动者由 23 万增加到 3 , 3 24 万人
,

比重 由0
.

1%上升为 6
.

7 %
。

农村集

体劳动者 1 9 52年为合作化的农民
,

有 7
,

加O万人
,

1 9 8 5年为乡镇企业职工
,

有 5 , 4 10 万人 ) ;

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城乡个体劳动者为 3
.

2亿人
,

比重由5 7
。

1 %上升为 6 4
.

4 % (其中城乡 个 体

劳动者 1
,
756 万人

,

占3
.

5 %
,

尚未恢复到 1 9 5 2年占.4 3%的水平
。

但这仅是在工商局的登 记

数
,

如包括未登记的个体户人数约相当于已登记的 30 % 到 50 %
,

则个体劳动者大概 2 ,

30 0 ~

2
,

6 0 0万人以上
,

已占 5 %以上
,

超过了 19 52 年的水平 ) ;
合营和独资经营 4 4万人

,

占0
.

1%
。

详细数字见表一
。

裹一 按所有制分组的杜会劳动者构成变化

按 所 有 制 分 组
人 数 (万人 )

19 52年

2 0
,
7 2 9

1
,
1 8 7

7
,
3 2 0

2 3

1 9 7 8年

3 9
,

肠 6

7
,
4 5 1

1 985年

成 (% )

78引 19 8舜

90484229巧15
工J冉U内JO八,习口目丹U口创3

内j

社会劳动者合计
i

、

全民所有制职工

2
.

集体所有制劳动者

城镇集体职工

农村集体劳动者

其中: 乡镇企业

3
.

家庭承包制和个休劳动者

城镇个体劳动者

农村个体劳动者

农村家庭承包制和个体农民

4
.

私 营

5
.

合营 (公私合曹
、

中外合资独资等 )

1 00

1 8
.

7

8 1
。

3

7
,
2 9 7①

7 6
,

1

叮了,Jl一弓自浦人份nJ68,山

005书035574兑10

1 1
,
8 2 9

8 8 3

0
.

0 4

0
.

0 4

1 0
,
9肠②

3 6 7

2 6⑧

1 00

1 8
.

0

1 7
.

弓

6
`

7

1 0
,

8

8
,

3

6 4
.

4

0
.

9

2
.

6

6 0 9

资料来源
:
根据19 盯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有关资料估算

。

注
: ①指已实行合作化的农民

。

②指未实行合作化的个体农民
。

⑧公私合营
。

若按城乡分
,

城镇劳动者为 12
, 8 08 万人 (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 8 , 9 90 万人

,

合营 4 4万人
,

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 3 3 3 2 4万人
,

城镇个体 45 0 万人 )
,

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由 19 52 年的

12 %上升为 2 5
.

7%
,

农村集体和个体劳动者 3
.

7亿人
,

比重由 88 %降为 74
.

3 %
。

见表二
:

各种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占有变化情况
:

根据对 19 84年的固定资产原值测算
, 全民所有制占绝对优势

。

全民
、

集体
、

乡镇企业的

年底固定资产原值为 8 ,

71 0 多亿元
,

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 占 8 5
.

5 %
,

集 体 所 有 制 企 业 占

,

20
.



表二 按城 乡分组的社会劳动者构成变化

人

1 952年

2 0
,
7 2 9

2
,
4 8 6

1 8
,
2 4 3

数 (万人 )

1 9 78年 1
社会劳动者合计

城镇劳动者

农村集体和个体劳动者

注 : 资料来源同上
。

3 9
,

85 6

9
,
5 1 4

3 0
,
3 4 2

1 9 8 5年

49
,
8 7 3

1 2
,
8 0 8

3 7
,

0 6 5

卜
西蔽导斋共瑞矿

…翼: …刹戴
14

。
5 % (城乡集体企业占7

.

5 %
,

乡镇企业和联合体占 7 % )
。

如果把全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农户和专业户的生产性固定资产 1 , 。 90 亿元包括进去
,

全国固定资产约为 9 , 8 00 亿元
,

其

中全民所有制占76 %
,

集体所有制占13 %
,

家庭承包农户和专业户占n % (由于缺少城镇个

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的固定资产数据
,

此处固定资产数字不甚完整 )
。

从发展趋势来看
,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
,

将逐步向多种所有制形式发

展
,

如 目前还存在国营大企业按集体所有制经营方式管理和分配的集体经济 ; 小型国营企业

改为国家所有
、

集体经营的经济 , 国营小企业转为集体所有制的租赁或承包给个人经营的经

济 , 生产资料由社员共有采取入股按股分红的合作经济
;
公私合营或中外合资的国家资本主

义经济 ; 外资独营经济 ; 还有全 民
、

集体
、

个体经济相互间灵活多样的合作经营 和 经 济 联

合 ; 个体经济
、

私营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都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

有的同志还主张把国有企业

改为股份经济
、

合作经济
。

无论是哪一种经济形式
,

总的原则是为了要打破
“
铁饭碗

” ,

有

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
。

我们要研究各种所有制的发展变化和内在联系
,

进行分

类指导
,

以便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二
、

阶级结构的变化情况

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必然 引起阶级结构的变化
。

1只8 2年 7月全国第三次人 口普查
,

比较准确全面地将全国就业人口按职业进行了分组统

计
,

全部就业人 口为 5
.

22 亿人
,

根据职业分类
,

工人阶级为 1
.

n 亿人 (指生产
、

运输工人
、

商

业
、

服务
、

邮电人员和职员的合计数 )
,

占就业人 口的 2 1
。

3 % ; 农民阶级 (指农林牧渔劳动者 )

3
.

76 亿人
,

占72 % ;
知识分子 (指各类专业人员

、

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事业负责人等 ) 3 , 4 59 万

人
,

占 6
。

6 % ; 其他劳动者占0
.

1 %
,

如将各阶级所抚养的人 口计算在内
,

工人阶级 占18
。

g %
,

农民阶级 占75
.

1 %
,

知识分子占5
.

9 %
,

其他占0
.

1 %
。

从历年各行业劳动者数量的变化看
,

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增 长 最 快
,

农 民 比 重 虽 下

降
,

但绝对人数仍是增长的
。

据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数字整理
, 1 9 8 5年底全社 会 劳 动人 数

4
.

99 亿人中
,

工人阶级为 8 ,

95 8万人
,

比 1 9 5 2年的 1 , 1 03 万人增长 7
.

1倍
,

占全社会劳动人数的

比重邮
.

3 %上升到 18 % , 知识分子从 50 0万增加到 3 ,

40 0万
,

增长 5
.

8 倍
,

比重 由2
.

4 %上升

到 6
.

8 % , 农民阶级 由 1
.

82 亿增加到 3
.

58 亿人
,

增长近一倍
,

比重由 88 % 降为 72 % , 个体劳

动者由8 83 万人增加到 1 , 7 56 万人
,

增长 1倍
,

比重由 4
.

3 %降为 3
.

5 %
。

若包括未登记而实际

从事个体劳动的人数
,

已达 2 , 2 00 一 2 , 6 00 万人
,

比重 已上升到 5 % 以上
。

若将农 民阶级中从

事非农业劳动的 5 , 4 10 万人 (不包括从事农村个体经济人数 ) 划入工人阶级
,

则工人阶级为

1
.

43 亿人
,

占2 8
.

7 %
,

比 19 5 2年增长 12 倍
,

农民阶级为 3
.

04 亿人
,

占6 0
.

9 %
,

比 19 5 2年增长



.

07 倍
,

如表兰所示
:

襄三 社会劳动者人教各阶级结构的变化

人 数 (狱
) …_ 构 成 ( ,(% )

1 9 5 2年 1 9 5 2年 1 9 7 8年

4

工J工悦J刁1,一nU
.

…

nU月了产O
ó

6行
」

n
J
l月I

,
.

内04
nU

…

ùU11ù今自一匕n甘Rù1上Q
产,Jnùōj傀j

7210502488
nUI山只ù社会劳动者人数

1
.

工人阶级

2
.

知识分子阶层

3
.

农民阶级

其中 ; 从事非农业劳动者

4
.

个体劳动者阶层

1 9 7 8年

3 9
,

8 56

6
,
9 0 9

2
,

5 9 0

3 0
一
3 4 2

2
,

82 9

1 5

1 9 85年

49
,

8 7 3

8
,
9 5 8

3
,
4 0 0

3 5
,
7 59

5
,
4 1 0

1
,
7 5 6 4

.

3 { 0
.

_
_

_ _

_ {19 8 5年比 1 9 5 2

19 85 年 …年增长倍数
1 00 1

.

4倍
1 8

.

0
;

7
.

1倍

6
、

8 5
.

8倍

71
.

7 1
.

0倍

10
.

9

3
.

5 .1 0倍

注
: 1

.

2
.

3
.

4
.

知识分子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编的 《社会统计资料》 中脑力劳动比例估算的
。

个体劳动者 1 952
、

1 978 年仅有城镇数
,

1 985 年是工商局统计数
,

包括农村个体数
。

工人阶级是职工人数减知识分子而得
。

农民阶级是社会劳动者人数减 1
、

2
、

4项而得
,

非农业劳动是乡镇企业人数
。

三
、

各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

1
.

工人阶级内娜结构的变化

广义的工人阶级应包括工人
、

职员
、

知识分子三部分
,

根据 1 9 8 2年 7月人口普查 , 这三

部分人共为 14
,
5 67 万人

,

占就业人日的 28 %
。

工人为 10
,

42 9万人 (其中产业工人为 8 , 3 37 万

人
,

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人员 2
,

09 2万人 ) , 知识分子 3 ,

45 9万人 , 职员 67 9万人
。

如果按所有制分组
,

全民所有制职工在数量上仍占绝对优势
。

19 8 5年工人阶级总数 (包

括知识分子 ) 共为 12
,

3 58 万人
,

其中全民职工为 8 , 9 90 万人
,

占7 2
。

7 %
,

城镇集体所有 制 职

工 3
,

3 24 万人
,

占26 一9 %
,

合营和其他经济成份职工为 44 万人
,

占0
.

4 %
。

如果按三次产业分
,

工人阶级当中从事第一产业 (农业 ) 占6
.

8 %
,

第二产 业 (工 业
、

建筑业 ) 占5 3
.

3 %
,

第三产业占39
.

9 % (在社会劳动人数中
,

第三产业 占16
.

4 % )
。

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农业现代化
、

专业化的发展
,

我国城乡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

的变化
,

农村中非农业劳动力迅速增加
, 1 9 8 5年农村劳动力从事工 业

、

建 筑 业
、

运 输
、

商

业
、

文教卫生等行业的已达 5 , 4 10 万人
,

虽然他们还是农村人 口
,

吃的是 自产粮
,

但工作性质

已属于工人阶级范畴
,

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亦工亦农的新的社会阶层
,

如将这部分劳动者

加入工人阶级队伍
,

则工人阶级应为 17
, 7 68 万人 (包括知识分子 3 , 4 00 万人在内 )

,

占全社

会劳动人数的 35
。

6 %
。

如扣除知识分子阶层
,

工人阶级为 14
, 3 68 万人

,

占全社会劳动人数的

2 8
。

8 %
。

’

2
.

农民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

我国广大农 民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
,

绝大部分在生产队里从事集体劳动
。

1 9 7 9年以后
,

改变为包产到户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形式
,

生产关系的改变
,

极大地调动了农 民 生 产 积极

性
。

这种经营形式究竟属于集体还是个体 ? 从事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同志进行了广泛的调

查研究和开展了讨论
,

至今没有定论
,

有的同志认为这种形式是集体所有制单位中采取个体

经营的方式
,

它具有集体和个体的二重性
。

今后的发展趋势
,

除一部分从事专业户和个体劳

动外
,

大部分农户将随着专业化
、

商品化
、

社会化
,

上地逐渐集中于种田能手
,

其他人将从

事发展产前产后的联合经营
,

将以新的形式走向合作经济
。



1 9 8 5年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是
:

全国乡
、

社劳动力为 3
.

71 亿人
,

其中有 1 , 3 00 多万人从事

家庭工业
、

各种专业户和个体劳动
,

扣除这部分人还有 3
。

58 亿人
,

其中从事农林牧副渔五业

的劳动力为 3
。

0 4亿人
,

占全国乡
、

社劳动力的 82 %
,

占全社会劳动者的 61 %
,

另有 5
, 4 10 万

人
,

占14
.

6 %
,

.

已从农村五业中分
,

离出来从事乡镇企业和外 出当临时工
、

合同工
。

全国乡

社劳动力若按三次产业分
,

第一产业占8 1
.

9 %
,

第二产业占 1 0
.

4 %
,

第三产业占7
.

7 %
。

据有关部门调查
,

在 3 亿多农林牧副渔劳动力中
,

还有 1 亿劳动力是剩余劳动力
,

他们

除完成农业劳动外
,

多半兼营非农业劳动或外出做买卖
、

打短工
。

据估计
, 农 民到城市从事

各种事业 (木工
、

漆工
、

裁缝
、

建筑工
、

商贩
、

保姆等 ) 的人数约有 1
,

00 0多万人
,

因此实际从

事非农业的劳动力 已远远超过 6
, 7 10 万人 (包括农村个体劳动者 )

。

从社会结构角度 分 析
,

这部分亦工亦农的
“ 边缘群体

” 是农民转变为工人的过渡阶段
,

它已不同于传统农 民
,

而应

分别归入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层
。

农业人 口 比例下降和农村城市化
,

是现代化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
。

近几年虽加快了农业

向非农业转移的步伐
,

但我国至今农业劳动力仍占72 %
,

三十多年来其比重仅下降 16 %
,

平

均每年仅降低 0
.

5 %
,

慢于世界各国这一比例的下降速度
。

绝对人数平均每年还 增 加 5 20 万

人
,

每个农业劳动力只能负担 3 人
,

而美
、

英
、

法
、

德等国都负担 30 一 60 人
。

如果扣除农业

中从事非农业劳动人数
,

也仍占全社会劳动力的 60 %以上
,

这一比例不仅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 19 82 年各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仅占6 % )
,

也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农 业 劳

动力占“ %的比例
。

由此可见
,

我国仍应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

加速农业劳动向非农业

劳动转移的步伐
。

3
.

知识分子内部结构的变化

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
,

而是附属于工人
、

农 民
、

小资产者的一个社会阶层
。

目前
,

对知识分子的划分有各种各样的标准
,

有的按文化程度分
,

大专以上才算知识分子
,

但全国

只有 60 0万人
,
有的按中专以上算作知识分子

,

约为 2 , 5 00 万人 , 有的按劳动形态分
,

从事脑力

劳动的就算知识分子
。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 1 9 8 3年为 3

, 193 万人
,

占社会劳动者人数的6
.

9 %
,

另据 1 9 8 2年 7 月人 口普查的统计
,

各类专业
、

技术人员为 2 ,

64 6 万人
,

加上机关企事业单位

负责人 8 13 万人
,

共为 3
,

45 9万人
,

占就业人口 的 6
.

7 %
,

后两个数字比较接近
。

在这 3 ,

00 0多万

知识分子中
,

领导阶层为 8 13 万人
,

占就业人口 的 1
。

6 %
,

其中国家机关负责人为 89 万人
,

企事

业单位负责人 (车间主任以上 ) 为 5弱万人
,

党群组织负责人和城镇街道和公社负责人 168 万

多人
。

领导阶层人数虽不多
,

但他们是领导者和决策者
,

无论是经济地位和 政 治 地 位
,

声

望
、

权力
、

收入方面都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
,

他们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
、

特殊的

作用
。

知识分子中76 %是各类专业
、

技术人员
, 19 8 2年人口普查统计共 2 , 6 46 万人

,

其中自然

科技人员 8 03 万人
,

经济
、

文化
、

教育
、

法律等专业人员共 1 ,

84 3万人 (此数包括各种经济类

型的人数在内 )
。

另据国家科委 1 9 8 5年的统计
,

全国自然科技人员为 8 24 万人
,

社会科学人员 4 20 万人
,

共

1 ,

24 4万人
。

在全 民自然科技人员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46 %
,

高级科技人员仅占全部 科 技

人员的 l %左右
,

仅 8 万人
。

我国科技人员不仅数量少
,

而且人才结构分布不合理
,

知识老

化
,

素质不高
,

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极不适应
。

知识分子比例的高低
,

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

我国目前知识分子在就业人 口中



所占比重还不到 7%
,

而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已占一半左右
,

美国已占53 %
,

联邦德 国
、

加 拿

大
、

英国
、

日本
、

法国
、

澳大利亚
、

荷兰等国已占40 ~ 47 %
。

相比之下
,

我国知识分子数量

太少
,

他们是
“

四化
”

建设的宝贵财富
,

为充分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作用和积极性
,

一方面应从

政策上
、

人才使用上
、

收入分配
、

福利待遇等方面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

扭转知识分子

和体力劳动阶层收入差距倒置的现象
,

造成尊重知识
、

尊重人才的好风气 , 另一方面应通过

发展教育事业和职业培训等多种渠道加速培养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

扩大知识分子队伍
。

4
。

个体经济的发展及小资产阶级的形成

个体经济经过几起几落
,

近几年得到了恢复发展
,

至 1 9 8 5年底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城乡个

体经济人数已达 1 ,
756 万人

,

人数虽超过了 19 5 2年的 8 83 万人
,

但占全社会劳动人数的比例却

由 4
.

3 %降为 3
.

5 %
。

如果把未登记而实际从事个体经营的人数计算进去
,

估计已达 2 , 2 00 一

2 ,

60 0万人
,

占全社会劳动人数的 5 % 以上
,

如包括这一阶层的被抚养人口
,

已达 5
,

00 0万人
,

这是一个人数不算少的新的社会阶层
。

根据近几年个体经济的发展趋向
,

大致分化为三部分
。

第一部分是以个体经营者自身劳

动为主的
,

有的也雇用少量帮工
,

这是大多数
,

据典型调查
,

约占60 一 70 %
,

人数在 1 0 0 0万

人以上
。

这部分人应属于小资产者阶层
。

小资产者阶层除包括个体劳动者外
,

还应包括靠个

人劳动发家致富的专业户
、

城市小手工业者
、

个人开业的律师
、

医生
、

文艺工作者
、

科技工

作者
、

房地产出租
、

出售者等
。

第二部分是 已有合作济经成份或正在向合作经济方向发展的
,

尽管这部分人 目前还不多
,

但它是发展方向
,

其人数应归入工人或农民阶级
。

第三部分是雇

工人数在 8 人以上的雇工户和私人企业
,

据典型调查
,

大约占10 % 以上
,

其中纯收入在万元

以上的大户约占0
.

8 %
。

雇工大户拥有的资金有几万
、

几十万
、

上百万的
,

雇工人数最多 的

达数百人
。

这部人人数虽然不多
,

但能量大
,

收入高
,

对各阶层的社会影响大
,

按其所有制

性质已超出了个体劳动者的范畴
,

实际上已具有私营企业的性质了
。

由于过去
“
左

”
的政策

影响
,

个体经营大户往往谈资色变
,

心有余悸
,

怕戴资本主义帽子
,

不敢放手大干
,

故定性

和采取对策都应慎重
。

无论是个体经济还是私营企业
,

它对当前国民经济所起的作用都是不

容忽视的
。

它的发展活跃了城乡经济
,

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
,

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

补

充了全民集体经济的不足 ; 它为城乡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就业门路 ; 它的发展使国家
、

集体和个人都增加了收入 ; 促进了全民和集体改变经营作风
,

起到了竞争作用
。

当然
,

另一

方面个体经济的发展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间题
,

如偷税漏税现象比较普遍 ; 有的用不正当

手段腐蚀干部和国营企业职工
,

助长了不正之风的蔓延 , 还有部分个体户违法经营等等
。

从

总体看
,

个体经济的发展还是利多弊少
,

因此从政策上应继续采取允许并鼓励个体经济的发

展
,

对它的消极一面可利用经济杠杆调节
,

从宏观上加以控制
,

从行政上加强管理
,

就可以

扬其利
、

弃其弊
,

引导个体经济健康地发展
。

对客观上已大量存在的私营企业
,

有必要从政

策上明确私营企业的性质
,

通过立法承认私营企业的合法存在
,

健全税制
、

法制
、

劳动保护

法规等
,

使它能根据法规大胆经营
,

进一步扩大再生产
。

我们没有必要担心它的发展会改变

和削弱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
,

因为它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
,

它是在公有制的包围和影响下发

展的
,

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完全可以通过经济杠杆来影响它的发展规模和速度
,

对它不合理

的高收入可以进行调节和控制
。

对社会各阶级
、

阶层进行划分
、

归类 的目的
,

一方面是为了分析各阶级
、

阶层的变化
、

流动情况
,

为我们党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
、

策略提供依据
,

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
。

另一方面是为了研究各阶级
、

阶层的经挤利益
、

社会地位
、

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念发生的变化
,

在当前特别要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中由于所有制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所引起

的分配制度的变化
,

使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差距发生了很大变化
,

例如近几年由于农民

收入快于工人收入的增长
,

使工农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

但 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工农剪刀差仍

然存在
,

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还 比较低
,

因此
,

从整体上看
,

农民收入还相对落后于工人的

收入
,

差距还较大
,

要进一步提高农 民收入
,

减轻农 民负担
,

缩小工农收入差距
。

知识份子阶

层人数虽不多
,

但他们在四化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长期以来受
“
左

”
的指导思想影响

,

不

重视知识和人才
,

使知识分子的地位和经挤收入的增长慢于其他阶层收入的增长
。

近几年虽

然提高了知识分子的收入
,

但仍存在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收入差距的倒置现象
,

影响知

识分子积极性的发挥
,

因此今后应采取切实措施
,

继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

加快提高知识分

子的生活待遇
,

尽快扭转脑
、

体收入差别倒置的不合理现象
。

此外个体户特别是有一部分个

体经营大户
,

通过大量雇工
、

偷漏税和钻了贷款
、

价格不合理的空子而获得了高收入
,

已对

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心理不平衡
,

引起了攀比效应和使部分全民
、

集体职工产生离心力的消极

因素
,

应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

在工人 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
,

由于调整了生产关系已初

步扭转了过去僵化体制所造成的
“ 吃大锅饭

” 、

缺 乏竞争和活力的平均主义倾向
,

已使收入

差距拉开
,

尤其是农民阶级内部由于资金
、

劳力
、

经营能力和 自然条件的不同
,

在农户之间
、

地区之间已拉大了差距
,

基本上反映了中央提出的
“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

政策实行的结果
。

但也应防止农户之间收入差距过于悬殊
,

要加强扶贫工作
,

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

各阶级
、

阶层的收入差距是否合理
,

牵涉到能否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

能否使改革

顺利进行的大问题
。

这就要求我们对各阶级阶层 的变动和经济利益
、

社会地位等进行科学的

分析
,

密切注视其发展变化趋势
,

及时提出建议
,

以便使党和政府采取对策
,

合理进行调整
。

本文是为理论界研究探索我国所有制结构和阶级结构提供一些基本数据
。

鉴于这个问题

难度较大
、

牵涉面较广
,

长期以来又缺乏系统的研究
,

建议有关部门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
,

多做一些调查研究
,

提出划分阶级和阶层 的理论根据
。

统计部 门应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分阶

级和阶层 的科学的统计方法
,

对各阶层的人数
、

文化程度
、

收入
、

职业等作定期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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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青少年双边学术讨论会

”
在杭州举行

19 8 6年 5 月 4 日至 1 9 8 6年 5 月 6 日在杭州举行了
“
中 日青少年双边学术讨论会

” 。

中国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 8 家单位的青年研究工作者与日本国青少年研究所的有关研究人

员
,

就两国青少年问题进行了 4 个专题的双边学术讨论及成果交流
。

会议期间
,

交流论文 20

篇
。

中日双方的 17 位同行
,

分别就各自的论文
,

进行了答辩式的交流及讨论
。

会议交流及讨论的 4 个专题是
:

青工与劳动 , 青少年教育 ; 婚姻
、

家庭与生活方式 ; 青

少年犯罪与综合治理
。

会后
,

正在整理并拟出版
“
中 日青少年双边学术讨论会

” 论文集
。

(张宛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