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与争鸣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社会分层
与政协■设置演变的历史腿
◎ 徐雷

新中 国建立以来 ，根据我国不同时期经济 、政治 、 读本 》 （人民 出版社 ，

２００４ 年版 ）和 《新政协章程学习读

社会 、文化等的情况 ， 社会分层与政协界别设置也呈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２００４ 年版 ） 中关于政协界别内

现出 了显著的变更 ，
梳理新中 国建立以来我国社会分涵的论述 ，认为 ，

“

界别
”
一词作为我 国政协话语体系

层与政协界别设置的演变并据此进一步分析二者之中 的专业术语 ， 是把现实社会中不同 的社会阶层 、利

间 的关系 ，对于我国 当前的社会分层与政协界别设置益群体构成的组织按照党派 、 团体 、职业等相关标准

工作具有必要的价值和意义 。作出 的
一

种区分方式 ，
也就是说 ，政协界别是参加人

民政协的各党派 、各团体 、各职业等在人 民政协组织

―

、社会分层与政协界别中 的具体划分形式 。 从现实来看 ，政协界别大体可以

从广义与狭义两层含义上来表述 、解释和说明 ， 所说
“

分层
＂

（ ｓ ｔｒａｔ ｉｆｉｃａ ｔ
ｉ ｏｎ ）

—

词最早可见于地质学 的的广义上的政协界别通常是指参加政协的各党派 、各

相关论述中 ，用来指地质构造 的不同层面 。 近现代以团体和其他各有关方面 ，如我们所说的当前全国政协

来 ， 越来越多社会学家把
“

分层
”
一

词引人到社会学中是由 ３４ 个界别组成的 ，这里就是广义层面的 ；所说的

借以解释和阐述不同 时期 的社会的纵向结构 。 实质狭义上的政协界别则较多情况下指在党派和团体组

上
，社会分层 （ ｓｏｃ ｉａ ｌｓ ｔｒａ ｔ ｉｆｉｃａ ｔ ｉ ｏｎ ）主要是从静态上描织之外的其他参加政协的在名称上大体 以

“

界
”

命名

述和分析社会层次结构的分化与整合的基本特征 和的各有关方面 ，这里主要依据从事的职业 ，如经济界 、

质变过程 。

［ １ ］而关于社会分层的含义 ，可以说 ，学界教育界等等 。 而我们讲政协在组织构成上所具有的界

长期以来都有着不同 的观点和阐述 。 尽管如此 ，
目前 ， 别特点 ，

一

般情况下指的是广义层面 的 ，
目 前大体可

普遍的研究认为 ，社会分层主要是指在一个相对稳定分为六大类 ：党派类 、团体类 、职业类 、
少数民族类 、宗

的环境里 ，不同个体或群体由 于其在现实环境 中所具教类和特邀人士类 。 因而 ，我们所说的政协界别设置 ，

有 的获取资源的能力和机会不同 ，从而导致相互之 间也主要是指政协组织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及其带来的

在社会地位上表现出等级不等 、层次有别的状态 Ｊ
２ １

因利益群体的变化 ，在对利益群体进行合理分层的基础

而 ， 这里所谓的
“

层
”

指的是利益群体 ，

“

分层
”

就是根上 ，结合我 国重大政策 的调整 （ 尤其是统
一

战线政策

据不 同的单
一

或综合 的社会标准把利益群体分成为的调整 ）和其他因素的考虑 ， 对政协界别进行调整 （合

若干层次 ，按等级性排列出来 。 也就是说 ，社会分层其并 、分设 、更改 ） 、增设 、优化等的活动 。

实更为主要地反映出 的是 由上述不平等带来的社会

阶层化现象 。二、 新 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社会分层

界别虽然
一

直作为政协的组织特色存在 ，但关于与政协界别设置的演变

界别的概念 ， 《政协章程 》中没有明确的说明 ，
目前 ，大

多数研究主要参考 《政协章程和政协章程修正案学 习新 中国建立以来 ，根据各个时期 的经济 、政治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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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
文化等的情况 ，社会分层与政协界别设置大体经分层 。 这

一

时期国 家通过实行工业化和开展对农业 、

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手工业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ｓｒ—化三

（

一

）新 中 国 建立到 ５０ 年代初期 ： 社会分层与 政改
”

） ， 实现 了经济体制 向 高度集 中 的计划 转变 ， 到

协参加单位和个人１ ９５ ６ 年底 ，
全国 范围 内 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被成功

这是新 中国建立到
“

三大改造
”

开始前经济恢复改造 ，
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渐形成和建立起来 ，

先前的

时期的社会分层 。 这
一时期我国的社会分层主要建立小资产阶级 、 民族资产阶级不再存在 ，尤其是 １９ ５８ 年

在对政治的阶级划分的基础之上 ，并明确这一时期阶以后 ，提 出在经济上要实现
“
一大二公三纯

”

的单一公

级的划分标准是 占有生产资料的与否 、多少及相互间有制形式 ，认为越大越公越纯就越好 。 在这期间 ，
虽然

是否为剥削的关系 。 这在于新中 国建立后 ，我国政治作了
一

些局部调整 ， 但直到改革开放前 ，这
一

单
一

公

环境逐渐趋于稳定 ， 社会 、文化等方面的重建工作也有制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 有关资料显示 ， 到

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
尤其是经济上没收 了官僚资本 ，

１ ９７ ８ 年
，
在我 国经济的构成中 ， 国有经济约 占 ５６％

，

废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 形成了 主要包括国有国 营集体经济约 占 ４ ３％ ，个体经济占不到 丨％ ，
基本没有私

经济 、个体经济 、
私营经济等在内 的多种所有制经济营经济 。 这一时期 ，在城镇主要实行全民所有制和集

并存的所有制结构 ， 据有关统计 ， 到 １ ９ ５２ 年 ， 在我国体所有制 ， 在农村主要实行集体所有制 ，这种情况下

经济 的构成中
， 国 有国 营经济约 占 １ ９ ． １ ％ ，集体经济的国家和集体可以说已经具有 了大范围处理和决定

约占 １ ． ５％
，
公私合营经济约占 ０ ．７％

，
农业和手工业者事务的实际权力 。 这一时期

，
与经济成分越来越

“

公
”

的个体经济 约 占 ７ １ ． ８％ ， 私人 资本主义经济约 占相伴随 ，我国在政治统治上 日 益得到巩固 ，
政治稳定 ，

６ ．９％ 。经济 、政治 、社会等方面的变化在较短的时间 内社会 、文化等事业也有了较大进步 ，取得了喜人的成

改造了 旧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官僚买办阶级和绩 。 基于上述因 素的综合效果 ，这
一

时期的社会分层

地主阶级被取缔了 ，

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了国家仍主要建立在对政治的阶级划分的基础之上 ，
即 主要

的领导力量和社会基础 ， 于是 ，这
一时期逐渐形成了根据家庭出身 、身份 、政治立场 、政治态度等阶级的标

工人阶级 、农 民阶级 、小资产阶级 、
民族资产阶级

“

四准来进行划分 。 这
一

时期的社会分层总体上 由原来的

阶级
”

格局 。
［
３］工人阶级 、农民 阶级 、小资产阶级 、

民族资产阶级演化

这
一

时期的全国政协主要指 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为 由工人 、农民
“

两个阶级
”

和知识分子
“
一

个阶层
”

组

会议第
一

届全体会议 （参见表 １） 。成的阶级阶层结构 。

［ ４］

（
二

）
５０ 年代 中期到 ７０ 年代后期 ：

社会分层与政这
一

时期的全 国政协主要指二 、三 、 四 、五届全国

协设置 的 ２９ 个界别政协 （参见表 ２
、
表 ３

、
表 ４ 、表 ５ ） 。

这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到改革开放前的社会（
三

） ８０ 年代初期到 ９０ 年代初期 ： 社会分层与政

协设置的 ３ １ 个界别
表 １

： 第
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分类 （ ４６）这是改革开放开启

党派类 （ １ ４ ） ： 中 国共产 党 、 中 国国 民党革命委 员会 、 中 国民主同盟 、 民主建国会 、 无党派民
｜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

主人士 、 中 国 民主促进会 、 中 国农工民主党 、 中 国人民救 国会 、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 中 国 国行前的社会分层 － 随着
民党 民主促进会 、 中 国致公党 、 九三学社 、 台 湾 民 主 自 治 同盟 ＞中 国新 民主主义青年 团１＊０＿
区域类 （ ９ ） ： 西北解放 区 、 华北解放区 、 华 东解放 区 、 东北解放 区 、 华中 解故 区 、 华南 解放

？

万又 的 头 竹

区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 北平天津两 直 属市 、 待解放区 民主人士进
，
这一时期我 国不仅

军 队类 （ ６ ） ： 中 国人民解放军 总部 ， 中 国人民解放军 第
一野战军 ， 中 国人民解放军 第二野战在政治 、社会 、文化等领

军 、 中 国人民解放军 第 三野战军 、 中 国人民解放军 第四野战军 、 华南人民解放军域进行了
一

系列较大改
团体类 （

１６ ＞ ： 中华全 国总工会 、 各解放区农民 团体 ． 中 华全国 民主妇女联合会 、 中 华全 国民革 而且把经济领域的
主青年联合总会 、 中 华全 国 学生联合会 、 全国 工 商界 、 上海各人民 团体 、 中 华全国文 学艺 术界＇

联合会 、 中 华全 国 第 一次 自 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 员会 、 中 华全国教 育工作者代表会议Ｓ

筹备委员 会 、 中 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 ． 中华全国新 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 、 自在城市 ， 个体经济 、私营

由职业界民主人士 、 国 内 少数民族 ， 国 外华价民主人士 、 宗教界民主人士经济 、 外资经济等有 了

特邀人士类 （ １ ） ： 特别邀请人士 Ｉ较快增长 ， 在农村 ， 乡 镇

注 ： 表 １ 信 息 来 自 全 国 政 协 官 网
“

中 国 政 协 网
”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 ．ｃ

ｐｐ
ｃ ｃ．

ｇ
ｏｖ ． ｃｎ／２ ０ １ １ ／０ ９／２ ６／ＡＲ

－企业异军突起 ， 蓬勃发

Ｔ Ｉ １ ３ １ ７００ １ １ １ ８８４３７ １ １ ． Ｓｈｔｍ ｌ展 ，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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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

二届全 国政协界别设置⑶
１ ９ ．４％￥
＾

１ ９９ ，

２６ ．９％ 〇 在这
一逐步开始全

党派类 （ １ ０ ） ： 中 国共产党 、 中 国 国 民 党革命委 员会 、 中 国 民主 同 盟 、 中 国 民主建 国会 、 无党
面改革的时代 利益群体 日

派民主人士 、 中 国 民主促进会 、 中 国农工民主党 、 中 国 致公党 、 九三学社 、 台 湾 民主 自 治 同盟

职业类 ⑴ ： 教育界 、 新闻 出 版界 、 医药 卫生界ｆｉ向纵深方向分化 ，社会＆ 丨

少数民族类 （ １ ） ： 少数民族层越来越多 。 这一阶段的社

宗教类 （ １ ） ： 宗教界会分层在参考政治因 素的
团体类 （ １３ ）

： 中 国新民主主义共青 团 、 中华全 国总工会 、 衣民 、 中 华全 国 民主妇女联合会 、 传统阶级戈
ｌ

ｊ分标准下 ， 同样
中 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 、 合作社 、 中华全国工商 业联合会 、 中 国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 、 自 然科

册＃了

学 团体 、 社会科学 团体 ． 对外和平友好团体 、 社会救济福 利 团体 ， 华侨及纳
二

特遨人士类 （
１ ） ： 特别遨请人士职业经

＇

济要素 为标准的 戈
１

Ｊ

分 。 这
一时期

，
由 于户籍管

表 ３
：
三届 全 国政协界别设置 （ ２９ ）制的放松 ，大量农村青年涌

党派类 （ １ ０ ＞ ： 中 国共产党 、 中 国 国民党革命委 员 会 ． 中 国 民主 同 盟 、 中 国 民主建 国会 、 无党
｜

人城市 ， 出现了进城务工的

派民主人士 、 中 国民主促进会 、 中 国农 工民主党 、 中 国致公 党 、 九三学社 、 台 湾 民主 自 治 同 盟 农民工 阶层 ，产业工人和商

职业类 （ ３ ）
： 教育界 、 新 闻 出版界 、 医药卫生界业服务人员阶层 队伍扩大

少数民族类 （ １ ） ： 少数民族得很快 ，
私营企业主阶层快

宗教类 （ １ ） ： 宗教界

团体类 （ １ ３ ） ： 中 国共产 主义青年 团 、 中 华全 国总工会 、 农民 ， 中华全国 妇女联合会 、 中华全
迷及肢寺 。 囚 ？ ，达

一

Ｂ可朋

国青年联合会 、 合作社 、 中华全国 工商 业联合会 ， 中 国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 、 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 、
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呈现的

社会科学 团体 、 对外和平友好团体 、 社会救济福 利 团体 、 华价突 出 特点是形成 了初步的

特邀人士类 （ １ ） ： 特别遨请人士
Ｉ 多阶级多阶层的社会分层 。

Ｐ彼丧羞 ４女—— Ｂ计朗 ｔ恶Ｓ

表 ４ ： 四届全国政协界别设置 （ ２９ ）＾为我们后来称之为 的工

党派类 （ １ ０ ） ： 中 国共产 党 、 中 国 国 民 党革命委 员 会 、 中 国 民主 同盟 、 中 国 民主建 国会 、 无党
｜

人 、农民
“

两个阶级
”

和知识
派民主人士 、 中 国民主促进会 、 中 国农工民主党 、 中 国致公 党 、 九三学社 、 台 湾 民主 自 治 同盟 分罕 个汰恭劫若 未人昔公

＝类

者

的＝
宗教类 （ １ ） ： 宗教界层结构 。

［ ９

团体类 （
１ ３ ＞ ： 中 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 、 中华全国总 工会 ． 农民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 国妇女联合这

一

时期的全国政协
会 、 中华全 国 青年联合会 、 合作社 、 中华全 国 工 商业联合会 、 中 国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 、 中 华人 主要指六 、 七届全 国政协
民共和 国科学技术协会 、 社会科学 团体 、 对外和平友好 团体 、 社会救济福利 团体 、 华侨丨

＿

－

特 士类 ⑴ ： 特别遨请人士
彡 匕衣

、

、衣

＾１＾—
１（ 四 ）９０ 年代 中后期 ：

表 ５ ：
五届全国政协界别设置 （ ２９ ）社会分层与政协设置 的 ３４



１ 个界别
党派类 （ １ ０ ） ： 中 国共产党 、 中 国 国 民党革命委 员 会 ． 中 国 民主 同盟 、 中 国 民主建国会 、 无党

‘ １

、ｒ／

派爱 国人士 、 中 国 民主促进会 、 中 国 农工 民主党 、 中 国致公党 、 九三学社 、 台 湾 民主 自 治 同盟这是从邓小平 １ ９ ９２ 年

职业类 （ ７ ）： 文学 艺术界 、 科学技术界 、 社会科学界 、 教育 界 、 体育界 、 新闻 出版界 、 医 药卫
“

南巡
”

讲话 、我国开始实行

生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我 国
（
ｎ

：
■

ｙ＾ ．^

加人 ＷＴＯ 前的社会分层 。

团体类 （
９ ）：

？

中 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 、 中 华全 国总工会 、 农 民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国妇女联合会 ．

＠着 邓小平南巡 讲
＾
对 改

中 华全 国青年联合会 、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 对外友好 团体 、 社会救济福利 团 体 、 归 国华侨 革的推动和
“

十 四大
”

后社

特遨人士类 （ １ ）
： 特别遨请人士
 ｜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 ，在

经济上我 国对公有制经济

数据 ， 我 国 ＧＤＰ 规模从 １ ９８０ 年时的 ４５４６ 亿元增加和非公有制经济作了重新定位 ，

“

十五大
”

明确指 出

到 １ ９９ １ 年时的 ２ １ ７ ８ １ 亿元 ，
在 ＧＤＰ 的构成 中 ，

第一 、

“

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是我国社

第二 、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从 ３ １ ．２％ 、４８ ．２％ 、２ １ ．６％变化为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一

项基本经济制度
”

， 股份所有制

２４ ．５％
、
４ １ ．８％

、
３３ ．

７％
， 城镇化率也从 １ ９ ８０ 年 时 的越来越成为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个体 、私营 、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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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 六届全国政协界别设置 （ ３ １ ）

，

 丨

中所占的 比重越来越高 拿
党派类 （ １０ 中 国 共产 党 、 中 国 国 民 党革命委 员会 ， 中 国 民主 同盟 ． 中 国民主建 国会 ， 无党

＝
派民主人士 、 中 国民主促进会 、 中 国 农工 民主党 、 中 国致公党 、 九三 学社 、 台 湾 民主 自 治 同 盟

＝．ｘ ｒ职业类 （ ８ ）
：
文学艺 术界 、 科学技术界 、 社会科学 界 、 农林界 ， 教育界 ， 体育界 ， 新闻 出 版界 ，

计局的数据 ，我国 三大产业 医 药卫生界

规模从 １ ９９２ 年时 的 ２６９２３少数民族类 （
１ ） ： 少 数民族

亿元增加到了 ２０００ 年时的
宗教类 （ １ ） ： 宗教界

一

 １ ＱＱ ９ 年 Ｂ计 竽
团体类 （

９ ） ： 中 ？ 共产 青存 中 华全 ？总 工会 、 中 华全 联合会 、 中华全 青年联
ｙｙ ＾ Ｌｊ ｙｙｉｍ合会 、 中华全 国工 商业联合会 、 中 华全 国 台 湾 同胞联谊会 、 对 外友好 团体 、 社会救济福利 团体、

一

、第二 、第三产业 占 ＧＤＰ 归 国 华侨

的 比 重分 别 约 为 ２ １ ．８％ 、特遨人士类 （ ２港澳 同 胞 ． 特别遨请人士


４３ ．
５％

、
３４ ．８％ ， 到２０００年

时 ，
第一

、
第二

、
第三产业 占表 ７ ： 七届 全国政协界别设置 Ｕ １ ）

ＧＤＰ 的 比 重 分别 调 整 为
｜

党派类 （ １〇 ＞
： 中 国共产 党 、 中 国 国民 党革命委 员 会 、 中 国 民主 同盟 ． 中 国民主建国会 ． 无 党

１ ５１ ％４５９％３９０％ 〇＃ ＲＳ派民主人士 、 中 国民主促进会 、 中 国农工 民主党 ＞中 国 致公党 、 九三学社、 台 湾 民主 自 治 同盟

＾职业类 （ ８ ）
：
文化艺 术界 、 科学技术界 、 社会科学 界 、 农林界 、 教育界 、 体育界 、 新闻 出 版界 、

着各种新兴产业的发展 ，城

镇化加速发展 ，城镇人 Ｕ快 少数民族类 ＜ １ ） ： 少数民族

速增加 ，我 国城镇化率也从 宗教类 （ １
） ： 宗 教界

１ ９９２ 年 时的 ２７ ．５％变化为 团体类 （ ９
， 不含届 中增设 １ 个 ）

： 中 国 共产 主义青年 团 、 中 华全国总 工会 、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

＾ ｎ－ ＡｒＨｈ＾＾ｔ
： ， １４

．
１

＝
１

会 、 中 华全 国 青年联合会 、 中 华全国 工 商业联合会 、 中 华全 国 台 湾 同跑联谊会 、 对外友好团 体 、

２０００ 年时的 ３６． ２％ 。 与此Ｈ
社会救济福 利 团 体 归 国 华侨

时 ，
政治上我国 曰 益加怏了 特遨人士类 ⑴ ： 港澳 同胞 、 特别邀请人士

行政体制改革
，
社会 、文化

等事业及相关产业发展迅速 ，
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改革来看 ，

人世十年我国共吸引外资约 ７０００ 亿美元 ，
２００ １

开放 日益深入 ，社会发育也 日 益成熟 ，社会分工越来年时我国的 ＧＤＰ 规模约为 １ １ 万亿 ， 占世界 比重不到

越细 ，这一时期逐步放弃了 以往的政治的阶级的划分４％
， 到 ２０ １

０ 年时 ＧＤ Ｐ 规模达到了约为 ３９ 万亿 ， 占

标准 ，采用阶层划分的方法 。 这
一

时期主要以收入 、财世界 比重约为 ９ ． ５％ 。

Ｍ城市各项新兴经济发展迅速 ，

产等职业经济要素 为基本标准来划分 ， 并进
一

步细三大产业 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与以 往相 比变化明 显 ， 如与

化 ， 形成了进
一步的多 阶层的社会分层 。 对这

一时期２００ １ 年时 的第一 、第二 、第三分别 占 ＧＤＰ 的 １ ４ ．４％ 、

的社会结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划分有陆学艺的
“

十阶４ ５ ．２％ 、
４０． ５％相 比 ，

２０ １ ０ 年时第一 、第二 、第三分别占

层理论
”

，把我国社会分为十个阶层 ，
即 国家与社会管ＧＤＰ 的 １ ０． １％

、
４６ ．７％

、
４３ ． ２％

，在这
一

产业变化的过程

理者阶层 、
经理人阶层 、私营企业主阶层 、专业技术人中

， 出现 了许多新兴产业及从事新兴产业的人员 。 而

员阶层
、
办事人员阶层 、个体工商户阶层 、商业服务业这一时期在 国家加快推进城镇化的方针下 ， 我国的城

人员阶层 、产业工人阶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 、无业失业镇化发展迅速 ， 据国 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
２００ １

半失业者阶层 。

［
６

］年至 ２０ １ ０ 年 ， 我 国 城镇化率 已 由 ３７ ．７％发 展 为

这一时期 的全国政协主要指八 、
九届全国政协５０ ．０％

， 十年上升了１ ２ ．３ 个百分点 ，
２０ １ １ 年时城镇化

（ 参见表 ８ 、表 ９ ） 。率达到了５ １
． ３％ 。 与此同时 ，进人新世纪以来 ，在稳定

（ 五 ）２ １ 世纪以 来 ：社会分层与政协设置 的 ３４ 个的社会环境下 ，
我国加快了政治体制尤其是行政体制

界别改革的进程 ，进
一

步简政放权 ，深化了权责关系 ，
而在

进人新世纪以来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 国加人社会事业上 ， 我国也加大了社会建设投人 ， 例如完善

了ＷＴＯ
，我国对 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 ，急速了社会医疗 、就业 、就学等保障体系 。 在文化建设上 ，

的社会转型致使社会阶层出现显著分化 ，我国传统社加入 ＷＴＯ 以来 ， 我国文化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

会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动 。 例如 ，随着经济改善 ，
不同 国度 、区域文化交流 日 益频繁 ，在这种环境

社会体制转轨的加快及现代化推进的深人 ，经济上取下 ，我们文化事业发展迅速 ．取得了较大进步。

得 了喜人的成绩 ，根据相关统计 ，仅拿入世后的十年伴随着经济 、 政治 、社会 、文化等方面的快速发

０４Ｃ ＩＴＣＰ ＰＣ Ｃ ２０ １６ 年第三期
？ 总第三十九期



探索与争鸣

， 、构成发生 了新的变化 ， 出现
表 ８

：

八届全 国政协界别设置 （ ３４ ）０

了 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
党派类 （ １ ０ ）

： 中 国共产党 、 中 国 国 民 党革命委员 会 、 中 国 民主 同盟 、 中 国 民主建 国会 、 无 党派
｜

和技术人员 受聘于外资企
民主人士 、 中 国 民主促进会 、 中 国 农工民主党 、 中 国致公党 ， 九三学社 ， 台 湾 民主 自 治 同盟

职业类 （ ９ ）： 文化艺术界 、 科学技术界 、 社会科学 界 、 经济界 ． 农林界 、 教育界 、 体育 界 、 新
Ｉ 、

闻 出版界 、 医 药卫生界私营企业主 、 中介组织的从

少数民族类 （ １ ） ： 少数民族业人员 、 自 由职业者等社会
宗教类 ⑴： 宗教界阶层

，

１ ８］

。 因而 ，经过分析 ，
结

团体类 （
１ ０ ）

： 中 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 、 中华全国总 工会 ＇中 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 中 华全 国青年联 ＠

合会 、 中 华全 国工 商 业联合会 、 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 、 中华全国 台湾 同胞联谊会 、 对外友好 团体 ．

社会救济福利 团体 、 中华 全国 归 国 华侨联合会的研究成果
，
本文认为 ，这一

特遨人士类 （ ３ ）
： 香港同胞 、 澳 门 同胞 、 特别遨请人士
｜

时期 ’ 随着国家依法治 国理

念的推进 ， 对社会服务治理

表 ９ ： 九届 全国政协设置 （ ３ ４ ）与社区管理的关注 ，
以及对

党派类 （ １ ０ ） ： 中 国共产党 、 中 国 国 民党 革命委 员会 、 中 国 民主 同盟 、 中 国 民主建国会 、 中 国 民
｜

社会中介组织的重视和鼓励
主促进会 、 中 国农工 民主 党 、 中 国致公党 、 九三学社 、 台 湾 民主 自 治 同盟 、 无党派民主人士自 由择业等 导致从事这此
职业类 （ １ １ ）：

文化艺 术界 、 科学技术界 、 社会科学 界 、 经济界 、 农业界 、 教育界 、 体育界 、 新＂
， ，

’

ｒ
ｔ

＿＾ ｒ^ ＿Ｕ＝ ａ ＝

闻 出版界 ， 医药卫生 界 、 对外友好界 、 社会福利界ｆＴ业的人贝 曰 益庞大而呈现

少数民族类 （
１ ） ： 少数 民族界 为一个个新的阶层 。 因而 ，当

宗教类 （
１ ）

： 宗教界前除了陆学艺所说的十个阶
团体类 （ ８ ）

：
中 国 共产主义青年 团 、 中华全国总 工会 、 中 华全 国 妇女联合会 、 中 华全国青年联 层外 主要的还应该存在法

合会 、 中华全 国 工商 业联合会 、 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 、 中华全 国 台 湾 同胞联谊会 、 中 华全 国 归 国

律阶层 、 社会治Ｓ与社区管

特遨人士类 （３ ）
： 特遨香港人士 ． 特遨澳 门人士 、 特别遨请人士理阶层 、 中介服务阶层 、 自 由

耳
口

、
｜ 卜者阶戸等

注
： 表 ２

－

９ 信息 来 自 全 国 政 协 官 网
“

中 国政 协 网
”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

．
ｃ
ｐｐｃｃ ．ｇｏ

ｖ
．ｃｎ／２０ １ １ ／０ ９／２６／ＡＲ

－＇

Ｔ Ｉ １ ３ １ ７０ ０ １ １ １ ８８ ４３ ７０ ９ ．ｓｈｔ ｍ ｌ关于这四 个新 的 ＆  Ｉ层 ，

法律阶层主要指不仅参加过

展 ，社会分工在原有 的基础上进
一步细化 ，

民众在收正规系统的法律教育 ，
而且通过了相关的法律知识考

人
、 财产等职业经济因素方面都经历着显著的分化 ， 核 ，具有

一

定的业务 、道德素质和从业资格 ，
以公检法

社会角色的转换 、
就业模式的重构等 日 益频繁 ， 我国部门从业人员 、

律师等为代表所构成的稳定 的社会群

社会结构在发生着深刻改变 。 这不仅致使一些阶层向体 。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 ２０ １２ 年 ，我国法官人数约 ２２

更深的层次发展 ，
也使得

一

些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形成万
，检查官人数约 １ ４ 万 （ 检查人员约 ２４ 万 ）

，律师人

并逐渐趋于稳定 。 这
一

阶段呈现出 的显著特征是 ，社数约 ２０ 万
，法律从业人员人数呈较快增长趋势 。

Ｗ此

会的多元化导致各 阶层之间在文化 、认同 、生活方式外 ，社会治理与社区管理阶层主要是指随着近年来国

等方面的区别 日 益清晰可见 ， 以职业 （收入 、财产 ）
、生家对社会治理 、 社区管理的重视和投入不断加大 ，

而

产生活方式 、权力等为要素 的新的社会阶层划分形式逐渐形成的 以改善社会服务和社区管理为 目标的基

更为凸显 ，并最终得以取代在过去的较长时间 内
一

直层治理群体 ； 中介服务阶层主要是指随着经济社会的

存在的政治 、阶级的划分 。 不难发现 ，
以陆学艺为代表发展 、尤其是党的十五大提 出

“

培育 和发展社会中介

的
“

职业一资源
”

学派 （笔者注 ）对我国社会阶层划分组织
”

以来 ，兴起的主要从事与政府 、企业等联系 ， 发

所依据的要素仍然深刻反应了这
一时期经济社会发挥服务 、

协调
、
沟通 、公证和监督作用的社会群体 ； 自

展的实际和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分析方法 。 因由职业 者阶层主要是指改革开放尤其是社会主义市

而
，本文在充分吸收各学派关于社会分层的思想精髓场经济实行 以来 ，

面对择业越来越 自 由和机会 、
可能

的 同时 ，重点采纳职业 、
资源等要素作为划分新世纪越来越多而形成的从业没有 固定单位 、 没有 固定编

我国社会阶层的主要参考 ，并在具体分析中 添加
一些制 、工作方式与报酬和对方临时商定等特征 的社会群

当前新的阶层划分要素 。体 。
［

１°
］进人新世纪以来 ，这些群体在人数规模及增长

正如江泽民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趋势上也明显加快 。

上的讲话中指出的 ，

“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的社会阶层这一时期 的全国政协主要指十 、十一 、 十二届全

Ｃ ＩＴＣ ＰＰＣＣｇ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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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协 （参见表 １ ０
、表 １ １

、表 １ ２ ） 。委员会界别设置演变的历史来看 ，新中国建立以来政

综上 ，新 中国建立以来 ，我国社会分层和政协全协界别的设置整体上反映了社会分层的变化 ，截止十

国委员会的界别设置可以说经过了
一

个不断演变发二届全国政协 ，大体形成党派 、团体 、职业 、少数 民族 、

展的过程。 从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社会分层和政协全国宗教和特邀人士类六大类别 ，在这六大类别中 ，尤其

表 １０ ： 十届全 国政协界别设置 （ ３４ ）
■

于职业类界别 ’ 随着社会



｜

分工越来越细 、新的阶层的
党 派类 （ １ ０ ＞： 中 国共产党 、 中 国 国 民党革命委员 会 、 中 国 民主同盟 、 中 国民主建国会 、 中 国 民夕

主促进会 、 中 国农工民主党 、 中 国致公党 、 九三学社 、 台 湾 民主 自 治 同盟 ． 无党派民主人士
出 多

’

职业类 （ １ １ ） ：
文化艺 术界 、 科学技术界 、 社会科学界 、 经济界 、 农业界 、 教育界 、 体育 界 ． 新 设置也越来越丰富 ，职业类

闻 出版界 ． 医 药卫生界 、 对外友好界 、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界别在政协界别 中 比 重越

＾

数民族类 少数民族界来越 凸显 ， 体现了 界别设置
宗教类 （ １） ： 宗教界＆＃

Ａ／Ｖ 戸 的
＾

械 重 铺
团体类 （ ８ ）

： 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 中华全国 总工会 、 中华全 国妇女联合会 、 中 华全 国青年联
“＇

、

合会 、 中 华全国 工 商业联合会 、 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 、 中 华全国 台湾 同胞联谊会 、 中 华全国 归 国

华价联合会

特遨人士类 （ ３ ）： 特遨香港人士 、 特邀澳 门人士 、 特别遨请人士
 Ｉ三

、政协界 另 Ｕ设

注
： 表

１ ０信息来 自

“

新华 网
”

，

ｈｔｔ ｐ：
／／ｎｅｗｓ ．ｘ

ｉ
ｎ ｈｕａ ｎｅｔ ．ｃｏｍ／ｚ ｉ ｌ ｉａｏ／２０ ０３

－

０２／２ ７／ｃｏ ｎｔｅ ｎｔ
＿

７４８８０ ０． ｈｔｍ置与社会分层 的 关

系

表 １１
： 十

一全 国政协界别设置 （ ３４ ）就社会分层而言 ，
本身

党派类 （ １ ０ ）
： 中 国共产 党 ． 中 国 国民党 革命委 员会 、 中 国 民主 同盟 、 中 国 民主建国会 、 中 国 反映的是不 同 时期依据不

民主促进会 、 中 国农工民主党 、 中 国致公党 、 九三学社 、 台 湾 民主 自 治 同盟 、 无党派人士同社会要素 （ 如 职业 、 财
职业类 （ １ １ ）

：
文化艺术界 、 科学技术界、 社会科学界 、 经济界 、 农业界 、 教育界 、 体育 界 、 新

产： 人 等 ） 而 祁１

本十

闻 出版界 、 医 药卫生界 、 对外友好界 、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

少数民族类 （ １ ＞
： 少数民族界》成贝划 分为不 同层面从

宗教类 （ １ ） ： 宗教界而呈现纵 向差异 的结构状

团 体类 （ ８ ） ： 中 国 共产 主义青年 团 ． 中华全 国 总工 会 ． 中 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 中 华全国青年联 态 ，是一种纵向分类 。 而政
合会 、 中 华全 国 工商业联合会 、 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 、 中 华全国 台 湾 同胞联谊会 、 中华全 国 归 国

协＾ 为我 国人 民爱 国统
华件联合会

＂

特也＾士类 ⑴： 特遨香港人士 ， 特遨澳门人士 、 特别遨请人士战线的组织 、 中 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注 ：

表 １ １ 信 息 来 自 全 国 政 协 官 网
“

中 国 政协 网
”

，

ｈ ｔｔ
ｐ

：／／ｗｗｗ
．
ｃ
ｐ ｐ

ｃｃ ＿

ｇ
ｏｖ

．
ｃｎ／２０ １ １ ／０９／２ ４／ＡＲ

－

的甫恶和 核［ 我围政治生妖

Ｔ Ｉ １ ３ １ ６８４５ ９８９ ９８９ ５８６ ．ｓｈｔｍ ｌ

中发扬社会主 义 民主 的重

要形式 ，与社会分层具有一

种天然 的联系 。通过上述对
表 Ｉ ２

： 十二届全 国政协界别设置 （ ３４ ）新中 国建立 以来我 国社会

党派类 （ １ ０ ）： 中 国共产 党 、 中 国 国 民党革命委 员 会 、 中 国 民主 同 盟 、 中 国 民主建 国会 、 中 国
Ｉ

分层与 政协界 别设置演变
民主促进会 、 中 国 农工民主党 、 中 国致公党 、 九三学社、 台 湾 民主 自 治 同 盟 、 无 党派人士的梳理 我们可以得出政协
职业类 （ １ １ ）

：
文化艺 术界 、 科学技术界 、 社会科学界 、 经济界 、 农业界、 教育 界 、 体育界 、 新

闻 出版界 、 医 药卫生界 、 对外友好界 、 社会福 利和社会保障界界 夭

少数民族类 （ １ ） ： 少数民族界系主要有 ：

宗教类 （ １ ＞
： 宗教界（

一

）社会分层是政协

团体类 （ ８ ） ： 中 国 共产 主义青年团 、 中华全国总工会 、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 中华全国青年联 界别设置的重要基础
合会 、 中华全国 工 商业联合会 、 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 、 中 华全国 台 湾 同胞联谊会 、 中 华全 国 归 国

按 日君马 卢
－

申

＂＂

主 义的科

特邀人士类 （ ３ ）
： 特遨香港人士 、 特遨澳 门人士 、 特别遨请人士


学说法 ，
经济决定政治 ， 政

注 ： 表 １ ２ 信 息 来 自 全 国 政 协 官 网
“

中 国 政 协 网
”

，
ｈｔ ｔ

ｐ
：／／ｗｗｗ ．ｃ

ｐ ｐ
ｃｃ ．ｇ

ｏ ｖ ．ｃｎ／２０ １ １ ／ｌ ｌ ／２３／ＡＲ
－

治是经济的集 中体现
’
政治

Ｔ Ｉ １ ３２２０ １ ３７０ １ ３７９ ８３ ３． ｓｈ ｔｍ ｌ

结底来说实际都是经济领

３０Ｃ Ｉ ＴＣ ＰＰＣＣ ２ ０ １ ６ 年第三期
． 总第三＋九期



探索与争鸣

域变化的反映 ，
也就是人类社会中政治等现象和事件两阶级三阶层

”

（ ８０ 年代初期到 ９０ 年代初期 ） 、

“

十阶

之所 以出现和发生 ， 从根本上说是 由经济原因导致层
”

（ ９０ 年代 中后期 ） ，
以至

“

十 四阶层
”

（ ２ １ 世纪 以

的 。 社会分层的变化是利益群体分化的外在体现 ，根来 ） 。 而政协界别设置的数量整体上也是随着社会阶

本上更反映了经济基础因素 。 因而
，社会分层的变化层的分化呈增加趋势 。 全国政协界别的设置大体已从

需要并且也应该在作 为上层建筑的政协界别设置上最初 的改革开放前的 ２９ 个界别 （二 、三 、 四 、 五届 ）增

得到反映 。 也就是说 ，社会分层是人类社会各种社会加 到 ３ １ 个界别 （六 、七届 ）
，
以 至 ３４ 个界别 （八 、 九 、

关系中最为本质的关系的一种
，
是相互之间的

一

种十 、十
一

、十二届 ） 。ＳＥ１

基础性的 区分与联系 ， 反映 了人与人 、人与群体 、 群（作者 ： 中 央党校 中 共党建专业博士生 ）

体与群体之间在不同方面上的认同 、差异与冲突 。 作（ 责编 ：吴国 挺 ）

为上层建筑的政协界别 ， 只有经 由合理的社会分层

及在分层基础上进行界别设置 ， 把相关阶层 的人员

代表吸纳到政协组织 中来 ，并保持相应 的合理比例 ，注 释 ：

才能充分反映利益群体分化及更深层次的经济社会［ １ ］ 易 益 典 ： 《社会 学教程 》 ，
上 海人 民 出版 社

因素 。 因此 ，之所以说社会分层是政协界别设置的重２００ １ 年版 ， 第 １ ６６ 页 。

要依据 ， 主要在于 ， 就社会分层与政协界别设置而［２］吴增基 ： 《现代社会学 》 ， 上 海人 民 出 版社 ２ ００９

言 ，社会分层更多充 当了 自 变量 ， 政协界别设置更多年版 ， 第 １ ９０ 页 。

充 当了 因变量。［３ ］王 天义 ：

“

社会主 义所有 制理论 与 我 国 所有 制

（
二

）社会分层与政协界别设置是一种交叉关 系结 构 的 创 新
”

， 载 《科学社会主 义 》 ，
２００９ 年 第 ５ 期

；
陆

从我 国政协长期以来的发展实践来看 ，社会分层学 艺 ：

“

中 国 社会 阶级 阶层 结构 变迁 ６０ 年
”

， 载 《北 京

与政协界别设置更多呈现出一种交叉关系 。 这种交叉工 业 大学 学报 》 ，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３ 期

； 吴 忠 民 、谢志 强 ： 《社

关系主要体现在 ： 首先 ，有的政协界别本身即是
一

个会学理论 与 方 法 》 ， 中共 中 央 党校出 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

社会阶层 ，

一个阶层完全可以构成一个界别 。 例如 ，
二第 ８７ 页 。

届至五届全 国政协的
“

农民
”

界 ，
在

“

以粮为纲
”

的 当［４ ］ 陆 学艺 ：

“

对社会主义社会 阶级阶层 结构是

时
，鉴于农民是中 国

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阶层 ，
农 民

‘

两个阶级 一个阶层
’

论的 剖 析
”

， 载 《
江苏 社会科学 》 ，

阶层单独构成了
一个界别 。 其次

，
并非所有政协界别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 。

都是现实生活中的
一个阶层 ，不同 阶层共同构成一个［５ ］郑杭生 ： 《 中 国 社会 学史新编 》

， 高等 教 育 出 版

界别更为常见 。 例如 ， 中华全 国总工会界别的委员 ，有社 ２００ １ 年版 ， 第 ２２８ 页 ； 吴 忠 民 、 谢 志 强 ： 《社会学 理

的来 自 各级总工会 ， 属于管理者 ，有的则来 自
一

线工论研 究 》 ， 中共 中央 党校 出 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７ １ 页 。

地
，属于基层的劳动者 。 再者 ，

政协界别无法实现社会［６］ 陆 学艺 ：

“

当代 中 国 社会十 大 阶层 分析
”

， 载

阶层的全覆盖 。 鉴于现实社会是时刻在不断变化发展《 学 习 与 实 践 》 ，
２０ ０２ 年 第 ３ 期

；

“

正在形成 中 的 中 国 新

的 ，政协界别即使在
一

个相对稳定的时间区 间内 也不型社会 阶层 结构
”

， 载 《人民 文摘 》 ，
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 。

可能实现社会阶层 的全覆盖 。 因而 ， 这些都说明社会［ ７ ］付亦 重 、 张 汉林 ：

“

入世 十年来 中 国 经济社发

分层与政协界别设置并非一一对应 、完全吻合 ，
也就展及政策展 望

”

， 载 《 国 际 贸 易 》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１ ２ 期 。

是并非一个阶层必须对应一个界别 ，
而是一种在

“

质
”

［８ ］江 泽 民 ： 《江泽 民 文选 》 第 三 卷 ，
人 民 出 版社

的基础上的交叉关系 。２００６ 年版 ， 第 ２８６ 页 。

（ 三 ）社会分层 与 政协界别 设 置 总体 呈 正相 关［９］ 中 国 法 学 网 ： 对 法律职 业 共 同体 的 认识 与 理

关 系解 ，

ｈｔｔ ｐｙ／ｗｗｗ ． ｉ ｏｌ ａｗ ．
ｏ ｒ

＇

ｇ ．
ｃｎ／ｓｈｏｗＡｒｔｉ ｃ ｌｅ

．
ａ ｓｐＴ ｉ ｃＨＳＳＳＺ

政协界别设置要充分考虑社会分层 因素 ，从我 国 ［ １ ０］吴庆华 、 董祥薇 ：

“

浅议城 市社 区 阶层 化趋势

政协发展的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 以来的政协发展 的对社 区建设 的 影 响
”

， 载 《 中央社会主 义 学院 学报 》 ，

实践来看 ，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社会专业分工越来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

越细 ，利益群体分化越来越明显 ，
新的阶层不断涌现 ，

社会阶层越来越多 ， 大体已从最初 的改革开放前的
“

两阶级
一

阶层
”

（ ５０ 年代中期到 ７０ 年代后期 ）发展为

２０ １ ６年 第三期
？ 总第三十九期 Ｃ ＩＴＣＰＰＣＣ２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