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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 总体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的阶层分化同步。通过使用 2008年中国社

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分析职业阶层之间的消费差异, 并使用消费水平、消费结构、

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和消费方式等操作性指标,能够建立消费分层标准。进一步研究分析可以发现, 消费分层

与职业分层、经济分层和主观阶层认同之间存在比较紧密的联系, 能够反映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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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处于经济增长期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从实际情况来

看, 1980年到 200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加到 15 781元和 4 761元,

分别增长 33倍和 25倍。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 即随着收入增加,消费也会增加。城

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从 1980年到 2008年分别增长 27. 3倍和 22. 6倍。同期, 中国 GDP

增长了 66. 1倍,中国居民的收入增长与消费增长基本同步,消费增长速度明显低于经济发展速度,略低

于收入增长的速度。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活消费需求之后, 消费水平

和消费结构也出现了增长和转型的趋势, 消费和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 中国总体上开始进入大众消

费阶段。

� � 一、研究背景

经济增长不仅增加了人们的收入, 而且加大了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 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 1978

年的 0. 3左右增加到 2008年的 0. 47, 早已超过了 0. 4的警戒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城乡居

民消费水平对比的变化趋势与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在 20世纪 80年代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

值差距一度下降,从 1978年的 2. 9下降到 1984年的 2. 2,之后便持续上升, 在 90年代中期达到了最高

的 3. 8,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2008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值为 3. 6。同时, 在城乡居民的消费总额

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下降,城镇居民所占比重上升。从 1978年到 2008年, 农村居民占总人口的

比重从 82. 08%下降到 54. 32%,同期农村居民消费占居民消费总额的比重从 62. 1%下降到 25. 1%, 其

下降速度明显快于人口所占比重。这也证明了改革开放之后,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相对于城市人口

而言是降低了。

中国居民消费差距不仅体现在城乡消费差距上,在城镇和农村居民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和消

费差距。从城镇家庭消费状况来看, 变化最明显的是高收入组与其他收入组之间消费水平差距的快速

拉大, 2001年城镇中高收入组的消费水平为高收入组的 64. 5%, 2007年快速下降到 55. 6% ,下降了近 9

个百分点。这说明在城市社会,财富和收入向小部分富裕阶层集中的同时, 富裕阶层与一般阶层之间的

消费差距已经日渐明显。农村各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差距保持相对稳定,并没有出现富裕阶层消费与

一般阶层拉开的局面,这说明农村社会财富尚未出现集中化的趋势。而总体上, 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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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拉大意味着消费群体的分化会日益显著,群体分化势必会给消费打上阶层分化的烙印, 这种分化不仅

仅表现在消费水平上,在消费结构、消费方式上均有所表现。本文针对各社会阶层之间在消费水平、消

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的差异,分析消费分层作为社会阶层划分指标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 � 二、文献回顾与测量指标

随着经济社会重心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传统的大规模生产模式被以消费为主导的生产模式所取

代,消费作为一个新的视角逐渐成为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社会分层分析范式, 其代表人物主要是

布迪厄 ( Bourdieu)、波德里亚 ( Baudrillard)和凡勃伦 ( Veb len)。

布迪厄可能是对生活和消费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阶

层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将阶层视为在社会空间上的相似位置, 以及相似的存在条件和相似的立场,强调

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由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共同决定的,而消费作为一种表现性实践,是一种

体现人们社会地位的符号和象征,所以,人们的消费偏好, 即阶级品位和生活风格比传统的区分社会阶

层标准,如收入、职业、权利等, 最能够体现社会成员所属的阶层
[ 1]
。正因为社会空间位置上的同源性,

所以在物质和文化的消费形式上,人们再生产出不同的品位, 这些品位决定了他们的消费选择,并以此

作为区隔的标准。消费者对消费形式的选择不仅取决于他们的经济资本,而且取决于文化资本的分布,

并且文化资本将越来越重要,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共同决定了人们选择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的数量和

方式。特别是在文化消费上,上等阶层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将下等阶层驱逐出他们的消费等级。

波德里亚更为强调消费的符号象征性,人们对物品的消费已经不再是单纯为了满足自身的生活需

求,更加注重消费隐含的意义和表征,而符号消费既建立在社会差异的基础之上, 进而又能强化社会差

异,所以,现代消费最显著的特点是符号消费, 消费所带来的符号即是社会成员的身份编码,据此能够清

晰地区分社会层级。凡勃伦认为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基础是财富的拥有,底层阶级消费是为了自身的

生存和再生产,而上层阶级消费超越了生存需要,是为了展示生活质量和财富数量的炫耀性消费。而与

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炫耀性消费的主体是中产阶级。

与经济学家不同,社会学家们更倾向于将消费视为一种带有特殊社会意义或者符号象征的社会行

为,而非经济行为, M ayer将消费视为一个社会分层新指标,指出消费 ( consumption)与购买 ( purchase)之

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与消费相关的态度、目的等带有强烈的社会意义。 也正因为如此, 在他们提出对

消费理论解释之后,一些研究者才有可能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消费分层进行实证研究。

Aydin运用了布迪厄的再生产理论和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 使用土耳其国家统计所提供的数据,

分析了经济社会因素对消费模式、品位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发现社会分层变量,如收入、教育程度、职业

等因素决定了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 K atz- Gerro和 Talmud使用以色列调查中心数据, 用结构等效的

方法将相近的家庭消费模式构建为分层指标, 并与十分位的收入进行比较, 获得较为理想的结果。∀

B ihagen使用瑞典家庭支出数据分析不同收入阶级消费支出种类的不同,发现高收入阶层需要花大量的

钱用于给予别人自己是较高收入阶层的信息, 比如家庭之外的社会活动,以维系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

位,同时也验证了布迪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假设。#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制度环境重大变化导致经济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社会阶层结构的重

组,构建各种社会阶级的基础从政治身份转化为以融合社会、经济、政治等多种资源为基础,表现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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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识形态、生活和消费方式。消费分层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我国的社会学界也进行了一些相关

研究。王宁认为消费与社会分层结构是现代社会中相互渗透的两个主题,消费与社会等级结构之间是

∃外在性的内在化 %,即被结构化 & & & 结构化;消费分化与社会阶层分化是一致的
[ 2]
,尤其是在中产阶级

研究领域,消费特征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高消费倾向、独特的消费特征等都为建立社会分层操作指标

的事实基础 (李强, 1999;肖文涛, 2001;张宛丽, 2002) ,各社会阶层存在显著的消费特征。

李培林等学者指出,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分配领域中广泛存在双轨制和

隐性收入,消费结构成为更能反映真实情况的分层指标
[ 3]
, 并使用恩格尔系数作为分层操作指标进行

分析。李春玲使用 2001年的社会阶级阶层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十大社会阶层的消费方式差异
[ 4]
。何

明升尝试了建立 18个基本因子总结和分析了不同层次的六种消费生活方式类型,从消费角度分析中国

社会阶层差异,证明消费能够较好地区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
[ 5]
。

这些研究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中为证明消费与社会分层之间存在联系提供有力证据。通过这些

研究可以看到,验证消费与社会分层关系之间联系最关键的内容是能否建立起有效的、可以与社会分层

加以比较的消费指标。

本文试图在消费和社会分层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仅包括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水平和

消费能力,而且包括了消费方式所暗含的文化上的因素,特别是将消费者的需求不仅仅看做经济上的一

元需求,而将他们同时视为从属于某一社会群体,置于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和物质环境下。所以,只分

析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数量是不够的, 还需要将消费方式视为带有群体性和风格化的社会行为,这样消费

就摆脱了从属于经济地位的因果联系,而是作为个人在以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体系中, 带有自我社会

定位功能的消费行为。

消费指标可以分解为四个操作性指标:消费水平 (家庭总支出 )、消费结构 (恩格尔系数 )、耐用消费

品拥有量和消费方式。其中,家庭总支出和消费结构可以直接从数据中计算所得,而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和消费方式需要加以计算。

分析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时,有学者对其进行加权处理
[ 6]
。本文对耐用消费品加权处理的方式为 w

= 1 / ( p+ 1) ,其中 w为权重, p为各耐用消费品平均每个家庭的拥有量, 越普及的耐用消费品权重越

低。在加权的基础上,计算耐用消费品得分,其公式为 S= ∋ w i( n,i w i为第 i种消费品的权重, ni为第 i

种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

分析消费方式时,将吃、穿、行三种消费方式分成五个等级,以消费最高等级记分,然后对三种消费方式做

因子分析,得到消费方式的公因子,以消费方式的公因子作为衡量消费方式等级的操作性指标 (见表 1)。

表 1 各社会阶层的消费方式分等

分类 吃 穿 行

上等 ( 5分 ) 高档饭店 品牌服装店、大型商场 开 /坐私家车

中上等 ( 4分 ) 中档饭店 普通服装商场、网上购物 开 /坐公家汽车、出租车

中等 ( 3分 ) 大众餐馆、快餐店 超市、街边摊点、批发 /小市场 乘公共交通工具

中下等 ( 2分 ) 小饭馆、大排档、小吃店 乡村集市、其他地方 走路、骑车

下等 ( 1分 ) 很少外出吃饭 自家做、不清楚 其他

� 表 2 操作性消费指标的因子负荷

操作性消费指标 因子负荷

消费方式因子 0. 6242

恩格尔系数 0. 1044

家庭消费支出综合 0. 5282

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得分 0. 8215

� � 据此,建立消费水平、消费结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和消费

方式四个操作性指标,并将这四个操作性指标做因子分析。根

据因子分析计算结果,获得一个特征值为 1. 37的公因子。从

四个操作性指标的因子负荷来看, 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消费方

式因子和家庭消费支出总额三个操作性指标的因子负荷较高,

而恩格尔系数的因子负荷较低 (见表 2)。

� � 分析发现,恩格尔系数高低与社会等级高低之间并没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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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致性的关系,较低社会阶层可能由于其他原因,导致他们的恩格尔系数不能够代表他们实际的消费水

平,特别是在中国从贫困国家进入中等国家行列之后,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消费的指标可能出现 ∃失真%的

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在因子分析中,恩格尔系数与其他消费操作性指标有所区别,因子负荷较低的原因。

考虑到分析的需要,本文仍然将恩格尔系数放入因子分析中,在计算出消费公因子得分后,按照得分高低

分为 10等分组,然后再划分为最富裕阶层、富裕阶层、中上阶层、中等阶层、中下阶层、贫困阶层和最贫困

阶层,并以此来检验消费分层与其他社会分层之间的关联。

� � 三、中国现阶段各社会阶层消费差异

本文将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008年实施的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将社会人群区

分为国家干部、私营企业主、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办事

人员、个体工商户和自营职业者、城市工人、农民工和农民 10个社会阶层,分析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消费

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1�各社会阶层的资产总量和消费水平。国家干部阶层虽然拥有特殊的权力资源, 在政治上具有较

高的地位,但是在经济地位上,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根据调查数据计算, 私营企业主

阶层的家庭资产是最高的,家庭消费总额为 8. 4万元,消费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社会阶层,大约是消费水

平最低的农民阶层的 13倍。其次是私营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国家干部阶层,家庭消费总额分别为 5. 4万

元和 4. 9万元,而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资产水平要高于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 其平均消费

总额却低于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可能是其消费中有部分支出并没有计入家庭消费的范围,存在一

定的公款消费。个体工商户阶层的消费水平略高于城市工人阶层,农民工阶层的消费水平比前两者明

显要低。消费水平最低的农民阶层每年家庭消费总额甚至达到了其家庭资产的 1 /3强,这意味着从资

产和消费的关系来看,一旦遭遇社会经济波动,作为群体数量最大的农民阶层最有可能陷入入不敷出的

境地 (见图 1)。

图 1� 各社会阶层的消费数额和家庭资产总额

2�各社会阶层的消费类型。各社会阶层消费水平差异决定了消费差异,本文使用恩格尔系数作为

测量各社会阶层消费差异的指标之一,发现私营企业主属于最富裕人群的比例最高, 为 59. 1%, 而且是

10个社会阶层中唯一处于温饱和贫困状态的比例均为 0。可见,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市场化改革受益最

多的阶层,他们属于 ∃先富%阶层。其次按照恩格尔系数判断, 农民阶层处于最富裕阶层的比例也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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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47. 9%,但实际上,这并不能代表他们真实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 因为农民阶层经济支付能力有

限,本身食品消费水平并不高, 加之他们食品消费多来自自家种植,没有可以衡量的市场价格加以判断,

所以表现出容易让人误解的结果。

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国家干部处于最富裕型消费分别为 47. 3%和 45. 1%,专业技术人员、办事

人员、个体工商户和自营职业者三个社会阶层属于最富裕型消费比例也超过了 40%。令人惊讶的是:国有

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阶层属于最富裕型消费的比例仅有 35. 9%, 而农民工处于最富裕型消费的比例却高

达 39. 9%,从两者之间经济社会地位的次序来看,显然不应如此。究其原因是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阶

层中许多消费项目并没有市场化和货币化,其总体消费数额偏低, 从而导致恩格尔系数偏高,这可以通过

上文描述的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阶层的 ∃高资产低消费%状况得以验证;农民工阶层恰恰相反,他们多

在城市就业,资产和收入偏低,消费水平偏高,属于 ∃低资产高消费%, 必须降低其食品消费的比例,从牙缝

里抠钱,才能够积攒到一些节余。因此,还能够观察到农民工阶层属于贫困型消费的比例最高, 为 12. 6%。

城市工人是受市场化改革冲击最大的人群,他们属于最富裕型消费的比例最低, 为 30. 7% ,属于温饱型和

贫困型消费合计高达 27. 7%,说明他们是生活较为窘困的社会阶层 (见表 3)。

表 3 各社会阶层的恩格尔系数 

社会阶层 最富裕 富裕 小康 温饱 贫困

国家干部 45. 1 19. 6 17. 7 13. 7 3. 9

私营企业主 59. 1 31. 8 9. 1 0. 0 0. 0

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 35. 9 22. 6 20. 8 11. 3 9. 4

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者 47. 3 23. 7 16. 1 10. 8 2. 2

专业技术人员 41. 0 24. 8 19. 4 9. 9 5. 0

办事人员 41. 3 17. 1 20. 6 12. 7 8. 3

个体工商户和自营职业者 42. 1 22. 2 15. 4 13. 6 6. 7

城市工人 30. 7 20. 6 20. 9 17. 8 9. 9

农民工 39. 9 17. 0 17. 9 12. 6 12. 6

农民 47. 9 20. 5 13. 1 11. 0 7. 5

3�各社会阶层的消费结构。消费差异还体现在消费结构上 (见表 4)。从各阶层的消费结构看, 食

品类的消费支出在国家干部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中不足 25% ,说明这两个社会阶层利用各自在政治

和经济上的优势,其消费结构基本进入享乐型。其他社会阶层中,城市工人食品类消费比例最大, 为

31. 9%。而农民工阶层和农民阶层的食品类消费比例分别为 31. 4%和 26. 2%,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消费

结构真正到达了富裕的水平,而是因为由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原因,使得他们其他方面的支出过

多,从而压低他们基本生活消费水平。比如,在医疗类消费支出中,农民工阶层和农民阶层的支出分别

占到消费总额的 8. 1%和 11. 5% ,明显要高于其他社会阶层。而国家干部由于仍然保留了计划经济时

代的公费医疗制度,他们在医疗上的消费仅占消费总额的 3. 7%。

衣着类消费呈现出社会阶层地位越高,衣着类消费比例越大的特点,在属于中高社会阶层的国家干

部、私营企业主、企业经营和管理者阶层中,衣着类消费占到 8%以上,处于中间阶层的专业技术人员和

办事人员的衣着类消费在 6. 5%以上,在中下阶层中,衣着类消费下降到 5%以上, 农民阶层的衣着类消

费甚至不足 5% ,说明在中低社会阶层基本生活消费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国家干部阶层最主要的消费部分来自文教娱乐, 这说明尽管国家干部在经济上还不能算作 ∃先富

人群%, 但是在消费结构上,已经率先进入享乐型消费。教育市场化对各阶层都存在明显影响, 其所占

比例基本都在 10%以上, 但中低社会阶层文教娱乐消费比例偏低的原因还在于他们的子女出现因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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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40%为富裕,低于 30%为最富裕。



不起高昂学费,放弃继续高等教育,有报道说, 农民工阶层的子女有超过 80%不再继续上高中。

私营企业主的交通通讯类消费比例是最高的, 与国有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相比,非公有制企业经

营管理则在交通通讯方面的消费比例要更高一些, 这同样也透露出,公有制单位存在公款消费的行为。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人情类消费在消费支出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各社会阶层均在 5% ,消费

水平最低的农民阶层中甚至达到了 9. 4%,这凸显出中国农村仍然处于熟人社会的特质。

表 4 各社会阶层的消费结构

社会

分层

国家

干部

私营企

业主

国有集体

企业经营
管理者

非公有制

企业经营
管理者

专业技

术人员

办事

人员

个体工商

户和自营
职业者

城市

工人

农民

工
农民

居住 3. 3 4. 7 2. 5 3. 1 6. 9 7. 0 7. 2 6. 3 5. 1 2. 1

食品 24. 3 21. 8 31. 2 27. 6 28. 0 29. 7 28. 3 31. 9 31. 4 26. 2

衣着 8. 1 9. 6 8. 0 7. 9 6. 7 7. 3 5. 4 5. 6 5. 4 4. 5

医疗 3. 7 3. 2 7. 1 8. 7 5. 9 5. 1 6. 4 7. 3 8. 1 11. 5

交通通讯 10. 8 16. 0 10. 8 12. 1 10. 2 10. 1 11. 5 7. 2 9. 4 7. 8

文教娱乐 27. 7 15. 1 13. 9 14. 9 13. 6 12. 6 12. 2 11. 3 10. 2 10. 9

水电杂费 4. 1 6. 3 7. 7 6. 3 5. 4 5. 1 5. 3 6. 5 5. 3 4. 0

家用电器 3. 4 2. 6 1. 7 3. 2 5. 1 2. 7 2. 6 2. 8 2. 3 2. 8

日用品 1. 2 1. 1 1. 4 1. 7 1. 5 1. 4 1. 4 1. 4 1. 5 1. 4

人情 8. 2 7. 1 5. 0 6. 7 5. 9 5. 4 6. 9 4. 8 5. 4 8. 7

其他 1. 4 5. 1 6. 1 2. 8 6. 1 6. 2 4. 5 5. 6 8. 4 11. 9

4�各社会阶层的耐用消费拥有量。从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来看,一般耐用消费品在各阶层中已经趋

于饱和。如彩电和手机在各社会阶层平均每个家庭的拥有量都超过了 1, 彩电、冰箱、电话等在大部分

阶层中已经接近于饱和。农民工阶层和农民阶层在另外一些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明显要少, 在除了农

民工和农民阶层后,冰箱、洗衣机、固定电话拥有量的各阶层家庭中也超过了 0. 8台 (部 )。作为新型消

费品的家用汽车和电脑的普及率也比较高,电脑的普及率中上等阶层中已经超过了 0. 7。这说明在大

宗耐用消费品的普及过程中,农民工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经济收入没有跟上消费增长的速度,这两个阶层

的消费能力有限。而政府推动的 ∃家电下乡%、∃汽车下乡 %等政府工程, 在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也难

以真正带动农民工阶层和农民阶层的消费能力 (见表 5)。

表 5 各社会阶层的耐用消费品拥有数量

社会

分层

国家

干部

私营企

业主

国有集体

企业经营
管理者

非公有制

企业经营
管理者

专业技

术人员

办事

人员

个体工商

户和自营
职业者

城市

工人
农民工 农民

彩电 (台 ) 1. 5 2. 1 1. 5 1. 5 1. 3 1. 3 1. 3 1. 2 1. 2 1. 0

冰箱 (台 ) 0. 9 1. 3 1. 0 1. 0 0. 9 0. 9 0. 8 0. 8 0. 5 0. 3

洗衣机 (台 ) 1. 0 1. 2 1. 0 0. 9 1. 0 0. 9 0. 8 0. 9 0. 6 0. 5

家用汽车 (辆 ) 0. 1 0. 7 0. 2 0. 2 0. 2 0. 1 0. 2 0. 1 0. 0 0. 0

电脑 (台 ) 0. 8 1. 1 0. 8 0. 8 0. 8 0. 7 0. 3 0. 5 0. 2 0. 0

固定电话 (部 ) 0. 9 1. 4 1. 0 1. 0 0. 9 0. 9 0. 8 0. 7 0. 6 0. 5

摄像机 (架 ) 0. 2 0. 2 0. 2 0. 1 0. 2 0. 1 0. 1 0. 1 0. 0 0. 0

钢琴 (架 )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微波炉 (台 ) 0. 6 0. 8 0. 7 0. 6 0. 6 0. 6 0. 3 0. 4 0. 2 0. 0

手机 (部 ) 2. 5 2. 6 2. 3 2. 4 2. 0 2. 3 1. 8 1. 8 1. 9 1. 1

5�各社会阶层的消费方式。中国人习惯将生活方式描写为 ∃吃、穿、住、行 %四个方面, 不同的社会

阶层在 ∃吃、穿、住、行 %上也有不同的表现。由于能够享受到公款消费的待遇,国家干部和国有集体企

业经营管理者是选择 ∃很少外出吃饭%比例最低的社会阶层。而私营企业主和非公有制企业经理管理

者阶层选择在高档饭店就餐的比例最高, 分别为 12. 2%和 8. 0%。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在中档饭

店、大众餐馆和小吃店就餐的比例较高,而个体工商户和自营职业者与城市工人阶层很少外出吃饭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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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都超过 40% ,即便外出吃饭,小饭馆和小吃店是他们选择最多的去处。农民工和农民阶层选择很少

外出吃饭的比例分别为 58. 5%和 66. 8%,小吃店是比例最高的选项。

从 ∃穿%方面的来看,不同阶层之间选择购买服装的地点差别较大。比较突出的是,私营企业主选择会

在品牌服装专卖店购买衣物的比例超过 40%,其他阶层比例都较低。在上等社会阶层和中等社会阶层中,

他们的衣着消费方式趋于类似,如在国家干部、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者、专业

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阶层中选择会在大商场购买衣服的比例都在 40%左右,在普通服装店购买衣服的比

例在 50%左右。较低社会阶层以在普通服装店购买服装为主,农民阶层以在乡村集市购买衣物为主。网

络购物作为一种新兴的购物方式,有 4. 5%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选择在网络购物,是各阶层中比例最高的,

他们作为知识技能最高的社会阶层对新鲜事物和新兴生活方式的接受程度是最高的。

从 ∃行%的方面来看,公共交通工具是最被广泛接受的出行方式, 此外, 骑车和步行也是选择较多的

出行方式。乘坐私家车出行主要集中在中高社会阶层, 其中私营企业主阶层中选择乘坐私家车出行的

比例超过了 45%,是各阶层中最高的。另外,私营企业主中还有 9. 1%的人选择坐公车出行。除了私营

企业主之外,国家干部和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乘坐公车出行的比例是最高的, 分别为 7. 8%和

7. 5%。国家干部、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坐私家车出

行比例均在 10%以上,这意味着在中等以上社会阶层家用汽车已经日渐普及。在较低社会阶层拥有家

庭私人汽车比例相对较低,他们的主要出行方式仍然依靠走路、骑车和公共交通工具 (见表 6)。

表 6 各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 (% )

社会
分层

国家
干部

私营企
业主

国有集体

企业经营

管理者

非公有制

企业经营

管理者

专业技
术人员

办事
人员

个体工商

户和自营

职业者

城市
工人

农民工 农民

吃

小吃店 17. 6 13. 6 15. 1 15. 1 13. 1 21. 6 22. 5 22. 2 22. 0 21. 0

大排档 7. 8 13. 6 7. 5 18. 3 12. 6 12. 7 6. 7 12. 9 8. 7 1. 4

小饭馆 25. 5 18. 2 17. 0 20. 4 18. 0 18. 4 18. 5 19. 2 16. 8 12. 9

快餐店 9. 8 4. 5 9. 4 16. 1 14. 0 14. 9 8. 6 9. 5 11. 9 4. 7

大众餐馆 23. 5 4. 5 34. 0 18. 3 23. 9 24. 4 12. 1 14. 4 5. 5 2. 5

中档饭店 35. 3 31. 8 28. 3 28. 0 24. 8 21. 0 7. 7 10. 9 3. 2 0. 9

高档饭店 3. 9 13. 6 1. 9 7. 5 1. 4 3. 5 1. 0 0. 5 0. 0 0. 1

其他地方 0. 0 0. 0 1. 9 0. 0 0. 0 0. 0 0. 7 0. 5 0. 9 0. 5

很少外出吃饭 15. 7 36. 4 20. 8 22. 6 27. 9 25. 7 45. 6 40. 6 52. 5 66. 8

穿

品牌服装专卖店 15. 7 40. 9 17. 0 22. 6 18. 9 22. 2 9. 2 11. 5 6. 7 0. 8

大商场 43. 1 45. 5 43. 4 41. 9 42. 8 39. 4 18. 5 23. 7 13. 3 4. 8

普通服装商店 52. 9 40. 9 54. 7 49. 5 51. 4 52. 1 48. 8 52. 7 48. 8 28. 8

超市 5. 9 4. 5 7. 5 11. 8 10. 8 14. 9 9. 1 11. 0 12. 6 5. 7

街边摊点 9. 8 4. 5 9. 4 8. 6 7. 2 6. 7 21. 0 18. 9 22. 0 27. 7

批发 /小市场 11. 8 18. 2 7. 5 14. 0 11. 3 14. 9 17. 3 24. 3 15. 8 8. 1

乡村集市 9. 8 0. 0 1. 9 6. 5 5. 9 3. 5 14. 9 3. 6 25. 5 50. 0

网上购物 0. 0 0. 0 0. 0 5. 4 1. 8 1. 0 0. 3 0. 8 0. 4 0. 3

其他地方 0. 0 0. 0 1. 9 0. 0 0. 5 1. 0 1. 7 1. 7 1. 4 3. 1

行

走路 31. 4 13. 6 24. 5 36. 6 32. 9 29. 5 41. 3 40. 5 42. 7 48. 2

乘公共交通工具 49. 0 22. 7 47. 2 53. 8 51. 4 59. 7 40. 8 47. 8 43. 6 37. 3

乘出租汽车 9. 8 13. 6 7. 5 11. 8 8. 1 11. 7 3. 5 4. 7 1. 6 1. 3

开 /坐公家汽车 7. 8 9. 1 7. 5 5. 4 2. 3 4. 8 1. 7 1. 7 1. 1 0. 7

开 /坐私家车 13. 7 45. 5 11. 3 12. 9 11. 7 7. 0 8. 1 2. 9 1. 8 0. 9

骑车 45. 1 27. 3 39. 6 35. 5 40. 1 39. 0 48. 2 51. 2 54. 3 51. 7

其他 0. 0 0. 0 1. 9 0. 0 0. 0 0. 0 0. 3 0. 0 0.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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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住%的方面,住房在城乡和区域间的可比性不足,所以难以选择合适的指标来衡量住房方式的

区别, 但从住房价值来看, 私营企业主阶层和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者阶层的住房价值是最高的,其次

是国家干部阶层,而农民工阶层和农民阶层的住房价值是最低的。同时,还能够发现,所有阶层平均自

有住房数量都超过了 1, 自有住房率超过了 90% ,这意味着住房消费在各社会阶层中具有很强的消费刚

性,即任何人无论处于何等阶层,都会把住房看做必需消费品, 因而住房价格上涨对一般社会阶层消费

能力的影响是深远的 (见图 2)。

图 2� 各社会阶层的住房资产

上文分述了各社会阶层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和消费方式的差异。那么消费分

化能否作为社会分层标志,或者说,中国各阶层之间的区分能够通过消费表现出来, 并且能够实现与最

常用的职业分层较为一致的结果,这就需要将消费水平、消费结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和消费方式结合起

来分析。

� � 四、消费分层与其他社会分层之间的关联

在经典的社会分层理论中,消费分层应当与职业分层、收入分层和阶层意识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从 2008年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来看, 消费分层和职业分层、收入分层、阶层意识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

值得我们格外关注。

1�消费分层在职业分层中的分布。职业阶层中私营企业主阶层属于最富裕阶层比例最高, 达到了

72. 7%, 属于富裕阶层的比例为 22. 7%,两者合计有 95. 4%的私营企业主被划分为最富裕和富裕阶层

中,这也比较恰当地反映了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国家干部中有 33. 3%为最富裕阶层、27. 5%为富裕

阶层、21. 6%为中上阶层、11. 7%为中等阶层,说明在消费分层中,国家干部仍然能够占据较高的阶层地

位。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处于最富裕阶层的比例为 37. 7% ,略低于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者, 但

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处于中上阶层及以上阶层的比例总体要高于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者,这说

明从消费分层来看,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与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别,两者

阶层分布比例相近。

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处于中间阶层比例较高, 但属于中下阶层、贫困阶层和最贫困阶层的比例

很少, 作为中产阶级主体, 他们在消费分层中也处于中间地位。消费分层的中下阶层、贫困阶层和最贫

困阶层中城市工人、个体工商户和自营职业者、农民工和农民的比例梯次增加, 他们都属于较低的社会

阶层, 尤其是从消费来看, 农民阶层属于贫困阶层和最贫困阶层的比例合计达到 39. 5%, 属于富裕和最

富裕阶层的比例仅为 2. 3%,也鲜明地突出了农民社会经济地位低、城乡差距显著和农村消费不足的实

际情况 (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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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职业等级在消费阶层中的分布 (% )

最贫困阶层 贫困阶层 中下阶层 中等阶层 中上阶层 富裕阶层 最富裕阶层

国家干部 0 2. 0 3. 9 11. 7 21. 6 27. 5 33. 3

私营企业主 0 0 0 4. 6 0 22. 7 72. 7

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 0 1. 9 0 7. 6 22. 7 30. 2 37. 7

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者 0 0 2. 2 14. 0 20. 4 23. 7 39. 8

专业技术人员 0. 5 0 3. 7 12. 2 27. 9 20. 3 35. 6

办事人员 0 2. 2 3. 2 11. 8 25. 4 24. 4 33. 0

个体工商户和自营职业者 3. 4 5. 4 16. 7 21. 7 26. 0 13. 4 13. 6

城市工人 2. 5 4. 3 12. 3 19. 8 31. 0 17. 8 12. 3

农民工 4. 6 8. 9 24. 9 22. 5 24. 8 9. 8 4. 6

农民 21. 1 18. 4 30. 1 19. 7 8. 4 1. 5 0. 8

2�消费分层在收入分层中的分布。收入与消费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可以看到收入越高的阶层的

消费阶层也越高,收入最富裕阶层中有 58. 6%属于消费最富裕阶层, 属于贫困和最贫困阶层的比例仅

为 0. 7%。收入最贫困阶层中有 35. 8% 属于消费最贫困阶层, 属于最富裕和富裕阶层的比例仅为

1. 0%。其他收入阶层在消费分层中比例的变化也是按照较高收入阶层人群属于高消费阶层比例较大,

较低收入阶层人群在较低消费阶层比例较大分布的。即便是在控制了家庭人口数变量后, 收入分层与

消费分层之间的偏相关关系系数达到了 0. 64,说明收入分层和消费分层之间存在较强相关关系 (见

表 8)。

表 8 各收入阶层在消费阶层中的分布 (% )

� � 消费
收入 � � 最富裕阶层 富裕阶层 中上阶层 中等阶层 中下阶层 贫困阶层 最贫困阶层

最富裕阶层 58. 6 18. 1 14. 2 5. 2 3. 3 0. 7 0. 0

富裕阶层 20. 7 25. 6 31. 0 13. 6 6. 3 1. 7 1. 1

中上阶层 8. 4 18. 8 34. 1 23. 2 11. 0 3. 1 1. 4

中等阶层 2. 2 5. 6 25. 0 28. 3 25. 8 8. 3 4. 7

中下阶层 0. 5 1. 7 10. 3 25. 1 34. 7 16. 9 10. 8

贫困阶层 0. 0 1. 2 5. 4 14. 8 26. 5 23. 8 28. 4

最贫困阶层 0. 0 1. 0 8. 6 16. 0 18. 9 19. 8 35. 8

3�消费分层在主观阶层中的分布。在 2008年调查中,还问及主观阶层意识, 让被调查者区分自己

属于哪个阶层。分析发现,消费阶层能够较好地代表主观阶层意识, 两者偏相关关系达到 0. 34。其中,

认为自己属于上等阶层人群的在消费分层中属于最富裕和富裕阶层的比例在 50%左右; 认为自己属于

中上等阶层人群的在消费分层中属于最富裕和富裕阶层的比例超过 40%; 认为自己属于中等阶层人群

的在消费分层中属于最富裕和富裕阶层的比例为 26%。而认为自己属于中下阶层的人群在消费分层

中主要分布在中上阶层、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认为自己属于下等阶层人群的在消费分层中属贫困阶层

和最贫困阶层的比例超分别为 17. 7和 21. 7%。受到 ∃趋中趋势%的影响,主观阶层意识与客观消费分

层指标之间的差异要更大一些,但基本符合分层要求的标准 (见表 9)。

本文分析上述职业分层、经济分层和阶层意识三个方面与消费分层之间的关系发现, 消费分层的高

低与职业分层、经济分层和阶层意识之间存在比较紧密的联系,在职业分层、经济分层和阶层意识上属

于较高社会阶层的人群,在消费分层中也属于较高阶层,反之, 较低的社会阶层也从消费分层中反映出

来。总体来看,综合消费水平、消费结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和消费方式的消费分层指标是可以良好表

现社会阶层之间分化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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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各阶层意识在消费阶层中的分布 (% )

阶层意识 最富裕阶层 富裕阶层 中上阶层 中等阶层 中下阶层 贫困阶层 最贫困阶层

上 34. 8 15. 2 23. 9 13. 1 10. 9 0 2. 2

中上 26. 6 15. 8 20. 2 18. 0 12. 4 4. 0 3. 0

中 14. 0 12. 0 21. 7 21. 7 18. 1 7. 5 5. 1

中下 6. 5 10. 6 22. 4 20. 9 20. 4 9. 6 9. 7

下 1. 5 3. 5 13. 3 16. 9 25. 4 17. 7 21. 7

不好说 7. 0 8. 1 20. 9 14. 0 24. 4 8. 1 17. 4

� � 五、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几乎是固定不变的,依附于政治身份和职业地位的经济

收入和社会保障上的差别,在社会阶级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收入差异,但带有强烈的平均主义色彩的

分配和消费制度,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消费品的严格控制,使大部分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和消

费水平是相似的。改革开放之后,持续的社会经济分化,中国社会阶层体系发生根本性变化, 原先构成

简单的 ∃两个阶级一个阶层 %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 )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 出

现了十大社会阶层
[ 7]
。同时,各阶层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日益分化。

本文首先按照职业阶层标准来分析各社会阶层的消费状况,发现社会阶层分化可以表现为消费水

平、消费结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和消费方式的差异。较高职业阶层的消费水平更高,恩格尔系数向富

裕型发展,一般家庭耐用消费品已经普及,新型大宗消费品如汽车、电脑拥有量也比较高, 在消费方式上

更倾向于高档消费方式。较低职业阶层消费水平低,在教育、医疗等消费市场化影响下,恩格尔系数不

能真实反映出实际的消费结构, 出现 ∃失真 %情况,尽管一般家庭耐用消费品也接近普及, 但新型大宗消

费品拥有量较低,消费方式上以中低档消费为主。

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变革中,原有的职业分层体系出现了一定的变化,行业间、职业间和所有制之间

的职业区分更为模糊;收入分层受到灰色收入和故意低报的影响,也不易测量; 主观阶层意识则存在趋

中的特点。消费不但体现出职业阶层的差异, 其本身也可以构建出新的分层指标,在将消费水平、消费

结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和消费方式综合之后,建立的消费分层指标能够较好地区分不同的社会阶层。

消费分层与职业划分、经济地位划分和主观认同的阶层划分标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具有较强的一

致性。

消费研究是当下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侧重于使用调查数据的定量研究,对消费文化、

消费观念和消费社会功能方面的分析尚未涉及。在探索消费分层指标的构建上, 还需要结合实地进行

研究和比较分析,进一步完善消费分层指标,增强其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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