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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年来社会各界，尤其是社会科学界就当代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问题的研

究，讨论特别热烈，什么新阶层、新结构、新群体，真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总体来说，认为自

1230 年到 124, 年前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那么这一说法源自哪里，有

人说是从苏联搬来的，有人说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为了弄清这一理论问题，我们查阅了有关的

文献资料，认识到“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论说法确实是不符合实际的，应当给予正本清源。

关键词 社会主义 阶级 阶层 “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论

陆学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1..45-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经

济结构调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乡结构、就业

结构等等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

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确认识当前社会结构方

面的新变化，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基本国情的认

识，有利于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政

策。2. 年代以来，社会各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界展

开了对于当代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问题的研

究和讨论，近几年成了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

在这场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

讨论中，各种议论很多，真可说是众说纷纭，也提

出了很多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其中有一个问

题是大家一致认同的，就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

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发展新产生了一批新的

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例如个体工商户，私营企

业主，农民工、经理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等

等。进一步探讨这些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是

从那里产生的？是怎么产生的？一部分人的意见认

为这些新的阶层新的群体，都是在改革以后产生

的；一部分人的意见则认为有一些新的社会阶层

在原来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中已经孕育存在了。

再进一步探讨，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阶级阶层结

构到底是什么样的？多数人的意见（包括我自己）

1230 年以后到 124, 年前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是

“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

分子）”。还有一部分同志则认为：说社会主义社会

的阶级阶层结构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是从苏联

搬来的，这个说法本身就不符合实际。

为了弄清这个理论问题，最近我对苏联有关

这方面问题的文献资料作了一番研究，弄清了一

些问题，也改变了我原来的看法。

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是两个阶级一个阶

层的说法最早是由斯大林提出来的。1250 年苏联

修改 12-/ 年宪法。在 1250 年 11 月 -3 日全苏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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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作了《关于苏

联宪法草案》报告。他首先阐述了 #"$% & #"’( 年

苏联经济方面的成就，接着他说：“由于苏联经济

方面发生了这些变化，我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也相

应地发生了变化。⋯⋯地主阶级已消灭了。⋯⋯

在工业方面已经没有资本家了。在农业方面已经

没有富农阶级了。在商品流转方面已经没有商人

和投机者了。因而，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剩

下了工人阶级。剩下了农民阶级。剩下了知识分

子。”) # *会前有人提议，把“工农国家”改为“工农和

劳动知识分子的国家”。斯大林不同意，他说：“苏

联社会是由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组成的。”

“⋯⋯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阶级。而且也不能

是一个阶级。——— 它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由社会

各阶级出身的人组成一个阶层”) $ *。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是“两个阶级

一个阶层”的说法，从此就确定下来。后来就成了

绝对不能触动的公式。一直到 #""# 年苏联解体，

前后 ++ 年，虽然苏联国内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

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这个公式，就没有改变过，

囿于苏联意识形态的僵化，也几乎没有公开研讨

过。客观地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是两个

阶级一个阶层的公式，表面上看起来，有一定的

道理。全国实行了公有制，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

灭了，也好像是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

分子了。但仔细分析，这个公式是经不起推敲的。

第一，斯大林在当时的概括就是不周全的。因为

在 #"’( 年，虽然苏联政府用强制的手段消灭了

“资本阶级”、农村“富农”，驱逐了商业流通领域

里的“商人和投机者”，但是在经济领域里实际上

个体工商户、个体劳动者等社会阶级、阶层并没

有完全消灭，一直到 #"’! 年，苏联官方公布的材

料上说还有个体农民和个体家庭劳动者 %%#, %
万人（占总人口 $, (- ）、资本家和富农 ( 万人（占

总人口 ., .%- ）) ’ *另外在中亚几个以少数民族为

主体的加盟共和国里，社会阶级阶层状况更加复

杂，并不是斯大林讲的只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

级和知识分子了。

第二，斯大林的这个公式过于简单、笼统，没

有反映苏联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本质。就以工人

阶级来说，由制造业、建筑业、商业和服务业等的

劳动者组成，但也包括党政各级领导干部（这应

该是国家公务员），又包括专业技术人员（这些应

该说是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在苏联这部分

人统计为职员。）还包括企业的厂长和经理。几十

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

这众多的工人阶级成员虽然都是在生产资料公有

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社会里，但这些

不同的成员，对生产资料在使用过程中的地位是

不同的，有些人对公有的生产资料有支配权、处置

权，大部分人只有使用权、劳动权。在社会劳动组

织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有些是管理者，是干部，大

部分是被管理者，是工人。名义上都实行按劳分

配，但厂长、经理和高层管理人员的所得同普通工

人的所得差别很大，而且在名义工资之外，前者还

有住宅、轿车、医疗等各种优待，后者只有一般的

住房和医疗等的社会保障。所以，不同的成员，所

得很不相同，而且相差是很悬殊的。把这么多不同

职业、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的收入所得、不同的生

活方式、不同的利益要求、不同的价值取向的群体

成员，笼统地都称之为工人阶级，实在是过于简单

化了，于社会实践是不利的。

第三，斯大林的这个公式在提出时，就认为在

将来实现了共产主义，所有的阶级都消灭了，工人

和农民都变成统一的共产主义劳动者。他认为，到

#"’( 年，苏联原来的无产阶级已经演变为工人阶

级了。原来分散的小农已经演变为集体农民了，原

来为富人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已经演变成为人民

服务的知识分子了。这说明什么？斯大林指出：“第

一这些变化说明，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以及这两

个阶级和知识分子中间的界线正在消除，而从前

的阶级特殊性也在消灭。这就是说，这些社会集团

间的距离正在日益缩小。第二这些变化说明，这些

社会集团间的经济矛盾在缩小，在消失。最后，这

些变化说明，这些集团间的政治矛盾也在缩小，也

在消失。”) % *当有人提议用“社会主义农业劳动者

来代替农字（指苏联是工农国家的农字）。斯大林

不同意。他说：“提出这个修改意见的人大概不是

指现在的社会，而是指将来的社会，指将来已没有

阶级，而工人和农民都要变成统一的共产主义社

会的劳动者的社会。”) + *所以，在斯大林看来，不仅

当时的苏联社会只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而这

两个阶级之间以及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和界线

正在消失，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正在日益缩小、消

失，正在逐渐趋同，都将成为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

的劳动者。将来整个社会结构组成不是多元的，而

是单一的。在苏联理论界，就有《关于阶级的接受》

和《社会单质性的形成》等论著出版，专门论述这

个问题。但这同社会发展的趋势相违背，实践表

明，经济社会结构的组成不是越来越单一，而是越

社 会 学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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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元。

第四，斯大林在提出苏联社会结构是“两个

阶级一个阶层”公式时，他本人对当时国内外阶

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就是相互矛盾的。他在《关于

苏联宪法草案》中明确指出：“所有的剥削阶级都

消灭了”1 0 2。国内阶级斗争消灭了 1 3 2。制定新宪法

的目的，也就是把 4,./ 年以来，经济建设和阶级

斗争的成果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也就适应

在长期的严重的阶级斗争以后，人心思定的普遍

要求，希望通过宪法的制定，在全国出现举国上

下团结一致没有冲突的升平局面。这是斯大林对

当时阶级形势分析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斯

大林内心，他还清楚地注意到，国际国内的矛盾

的阶级斗争也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国际上，日本

军国主义已经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侵华战争一触

即发；4,50 年德国的希特勒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

结成罗马——— 柏林轴心，随后又结成了柏林———

东京轴心。穷兵黩武侵吞邻国，第二次世界大战

已现端倪。在国内所谓被消灭的资本家和富农，

人还在，企图复辟的心未死，几百万小商品生产

者对公有化的政策普遍不满，数以千万计的个体

小农刚刚被组织到集体农庄里，也并不安定。斯

大林原来设想，剥削阶级统统消灭之后，全国就

会团结一致，没有冲突，天下太平的局面就会出

现，实际并不是这样。特别是在党内，在上层领导

集团内，一些元老派对他主张的政治经济路线仍

然意见相左，分歧很大，国内外的阶级斗争确实

严重地存在着。

4,50 年 4. 月苏联通过了新宪法。不到两个

月，4,53 年初联共中央就继续进行大清洗运动。

4,53 年 4 月 .5 日——— 5- 日苏联法庭判处皮达可

夫、拉狄夫等 45 人死刑，5 月 6 日联共中央全会

决定开除布哈林和李可夫出党。（第二年 5 月布

哈林和李可夫被处死）0 月 4. 日苏联军事法庭判

处图哈切夫斯基等 3 名高级军官死刑。随后清洗

运动又推向地方和基层。阶级斗争激烈地展开

了，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据后来公布的资料，在

这次大清洗中被处决的干部和党员达 4- 万人，

被镇压迫害的达数百万人 1 7 2。有学者估计 4,5, 年

在劳改营服役的就有 6-- 万人 1 , 2。

第五，斯大林提出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这

个公式，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是没

有矛盾、没有冲突和斗争的社会结构。斯大林指

出：“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不仅不彼

此敌对，相反地，是相互友爱的。”1 4- 2斯大林又说：

“我们来说知识分子问题，来说工程技术工作者、

文化工作者以及所有职员等等的问题。在过去这

一时期中，我国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

已经不是企图把自己看作超阶级的、而实际上大

多数都是替地主资本家服务的顽固的知识分子

了。我们苏联的知识分子，是同工人阶级和农民血

肉相联的完全新的知识分子。第一、知识分子的成

份改变了。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贵族和资产阶级

出身的人所占的百分数很小。苏联知识分子 7- 8

,-9 都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阶层出身

的。而且，知识分子活动的性质也改变了。从前，他

们一定为富人阶级服务，因为那时没有别的出路。

现在，他们一定为人民服务，因为剥削阶级已经不

存在了。正因为如此，他们现在是苏联社会中享有

平等权利的成员，在这里，他们同工农并肩前进，

建设无阶级的社会主义新社会。”1 44 2在联共 47 大

的总结报告中，斯大林说：“与任何资本主义社会

不同，现在的苏联社会的特点就在于，在苏联社会

中再也没有对抗的敌对阶级了，剥削阶级已经消

灭了，而构成苏联社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

在友爱合作的基础上生活和工作的。资本主义社

会正在被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

不可调和的矛盾分裂着，这就使资本主义社会的

内部状况动荡不定，而摆脱了剥削羁绊的苏联社

会却没有这样的矛盾，没有阶级冲突，呈现出一幅

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友爱合作的图景。”1 4. 2

这种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的社会阶级阶层结

构只是斯大林的主观冀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

想，社会发展的现实并非如此。其一，“对立统一规

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

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

普遍存在的。”1 45 2社会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也就

没有动力，社会怎么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

力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

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4,5, 年 , 月

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

中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在生产过

程中的相互关系，是不受剥削的工作者之间同志

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的关系。这里生产关系同生

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因此，在苏联的社会

主义生产没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没有同

危机相联系的荒谬现象。”1 4/ 2斯大林所说的社会

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没

有矛盾的理论，同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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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是一致的，在哲学上就

是一种否认矛盾，贬低矛盾的形而上学的认识，

是与客观实践相背离的。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严

重后果。后来，毛泽东对此作了批评。他说：“许多

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

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 "$ %

其二，既然苏联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是工人

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之间没有利益冲突，

是在友爱合作的基础上生活和工作的。所有的剥

削阶级都消灭了，阶级斗争也就不复存在了。所

以斯大林宣布，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在国内实

行武力镇压的职能已经消失了。”只是抵御国外

的侵略和防止颠覆活动了。但为什么几乎在新宪

法刚刚通过和公布，就接着开展大清洗运动这样

严重的阶级斗争呢？这在理论上是不能自圆其说

的。所以，斯大林在 "!&’ 年又用了另一种说法：

“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

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

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还断言，

“在所有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都有外国代理人，如

果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境内有所行动，那么他

的另一端却延伸到包围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的

境内去了。”# "( % 斯大林当然是为联共中央进行的

大清洗运动这样的阶级斗争制造理论根据，以自

圆其说，但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社会中，

除了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外，确实还存在

剥削阶级的残余和外国代理人等等的敌对阶级。

其三，斯大林说：“苏联新宪法草案所依据的

是，社会上已经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社会是

由工人和农业这两个互相友爱的阶级组成的；执

政的正是这两个劳动阶级。”# "’ %知识分子“他们一

定为人民服务⋯⋯他们同工农并肩前进。”# ") % 苏

联社会的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是在友爱合

作的基础上生活和工作的，没有矛盾和冲突。但

是纵观苏联 ’* 年历史除了建国初期的外国武装

干涉和二次大战，是苏联人民同国外敌对阶级斗

争，多数时间主要还是国内的阶级斗争，严重的

阶级斗争几乎就没有间断过。当然不是工人、农

民、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那末是谁和谁斗呢？逻

辑的结构只能是：一是在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

分子以外的敌对阶级和敌对阶级斗；二是苏联的

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同敌对阶级斗。上述两种

状况都说明，苏联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

分子阶层以外，另外还有一个或几个阶级、阶层。

其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 "!!"

年解体了，飘扬了 ’* 年的红旗落下了。具有 !+ 多

年的历史、拥有 "!++ 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也解散

了。苏联在解体后，选择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

展模式。这当然不是苏维埃共和国联盟里面的工

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意愿和所为

（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两个阶级一个阶层都是这

场剧变的受损害者），而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

人及其同伙们处心积虑、长期活动的结果。关于苏

联解体，红旗落地的原因，十多年来国际上已经有

了很多的总结，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

的，就是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长期思想僵化，固步

自封，死守一些教条和框框，而不能与时俱进地进

行改革，进行发展，不能适应世界潮流的发展，最

后被历史所抛弃。

应该说，苏联的解体，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社

会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阶级、阶级

斗争历来是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马

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历来重视阶级分析，重视阶

级估量，重视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并依此作为制

定党的行动方针、路线和政策。遗憾的是苏联共产

党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成了社会主义

国家的执政党之后，却在阶级分析、阶级估量等阶

级关系的分析这个基本问题上丧失了智慧，对在

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存在社会矛盾，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之间还有没有矛盾？在实现了生产资料

公有制以后，国内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是由那些

社会群体组成的，是否还存在阶级及阶级关系，在

新形势下，阶级关系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对于这些

基本问题，苏联共产党并没有解决好。上个世纪

&+ 年代，斯大林作了一些回答，实践表明，正如本

文前述的那样，这些回答并不符合实际，没有正确

解决好。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但是，自斯大

林执政以后，苏联党内民主生活又不正常，把这些

不切实际、不全面、不正确的理论和说法，长期捧

为经典，在实践中硬性贯彻套用，这当然对实践是

非常有害的，最终酿成大祸。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

阶级结构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

这个说法，自从 "!&( 年他提出以后，经过他一再

重申，后来成了公式，在政界和理论界是不能讨论

的，从此一直沿用下来。一直到 ,+ 世纪 )+ 年代中

期，才开始有些议论。但是到 "!!" 年苏联瓦解也

没有说清楚，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阶级阶层

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

"!!’ 年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戈连科

娃教授主编，出版了《俄罗斯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

社 会 学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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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一书，把 ,. 年代后期俄罗斯社会结构作了

个剖析，认为当今的俄罗斯社会是由俄罗斯精

英、企业家、农场主、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等社会

集团组成的，而且用大量的调查数据和资料，并

联系以往的文献资料分别对这些社会集团的孕

育、产生、发展和形成，作了比较深刻的描述和分

析。这本书是第一本比较完整地论述，俄罗斯社

会阶级阶层结构的集体著作，内容丰富，立论很

多，其中有一点说得很明白，即：该书用事实说明

了斯大林在 1,20 年提出的苏联阶级结构是工人

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说法，是不符

合实际的。

以上是我们根据苏联和 ,. 年代俄罗斯的一

些文献资料，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是

“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说法作的剖析。目的是为了

弄清问题，澄清思想。正如本文开头讲的，目前学

术界正在展开对于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问题的研讨，有各种不同意见，议论很多。其中之

一是关于 1,30 4 1,56 年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是什么样的，多数同志认为是：“两个阶级一个阶

层”。我自己也是。

作了上述剖析之后，我认为，这个认识是不

对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是两个阶

级一个阶层的说法，是斯大林在 1,20 年那种政

治环境中作的概括，既不符合实际，甚至也不是

他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真实全面的认识（两

个月后，联共就展开了大清洗运动这样严重的阶

级斗争）但为了政治需要，一直讲了下来。当时，

我们在学习苏联这样的大背景下，把这个说法也

引了进来，而且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为了能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级阶层

结构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除了应该对现阶段的社

会结构状况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开展学

术讨论以外，还应该开展对 1,56 年以前中国的社

会阶级阶层结构再研究和再认识的学术研讨，这

一方面是为了正本清源，澄清一些原来的片面认

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更进一步正确认识现阶段

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使我们对这个基本国情

有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这对我们制订正确的发

展战略和经济社会政策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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