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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也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这是党中央总结了建国几十年来的

实践经验，提出的战略目标。现在应该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

我们整个社会发展。我认为，构建和谐社会这个目标应该比

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更为宏伟、更为全面。近期，在党中央提

出这个目标以后，全国也进行了宣传、讲解。我认为，这一年

来之所以很快形成了共识，就因为这是一种社会的需要。现

在的问题是要付诸实践，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十一五规划里面

讲到了这些方面。但是，我这里有一个问题要提出来，就是要

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有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

胡锦涛总书记在 !""# 年 ! 月 !$ 日政治局第 !" 次集体

学习会上，也专门讲了要对社会结构进行科学研究。社会结

构的确需要调查研究，如阶层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就

业结构、组织结构等六个方面。当然从社会结构原理方面来

说，还包括更多的方面。我认为，构建合理的社会结构，是构

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一、总的社会结构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

改革开放 !% 年以来，经济学家对经济的发展、经济的进

步、经济结构的调整等已讲了很多了，可谓是汗牛充栋。但

是，我认为，我们的社会结构变迁、变化的意义同样也是很重

要的，我们在这方面显然总结得不够，我想提一个题目，就是

这 !" 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真正发生了什么变化？大

家都知道，中国社会两千多年以来，形成了农业社会的社会

结构，可以说一直到 $&’" 年都没什么变化，不管它如何兴

盛、王朝如何更替，基本上就是这个结构。今天我们讲 $(’(
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直到 $(’( 年的时候，依然是农

民占 &()’*的比例，说明了我们的 这 样 一 个 社 会 是 农 业 社

会。到 $(#+ 年，我们正式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但这之后我

们又经历了许多挫折。如我们的模式不对、计划经济等等。直

到 $(%& 年，我们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的呢？就城乡比例来说，

农村人口占 &!)$*，农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 %")#*；那时

我们的工农业总产值中非农产业已经达到了 %!*，农业产业

只有 !&*。所以，还可以说是一个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这种

社会结构真正发生变化的是这 !" 多年来。

下面我只讲三个结构：

第一个结构变化，就是就业结构的变化。$(%& 年，我们

有 #,(## 万的总就业人口，’"$#+ 万为第一产业人口，占了

%")#*，所以还是一个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到 !""’ 年，这

!, 年中就业人 口 增 长 到 %)#! 亿 ， 非 农 业 就 业 人 口 +)(( 亿

多，占 #+)$*，农业就业人口已达到 ’,)(*。所以，可以说是一

个工业社会的结构了。与 $(%& 年的就业人口相比，这 !, 年

增加了 !)&$ 亿，平均每年非农就业人口增加 $"&,), 万，这个

数字也包括农民工。在中国的国情下，这个数字是非常了不

起的。

第二是城乡结构。城乡结构又有这几点：就是我刚才讲

了 ，$(#! 年 的 时 候 ， 我 们 还 是 一 个 农 业 国 家 ， 城 市 化 是

$!)&*，到 $(#& 年 达 $%)!*，一 五 的 城 市 化 是 按 照 工 业 化 进

程进展的，所以这个 # 年增加了 # 个百分点。到 $(%& 年，我

们的城市化是 $%)(*，这 !" 年只增长了 ")% 个百分点，可是

人口却从 ,)# 亿发展到 (), 亿，增加了三亿，城市化没什么变

化，所以形成中国特有的特点，一边在进行工业化，一边是农

业人口大量增加，增加了 + 亿。然而，到了 !""’ 年，这个农业

人口就变了，从 ( 亿下降到 %)(% 亿。所以，到了 !""’ 年，我

们的城市化有了实质性的变化。这 !, 年中增加的百分点，当

然有快有慢，平均每年增长 ")( 个百分点。所以说这个 !, 年

是正常的，特别是后来几年。$(%& 年，城市人口是 $%!’# 万，

!""’ 年达到 #’!&+ 万。所以，这个 !, 年城市人口包括增加

的 +%"+& 万，平均每年增加 $’!’ 万，当然这里面包括我们的

农民工。所以，我们的城市化已经达到了 ’$)#*。

在 !" 世纪 #" 年代的政治经济学里，所谓工业化国家，

就是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按这个

计算的话，$(#, 年我们就已经是工业化国家了。但实际远远

不行，远远不够。当然我们现在讲，第一，你的 -./ 里面非

农产业当然要超过 #"*，这个在 !""’ 年我们已经到 &#*了；

第二，你的就业人口里面，非农就业人口要超过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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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城镇人口要超过 !"#。可见，我们现在就是城镇人口这

一块太差了，达不到这个数字，也可以说是我们实现工业化

国家的困难处。

第三点就是我们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

家都知道，刚才提到 $%!& 年的时候我们有个统计，工商业者

接近 ’" 万，那个时候就这么多。那么，现在是什么概念呢？

&""$ 年我们调查的时候就有 ($" 万，最近又有统计资料表

明 ：&""! 年 ’ 月 底 全 国 工 商 业 统 计 有 接 近 )"" 万 户———私

营企业。当然，私营企业的投资人是不止一个的，有两个、三

个的私营企业主，加起来一共是 $"*" 万，从不到 ’" 万发展

到现在的一千多万，这是我们的经济状况。接近全国总人口

的 $+!#。在这些私营企业中二三产业的工人，我们都统称为

工人阶级。但我们是把他们分别叫作产业工人阶层与第三产

业工人阶层。这个结构，$%!& 年只有 *$%* 万，占总劳动人口

的 %+!#；到 &""$ 年，二 、三 产 业 就 业 的 工 人 阶 层 一 共 是 &+$
亿，占了 &,+(#，在总劳动人口中已经接近三分之一。所以，

总的说，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像我刚才

所讲的，对于这个社会变化，我们的社会学家，社会学界对它

的研究太少了。我认为这个变迁是我们中国的根本性变迁。

从上面所讲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真正的变化是发生在

这 &’ 年。

二、现在这个社会结构存在的问题

现在这个社会结构也存在着三个问题。第一是社会的就

业结构。现在这个社会的就业结构是和产业结构同步的，是

基本相同的。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由于户口等因素的参

与，所以我们的总的 -./ 里的产业结构存在着明显的结构

差。我们的 -./ 里，&"") 年，第一产业产值占 $!+$#，第二产

业产值占 !&+%#，第三产业产值占 *&#。但是就业呢，第一产

业占 )’+%#，第二产业占 &&+!#，第三产业占 *"+’#。第一产

业 -./ 比与就业人口的比差是 *$+, 个百分点，存在这么大

的结构差，因而就形成了“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根本

原因就是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就是这个就业结构，所以

)(#的劳动力、("#的农业人口占有 $!#的 -./，怎么会不

穷？这个结构差就摆在这里。所以，我想，根本的原因就是结

构性的问题，当然还有政策、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但是结构性

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

就业方面的 第 二 个 问 题 就 是 !*+$#的 二 三 产 业 的 就 业

劳动力里面有 ’"#以上、有些行业甚至达到 ,"#的劳动力是

农民工，如建筑业。现在的城乡二元结构转移到城市里面来

了，转移到工业中来了。我若干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提出过

“一国两策”，对农民、农村是一种政策，对城市、对我们是一

种政策。我们的“一国两制”是好的，但是我们的“二元结

构”、“一国两策”显然使 ,"#、%"#的社会问题从这里产生。

有了农民工，在一个工厂，工人是两个，工人阶级是两个，不

管是我们的大学也好，我们的社科院也好，还是农业部也好，

都是“一校两制”、“一单两制”、“一部两制”。甚至医院，也

是这种情况。问题存在的原因都在这里面。

第二个是城乡结构方面的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工业社

会，社会上都讲，经济社会不协调，其中最主要的是我们工业

化已经达到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但是我们的社会结构、我

们的城市化率只有 )$+,#，而这 )$+,#也是有水分的。那么，

这样一个社会结构，城市化严重地落后于工业化，比世界的

平均数，比好多发展中国家都低。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的城

乡差距，大家都讲了很多 $0* 或 $0!，这是世界上少有的，我

想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还有我们没看到的，城市居民与农

村居民，他们在社会资源的占有方面是很不公平的，但又是

密不可分的。所以，现在讲农村社会方面的发展落后，后果远

远比 $0* 要严重，农村的医疗、教育，农村孩子进不了大学，

我们现在的学生，已经进来了，在这套体制下，你们的弟弟妹

妹，比你们后来的，要进这里就难了，越来越难了。这是城乡

结构方面的问题。

另外是阶层结构，在我的书里面是分为 $" 个阶层。在这

$" 个阶层里面，就我们的社会来讲是多元化了，现代社会该

有的成分我们都已经有了。但是总的来说，现在是该大的没

有大起来，该小的没有小下去。简单的一句话，现在这个社会

流动越来越受到组织、现代结构的限制。我们说的这个社会

流动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年、&" 世纪 ," 年代就开始了。

就拿农民的户口来说，他占 ("#，就业劳动力占 )*#。该小的

就是没有小下去，就是农业劳动力“太多”。那么该大的呢？

城市的其他阶层没有大起来，特别是我们应该培养的中间阶

层，这个中间阶层，现在就我们估计，$%%( 年大概只有 &"#，

远远没有达到使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的需要。

三、社会结构问题解决的困难

这个我只能提一下。也就是说，现在恐怕有点难，要触及

社会体制改革政策。社会体制之所以搞成这样，是因为社会

方面的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方面的改革，经济社会之所以不

协调，就是该出台的一些社会政策没有出台，所以导致现在

的经济社会不协调，城乡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从体制方面看，

有人认为是政府行为，我认为只讲政府行为远远不够，政府

行为远远不及体制性问题。譬如现在你不解决人口制度、不

解决现在的城乡关系肯定是不行的；不解决现在的土地制

度，农民问题是肯定解决不了的，农民穷的问题也肯定是解

决不了的；不解决现在城乡不合理的结构，不解决城乡不合

理的国民分配结构，不解决现在城乡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体

制，问题就解决不了。这是体制性的问题，不只是机制性的问

题。机制远远不如体制，是由体制决定的。

所以我想，我们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构建一

个和谐的、合理的社会结构。这个就是我们社会学家的任务，

当然我们的题目是建构合理的农村社会结构，就是必须执行

十六大的这个“城乡统筹”，单在农村搞和谐肯定实现不了。

所以农村的问题在农业、农村外，农村的问题在城市里面，而

现在领导农村的城市作得不太公平，我们就是要解决这个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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