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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弊端：权力、文化与机会 
 

古德曼 
 
 

不平等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国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尽管在 1979 年之前的三十年

当中，国家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强调平等。崔永元是中国电视名人（中央电视台第二

套节目的《小崔说事》）、全国政协委员和社会评论家。他在 2011 年年底对中国的不

平等现象的评论在社交网络和博客上经常被引用： 
 

“我记得，小时候书本上说中国用世界 7%的耕地养活了 22%的人口。可是它不

告诉我们，这 22%人口养了世界 60%的公务员；这 22%人口的教育经费只占世界

的 3%；这 22%人口的财富的 97%集中在 1%的人手里；这 22%的人口中的 90%吃着

全世界最毒的食物，缴纳最高的税，干最脏最累的活。”（2012年博客） 

 

这种从根本上反对不平等的立场，由重庆原领导人薄熙来于 2012年 3月全国人大期间

的记者招待会上以有些反常的方式（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他迫在眉睫、但当时

尚未知晓的“灭亡”）——如果说是更加具有中国特色的话——体现出来。除了其他

关于不平等的评论之外，薄熙来明确地强调了近 30 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反映收入平

等状况的指数）随着经济增长而上升，并指出当系数到达 0.4（0是完全平等；1是完

全不平等）时，通常会预期出现社会不稳定。按照薄熙来的说法，中国的基尼系数在

改革之前是 0.2，但现在已经上升到 0.5。（薄熙来 2012年。） 
 

批判不平等现象的当代言论在道德方面的优越性是很明显的，但出自两个重要的原因

而可能值得进一步考虑。第一个原因是最明显的：也就是说，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几乎不需要进一步加以评论，那就是人们对于平等的渴望。然而，这一点也可能受到

质疑，至少应该基于现实和理论的原因而予以考虑。例如，正如人们常常声称的那样，

假如平等会使创新失去激励，那么它可能并非那么符合人们的愿望。第二个原因则是

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说，怎样将不平等现象概念化，尤其是不要局限于对基

尼系数的讨论，甚至不要局限于对财富的讨论。不平等的弊端主要不是因为它的存在，

而是在于它被概念化、并且随之从社会学和政治等方面对其进行管理的方式。 
 

不平等、发展与国家 
 

就不平等和平等而言，两者都是复杂的概念，不容易予以分析。例如，这两个概念可

能从许多方面涉及到物质利益的分配、获得公共物品或公共医疗和私营医疗的机会等

等，所有这些并非都可以采用同一尺度予以衡量并互相比较。此外，关于不平等的弊

端，这个观念在历史上是有些不可思议的，更遑论“平等更为可取”的观念了。大多

数的前工业化社会都是以高度的社会等级划分为基础的。只有到了 20 世纪，随着大众

社会的来临，关于平等的言论才真正成为主流。（Kornhauser，1962 年；Ortega y 

Gasset，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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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关于不平等的问题，自从 20 世纪中叶以来，在全世界的公众言论中有两

个相互冲突的观点占主导地位。第一个观点反对不平等，强调对于物质财富以及获得

公共资源（尤其包括政治资源）的机会的个人平均分配。有趣的是，这种平等观念很

快地接受了性别差异，但在接受不同民族的文化以及不同肤色之间的差异却并非那么

迅速。将不平等现象描绘为极坏的状况，这种观念是非常牢固的。公平（平等对待）

的概念并不局限于儿童，虽然其精确定义可能有待探讨、争论。等级平均主义（Rank 

egalitarianism）迄今很少被实行，但作为一个原则，其影响力是很强大的。 
 

关于不平等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平等至少是同样有缺陷的。这种观点常常将平等看成几

乎等同于“等级平均主义”。有人认为平等会破坏主动性并导致激励作用的丧失，因

为努力工作得不到奖赏，更谈不上风险的回报了。虽然较少有人认为不平等在道德上

是优越的，但它却被认为在伦理上是有充足理由的：根据工作的质量——而不是仅仅

根据投入的数量来确定工作的回报。这种观点承认差异，鼓励提高效率。从本质上而

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政治挂帅的毛泽

东时代（1956 年至 1976 年）确实带来了平等，但那是贫穷的平等。在改革的时代，

国家有责任鼓励个人提高效率。（Harvey，2007 年） 
 

这两种立场当然是极端的，不过确实突出地表明了一种现实的二难困境。过分强调平

等，将其视为对权利自动进行再分配，则会导致差异得不到回报，任何人高于最低基

本水准的努力得不到鼓励。过分强调不平等，将其视为对于差异的回报，则非常可能

会轻而易举地忽略造成差异的社会和个人原因，或者仅将其视为个人权利，而没有顾

及社会后果。那些富裕而健康者的子女仅仅是简单地继承父母，无论他们本人的能力

如何——也许更重要的是，无论那些在教育或背景方面处于弱势的其他人能力如何。

上述明显的观点对立会造成紧张的局面。这就需要国家发挥其作用：既要保障基本权

利，又要鼓励提高效率；在为社会和经济活动提供安全的框架的同时，确保基本的社

会福利。 
 

接受不平等，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不平等，这几乎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为

了发展而采用的主要处方。不过，近年来的研究又重新强调保持平衡。一项广为人知

的研究认为，比较平等的社会是比较健康的社会（Pickett 和 Wilkinson，2011 年）。还

有一些研究提出，尽管有一些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信心，但在比较平等的社会中，

更有可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那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国家。

（UNRISD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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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收入与财富 

不幸的是，决策者甚至学者常常采用的一些误导的观点，阻碍了对于不平等及其后果

的研究。不平等常常是被视为经济问题，而且即使如此，收入与财富两者也常常被混

为一谈。有一种倾向是专注于当时环境，而不是历史背景；而且，同样不是在其空间

环境下来看待不平等，从而将社会心理学的解释同统计分析混为一谈。 
 

过分强调从经济方面来判断不平等，这是进一步进行考察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起点。这

种过分强调的理由并不难确定：从经济方面来判断不平等，可以做到定量化，因而多

少会让人觉得比较客观，并且在制定政策时确实比较容易用公式来检验。这样当然是

相当符合逻辑的。财富——甚至收入——都确实可以有效地作为不平等的标志。同时，

经济上的不平等只能是事情的一个方面，甚至可能是附带的、偶然的现象。 
 

将收入与财富等同起来、混淆起来，这是一种常见的观念；或许同样是因为便于测量

的缘故。人们花了许多努力，从比较的角度讨论基尼系数，似乎基尼系数确实是对财

富比较全面的衡量，而不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收入或消费指数。收入和基尼系数往往被

认为代表了财富（世界银行，2012 年）。这个观点同样并非完全带有误导性，但也并

不全面。 
 

有趣的是，经济不够发达的社会，可能也是比较不平等的社会，这一点至少从基尼系

数可以看出来。与此相反，具有较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经济体（例如美国、英国、

日本），基尼系数可能较低，这意味着在经济方面比较平等（Maddison，2007 年）。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2010 年的基尼系数是 0.47（ Chen Jia, 2012 年），当时的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大约是 4,400 美元（世界银行，2011 年）；这个数字跟那些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较高、其基尼系数所反映出来的不平等与之相似的其他经济体当中的数字并不是

一回事。 
 

这些关注，涉及到经济不平等可能产生的更为广泛的后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

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基尼系数如果达到 0.4，就会威胁社会稳定。这个观点常常被公开

提及（Fang，Yu, 2012 年）。然而，统计数据并不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转化为社会或

政治动力。除了客观上存在不平等之外，个人和团体必须对不平等感到不满，并打算

针对不平等做某些事情，才会随之出现行动。事实上的不平等可能会被当做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而简单地被接受。在理解人们相互比较的环境时，了解人们的参照体系也是

很重要的。一般而言，在不平等现象发生的当时和当地，对不平等的不满也最强烈

（Davies，1962 年）。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而言，全国的统计掩盖了这个国家的

规模以及在全区域和次级区域多样化的格局。 最近的研究确定无疑地表明，挑战社会

稳定的倾向，并不遵循通常对于统计数据的诠释。（Whyte，2010 年） 
 

政治权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上的不平等常常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一个正在经历这样迅速

的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非事物的全部。经济不平等显然并

非不平等的唯一表现形式，更遑论其唯一或主要的决定因素。在政治权力、文化和机

会等方面也有明显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之间、以及与经济上的不平等之间，有时是

彼此重叠的、相互交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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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作者已经着重指出了由于行使国家权力而造成的不平等——该做而不做的罪过和

不该做而做的罪过（郭，2013 年）。国家不平等地分配或管理资源的再分配。事实上，

自从 1949 年以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平等从来都没有成为国家行动的一项原则，尽

管不平等的类型有所变化：从 20 世纪 50 年代工人、农民的优越地位，到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工农兵的特权；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则根据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

论，承认在创造财富、政治领导和民族主义方面更加“先进”的分子的重要性。 
 

对于政治权力造成的不平等进行制度研究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解释所引起

的反应和抵抗更为重要。近几年来，针对政治不平等，出现了许多正式和半正式的政

治抵抗行为，并引起了大众的极大关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2011 年年底和 2012 年

初的广东省乌坎村事件，当地政府夺取土地，引起村民抗议、示威，抗议活动的一名

领导人在受到地方官员的压力之后自杀（Yin，2012 年）。在 2011 年底，对于下列情

况反映出来的政治不平等的解释和改变现状的必要性却没有引起显著的公众关注：地

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有大约一百名独立候选人得不到批准，并且往往是在党组织的反

对下参选的。在许多方面，这比乌坎事件以及类似的乡村抗议行动更加值得注意，尤

其是因为得到支持的党外候选人几乎一定是善于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却没有多少实际

作用的。 
 

与此同时，政治权力不平等的表现，远远超出了国家权力的制度性行使以及被排斥者

的反应。同样重要的是，与之相关的政治权力不平等的规模。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的

新富豪的行为，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出现的新企业家，他们推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惊

人的经济增长速度。考虑这些人的政治行为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他们内部的关系，

或者与党和国家的密切关系。他们被视为各种类型的“红色资本家”、“权贵资本

家”、国家资本家，相关的阐述强调的是他们的经济领导地位和政治关系。（Dickson   

2003 年；Dickson 2008 年；黄，2008 年；Tsai 2007 年；赵 2010 年）  
 

研究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不是设法容纳他们的活动（这至今仍被认为在政治上是“不妥

善”的），而是设法鼓励他们参与政治程序。这种鼓励不仅表现在现有的党员身份，

而且表现在任职于党外的国家机关职位，比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Chen 

Minglu 2011 年）这些新企业家有相当大的比例——也许多达三分之——是从以往的国

家社会主义时代的党和国家体系产生出来的，所以他们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政治

程序有其生涯背景。 
 

另一方面，有相当比例的新企业家是比较独立地开始他们的经济活动的，即使他们以

后会在党和国家体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这种位置，正标志着承认政治权力的不平等

及其后果。即使并非全部，但有许多在党和国家体系之外开始他们的经济活动的新企

业家，以前不愿意与中国共产党或政治程序中的其他部分发生紧密关系，对这种关系

感到不安；现在也仍然是这样。然而，他们最终会意识到需要这样的政治关系，如果

他们随着生意的发展，想要获得土地、劳动力和贷款的话。 特别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

经常听到企业家在非正式场合谈论自己宁可跟政治分开——即使他们已经开始参与政

治。（古德曼 2008 年）中产阶级和大学生常常表示出类似的态度，他们非常清楚政治

权力的不平等以及自己跟中国共产党保持距离给他们的职业前途带来的后果。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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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用来形容另一个人的最不好听的话之一，就是“没有文化”。确实，当人们提

高嗓门或发生冲突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这个词语。“文化”在这种场合经常等同于

“正规教育”，但是其含义更广。传统上，“文化”被定义为中文的读写能力，因而

等同于正规教育，即通过学习中文经典著作来学习阅读和写作；在一定程度上现在仍

然是这样。其次，文化是一个人的行为和言谈，以及学问和知识。 
 

对于文化的这种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在中国的社会随处可见的不平等，是众所皆

知的。从农村来到城市地区寻找工作的外地民工对于他们因为文化程度低而被视为低

人一等感到不满。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所以必须搬到城市，靠出卖劳动力谋生。他们

反对那些利用他们的劳力、但结果却不公平地对待他们的企业家。他们感到被政府遗

弃，因为政府不再维护由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理想。他们认为自己从一出生就因

为农村户口而受到非难，农村户口意味着他们在城市工作时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

福利。（Pun，Lu，2010 年） 
 

为了获得尊严和承认，外地民工争取文化地位的要求特别迫切，就像 19 世纪英国工人

阶级在类似的处境下一样。（汤普森，1966 年）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环境完全不

同，至少因为在 1978 年经济转型之前的三十年，有一个强大的、处于优越地位的工人

阶级，主要在国有部门工作。在改革时代开始以来的三十年期间，以前的工人阶级虽

然没有完全瓦解，但已经基本瓦解了。除了工人阶级的残余之外，随着廉价劳动力从

农村来到城市从事建设、生产线等工作，一类新的工人开始出现。来自农村的外地民

工是否已经形成了阶级意识，从而在讨论时可以将他们当做新的工人阶级，这一点仍

值得商榷。（Chan，萧 2012 年）跟以前完全相同的是，这些新的外来工人显然关心他

们的自我描述，强调他们是工人，而不是强调他们是外地人（因为这暗示着来自农

村），并在这个过程中力图参与能够提高他们地位的文化活动。（Qiu，王 2012 年） 
 

在对待不平等的文化以及文化的不平等时所见到的对于语言和自我发展的关注，并不

局限于特定的社区。中国中产阶层的概念恰好是在这一背景下传播开的。（郭，2008

年）从统计的角度而言，中国的中产阶层（2012 年）按其消费能力在人口中仍然只占

大约 6％，但从中产阶级的志向和所渴望的生活方式而言，其思想扩散的范围在人口

当中的比例要大得多。（Silverstein 等，2012 年）住宅建设灵活地面向城市人口的不

同部分——年轻的已婚者、有青少年子女的年龄较大的夫妇、退休人士等等，在教育

服务、文化活动——以及更重要的是在自我改善等方面，与其说满足目前的需求，不

如说是对今后的承诺。（Zhang Li 2010 年）购物中心则比较间接地提供了类似"素质"

的暗示以及对不平等的管理的概念。 

 

机会不平等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机会平等的理念是政治和经济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使在最

近这个理念有时变成了由使用者付款的机会平等。上文关于文化不平等的议论表明，

机会平等的理念在中国没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表达，更遑论得到广泛理解了。人们占主

导地位的印象当然是：存在着制度化的、被人们接受的机会不平等。事实上，在很大

程度上，社会平等这个理念本身就受到了中国过去三十年来的经验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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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只是社会不平等，而且有许多变量都是高度两极分化的。获得公共物品的途径

和社会流动性的不平等，造成了一系列的拥有者和不拥有者之间的制度化差异：不单

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异（Solinger，2012 年），而且有中国各地不同区域之间的差

异，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差异（Cartier ，2013 年）；那些在改革时代开始时已经在单位

工作、生活的人，以及那些受益于经济和社会活动重组的人，跟那些不属于这些情况

的人之间的差异（Tomba，汤，2008 年）。另外，还有对于财产所有权的明确性别区

分。（Sargeson，2010 年） 
 

机会不平等在许多方面而言是最重要的不平等。它不仅影响大部分人的生活，而且突

出地显示了对政权的威胁，而对于经济不平等或对于基尼系数分析的统计并不会造成

这样的威胁。制度化的机会不平等有可能会导致不满和政治行为，因为出现机会不平

等的平台是即时的、本地的。下岗的国营企业职工习惯于跟改革和机构调整的受益人

密切共处；但当社会的相互作用可能发生必然的变化时，就非常可能出现社会紧张局

面。 
 

制度化的机会不平等的出现也非常重要，因为它突出了各级政府采取行动的必要性。

党和国家显然已经造成了它们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但行使国家权力对于解决这些问

题也是关键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过程从 2005 年开始；随后，越来越多的国家预算

被专门用于通过面向弱势群体的各种计划，提供更公平的公共物品分配——例如：住

房、就业、保健、教育和社会福利。（Duckett 和 Carillo，2011 年）同时，中国所面临

的问题并不只是分配不均或经济不平等。更大的问题是政治和经济文化方面的问题。

对于党和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心的考验是相当明显的。与其用贴补丁的办法解决各

种具体问题，不如更彻底地解决不平等问题，这就需要建立战略政策和实施计划，以

便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于分配和机会等问题的思维方式和相互作用。 
 
 
 

古德曼（David SG Goodman）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教育部海外名师，悉尼大学中

国政治学教授，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学术主任 。他的研究关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变

革，其最新著作包括《中国的阶级与社会阶层》（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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