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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伴随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阶层结

构也发生了划时代意义的转型。社会结构从以农民阶层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农民阶

层、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等多元共存的社会。消费的升级过程表现着社会阶层结构

的优化过程。对于不同的阶层而言，消费升级即是一个复杂的、梯度跟进的、对美

好生活的主观需求存在异质化追求特征的生活改善过程。要释放出阶层结构变化所

带来的消费需求红利，就需要针对不同的阶层需求设计激励政策，并以底线公平法

则塑造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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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未来在中高端消费中要培育新的增长点，要 “完善促进消费的

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① 消费社会学的研究业已发现，阶层的形成与

阶层的分化、以及阶层结构的变迁等，对消费的升级、消费的中高端市场的培育、消费领域新

增长点的开发，具有极其重要的引导意义。

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伴随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划时代

意义的转型。应该说，在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在劳动力人口从定居

就业转变为迁居就业、在家户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规模从大家庭转变为小家庭或单人家庭、在聚落方

式从乡村转变为城镇、在大众传媒从人际与传统媒体转变为互联网等新媒体的过程中，社会结

构也从以农民阶层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等多元共存的社会。

与之同时发生的另外一个引人瞩目的变化是：中国也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并进而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借助于市场的调节、中国不仅满足了国内的消费需求，

而且也以丰富的人口红利支撑起 “中国制造”，为世界各国供给了琳琅满目的出口商品。中国的

内部市场也发生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重大转型。中国社会的消费结构，更是从自给与半

自给的社会转变为以商品为主的社会，从供给不足与商品短缺的社会转变为供给充足与商品多

样化的社会。人们的消费习惯，也从模仿型排浪式过渡到个性化与定制化。中国社会已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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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仍在继续发生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本质上反映的是渐进的、梯度升级的、各个阶层都在

日益改进的生活方式革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在不同阶层体现着转型社会的、阶段性

变化的、既存在共性追求又相互区别的结构性与排优序特征。

消费品的流动与分配方式也从再分配模式转变为市场流通模式。在计划经济时期发生的单

位内部分配、票据分配与身份等级分配等，也逐渐转变为消费品在商品化、市场化过程中的货

币化分配。毋庸置疑，收入的多寡、购买力的强弱、消费的短时段与长时段安排、消费与储蓄

的预期心理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消费品的市场转型与消费者对商品与服务的自我分级。不

同阶层的收入不同、审美品位不同、消费与劳动过程的价值追求不同，由收入所决定的各个阶

层的消费结构也会不同。

正因为如此，消费的升级过程表现着社会阶层结构的优化过程。要分析消费结构的转型或

消费的升级过程，就必须首先分析阶层结构的变迁过程。

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职业分化的进行，中国的阶层结构，开始从改革开

放之前的 “两阶级一阶层”结构 （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逐步转变为多阶层结

构。不同的社会学家，根据不同的标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将中国的社会结构划分为不同

的阶层结构，因此才有 “十大阶层说”、“六个阶层说”、“五个阶层说”等。虽然每个学者划分

阶层的理论依据及可资利用的数据不同，但在划分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农民阶层的

缩小、工人阶层的壮大与中产阶层的崛起这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基本可以代表中国社会变迁

的总体趋势。

在２０００年之前，因为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学界没有收集到可以划分阶层的、具有全国性

代表意义的量化数据。自２００１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较早地收集了这方面的资料。根据连续

五轮的全国性ＣＳ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问卷调查数据，我们得到的基本结论是：

第一，农民阶层的人数长期处于下降的态势。在２１世纪之前的各个统计年度，农民阶层的

人数占比曾经居高不下。但在改革开放加快了城镇化速度之后，农民阶层主要以向农民工转化

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阶层位置。千百年来，中国都是一个以农民阶层为主的国家。农民阶层

与土地的结合形塑了定居社会的基本形貌，熟人社会与村落内部的亲缘化家族关系，以及自给

自足的生产方式，形塑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消费结构。１９７８年，中国７０．５％的劳动力人口在第一

产业就业，绝大多数属于农民阶层。１９９０年这一比例降低到６０．１％，２０００年降低到５０％，２０１０
年降低到３６．７％，２０１６年降低到２７．７％。① 因为２０１７年全年的农民工数量又有所上升，所以，

农民阶层的人数还会下降。在这里，如果只以６０岁以下的劳动参与人口划分阶层，则农民阶层

的人数会下降到２５％以下。

第二，工人阶层所占比重在达到峰值后也开始下降。工人阶层的主要来源，其一是工人阶

层自身的代际生产与再生产 （这个群体所占比重处于下降态势），其二是农民阶层向工人阶层的

代内流动 （这个群体所占比重仍然处于上涨态势）。改革开放之初，农民阶层在比较收益的诱致

下，通过草根性流动，在 农 闲 时 间 就 近 流 动 到 城 镇 打 工 或 搞 副 业，将 自 己 短 期 转 变 为 农 民 工。

但伴随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农民工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城市或城镇的长期就业人员。到 “八

·９３·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的阶层结构变迁与消费升级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７》表４－３，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９９页。



零后”成为农民工主体之后，农民工就转化为 “农业户口”的城镇就业人员的标准概念。因为

这个被称为新生代的农民工群体，从其离开学校的那一天起，就很少从事农业生产、或者根本

就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他们是名符其实的产业工人阶层。这个阶层的壮大与中国成为制造业

大国的履历同步发展。在２００８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因为出口增长率的萎缩，工人阶层在劳动

力人口中所占比重也开始降低。根据我们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２０１０年在所有劳动参与人口中

其占比在３６％左右，目前下降到３３％左右。农民阶层的工人阶层化，不仅将中国从定居社会转

型为迁居社会，而且改变了自给自足的社会基础，使绝大多数人口进入到商品化生活阶段。最

初，农民工是自带口粮进城打工。在粮票制废除之后，农民工在城市与城镇的消费，就完全商

品化了。如果以常住人口计，则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已经被城镇化为产业工人与服务业工人了。

第三，雇主阶层是改 革 开 放 以 来 新 生 的 社 会 阶 层。如 果 我 们 将 雇 佣 人 数 等 于 或 超 过３人、

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定义为雇主阶层的话，那么，在２０００年之前，这个阶层占劳动参

与人口的比重不足３％，在２０１０年达到４％左右，目前大约在５％。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收入较

高，既有工资性收入，也有财产性收入。在西方各国，雇主阶层所占比重一般不超过３％，但在

中国的目前阶段，由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支持，其所占比重才高于欧美各国。

第四，老中产阶层所占比重缓慢上升。这个阶层也是改革开放之后新生的社会阶层。有些

社会学家将这个阶层翻译为 “旧中产阶层”，其实含义都是英文的ｏｌ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主要指那些

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以自雇的方式完成劳动经营过程的人员。虽然这些人有时也发生雇佣行

为，但雇员主要以家庭成员为对象，雇佣人数也在２人以下。总体来说，这个阶层的文化程度

不高，生产资料规 模 较 小、经 营 中 的 盈 利 较 低。在２０００年 之 前，其 大 约 占 劳 动 参 与 人 口 的

１０％，最近上升到１５％左右。其中的一部分属于农民工返乡创业人员，一部分属于城市文化程

度较低、年龄较大的小商人，还有一部分属于城市拆迁改造中分得了 “底商”的周边农村失地

农民。市场经济的存在，给老中产阶层的生存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活动空间和社会活动空间。这

部分人的生活方式与消费结构，也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市民阶层有很大不同。

第五，新中产阶层迅速崛起。不管是中 国 国 内 的 学 人，还 是 西 方 各 国 的 专 家，都 把 中 国 新

中产阶层的崛起确定为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这个阶层之所以叫做新中产阶层，是其与老中产

阶层相比而显示出的 “无资产”特征。即使其投资了所谓的 “产业”或入股于某些产业，但其

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劳动过程与自己投资或入股的产业没有关系。而且，这个阶层还普遍接受过

大学教育，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占据人力资本优势，比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的平均收入高出很

多。在２０００年之前，其占劳动参与人口的比重不到７％，但伴随大学的扩招、伴随企业的升级

换代、也伴随第三产业的扩张，新中产阶层的人数与比重迅速提高，２０１０年达到１３％左右，目

前达到１９％左右。伴随整个中国后工业化态势的显化，这个阶层的人数占比还会更为迅速地增

长。他们既是改革开放之后新生的阶层，也是新生的新消费拉动的主力。媒体报道的出境游与

出境品牌消费，主要发生在这个阶层身上。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已与原来截然不同。中国不仅已由农民阶

层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以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等多元并存的社会，而且在转变中强化

了中产阶层的崛起趋势。在以职业为标准并结合生产资料占有的多少而划分的阶层结构中，农

民阶层占劳动参与人口的比重已降低到２８％左右 （如果只以６０岁以下的劳动参与人口分析，则

农民阶层所占比重会下降到２５％以下）。伴随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的进行，也伴随老年农民参

与生产可能性的降低，这个阶层的人数还会继续缩小。工人阶层在工业化初期的扩张中壮大了

自己的队伍，但在工业化基本完成过程中，已伴随生产自动化水平的升级而趋于缩小，在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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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特征越来越强的发展路径中，这个阶层所占比重还会继续降低。从新加坡、中国港澳台地

区的发展经验看，老中产阶层在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不再具有扩张的动力。从西方各国的

发展历史也可以发现，雇主阶层的占比也不会超过５％。在美国当前的劳动参与人口中，雇主阶

层不仅在劳动力人口中所占比重较低，而且这个阶层的绝大多数是小雇主———比如说，在美国

的整个雇主阶层中，有５４％左右雇主的雇员人数在４人以下，９５％的雇主的雇员人数在５０人以

下。① 所以，中国未来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在于新中产阶层的高歌猛进。

二、社会发展、阶层结构与消费升级

一般而言，伴随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家庭总消费中、或者在单个人组成的以住户为计

量单位的总消费中食品消费的比重会趋于降低。反之，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收入越低，则其用

于食品消费的支出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会趋于上升。这个现象叫做恩格尔定律。我们曾经以

恩格尔系数为标准，讨论过启动消费的社会政策因素。②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估计，个人或家

庭的恩格尔系数，在１９％及以下为最富裕，在２０％—２９％之间为富裕水平，在３０％—３９％之间

为相对富裕水平，在４０％—４９％之间为小康水平，在５０％—５９％之间为温饱水平，在６０％以上

为贫困水平。

以此衡量中国的消费升级过程就会发现：

１９７８年，城镇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是５７．５％和６７．７％。因为农村人口远远大于城镇人

口，所以，经过加权平均得到的全国的恩格尔系数大于６０％。从总体上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初，

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并不高。

１９９０年，城镇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是５４．２％和５８．８％，基本达到了温饱水平。

２０００年，城镇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是３９．４％和４９．１％，基本达到了小康水平。

２０１０年，城镇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是３５．７％和４１．１％，城镇达到了相对富裕水平，农

村接近小康水平的上限。

表１给出了最近几年全国层面的恩格尔系数。２０１３年恩格尔系数降低到３１．２％，２０１４年降

低到３１％，２０１５年降低到３０．６％，２０１６年降低到３０．１％。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给出的消费区

间，中国当前的消费水平已经从总体上达到了相对富裕水平。

这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 消 费，首 先 从 贫 困 水 平 升 级 到 温 饱 水 平，然 后 从 温

饱水平升级到小康水平，目前正在向相对富裕水平升级。这个升级过程带来的重大变迁是：中

国正在从以食品为主而发生消费行为的阶段过渡到以食品之外的其他消费为主而形成新消费结

构的阶段。从表１可以 看 出，从２０１３年 到２０１６年，发 生 在 居 住 类 的 消 费 占 比 都 在２２％左 右，

发生在交通通信类的消费也长期在１３％左右，发生在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更达到了１１％
左右。即使是在食 品 消 费 中，中 国 人 也 从 以 粮 食 为 主 的 消 费 阶 段 过 渡 到 以 蔬 菜、蛋、奶、肉、

果品等为主而形成新消费趋势的阶段。比如说，从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６年，中国人的人均粮食消费量

从１４８．７公斤降低到１３２．８公 斤，但 与 此 同 时，干 鲜 瓜 果 类 的 消 费 量，则 从４０．７公 斤 增 长 到

４８．３公斤，蛋类消费量 从８．２公 斤 增 长 到９．７公 斤，肉 类 消 费 量 从２５．６公 斤 增 长 到２６．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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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 来 源 于 美 国 劳 工 统 计 局 网 站，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ｌｓ．ｇｏｖ／ｂｄｍ／ｓｉｚｅｃｌａｓｓｑａｎｄａ．ｈｔｍ，２０１８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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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① 与此同时，自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６年，中国每百户家庭家用汽车的拥有量，从１６．９辆提升到

２７．７辆；每百户家庭 的 电 动 助 力 车，从３９．５辆 增 长 到５３．２辆；每 百 户 家 庭 的 移 动 电 话，从

２０３．２部增长到２３５．４部，每百户家庭的计算机，从４８．９台增长到５７．５台。②

表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居民家庭在消费分项中的占比 （％）

列项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食品 （恩格尔系数） ３１．２１　 ３１．０１　 ３０．６４　 ３０．１０

衣着 ７．７７　 ７．５９　 ７．４１　 ７．０３

居住 ２２．６８　 ２２．０９　 ２１．７６　 ２１．９０

生活用品 ６．１０　 ６．１４　 ６．０６　 ６．１０

交通通信 １２．３１　 １２．９０　 １３．２８　 １３．６６

教育文化娱乐 １０．５７　 １０．６０　 １０．９７　 １１．１９

医疗保健 ６．９０　 ７．２１　 ７．４１　 ７．６４

其他用品及服务 ２．４６　 ２．４７　 ２．４８　 ２．３７

总消费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７》表６－１，第１６２页。

所以，中国的消费升级，一方面体现为食品消费在总消费中占比下降的过程，另外一方面

也体现为食品消费中粮食消费占比逐步下降的过程。实践证明，只有消费者在居住、交通通信、

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方面消费占比增加，才可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正因为如此，消费的升级过程，才既是消费中粮食消费占比逐渐下降的过程，也是消费者

从以消费生活必需品为主转型到消费耐用消费品和消费服务为主的过程。

但在看到普遍意义的消费升级的同时，还需要注意到：在收入差距相对较大的社会，平均

计算的恩格尔系数会由于富裕阶层的存在而被大大拉低。当然，由于一定时期食品与其他商品

物价变化的比率会存在差异，所以，有些商品价格的系统性上升 （比如房价），会压缩消费者对

食品消费的开支，或者夸大恩格尔系数下降带来的消费改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还需要通过

对不同阶层恩格尔系数的估计来检视不同阶层的消费升级过程。

表２　各个阶层在不同消费分项中的占比 （％）

　 食品 （恩格尔系数） 衣着鞋帽 居住购房按揭 医疗保健 教育文化 人情往来 其他

雇主阶层 ２１．１４　 ７．６１　 ２０．１４　 ４．４３　 ６．０６　 ７．０９　 ３３．５３

新中产阶层 ２４．５０　 ８．１８　 ２３．２４　 ７．６９　 ６．７２　 ８．１８　 ２１．４９

老中产阶层 ２６．５１　 ６．０２　 １５．５９　 ９．５７　 ７．９８　 ８．３２　 ２６．０１

工人阶层 ３０．９６　 ７．８３　 １４．９８　 １０．７４　 ７．６　 ９．３５　 １８．５４

农民阶层 ３３．６６　 ５．８３　 ８．６２　 １９．００　 ９．０２　 １３．３　 １０．５７

总计 ２６．５４　 ７．１６　 １６．８　 １０．６７　 ７．５３　 ９．３９　 ２１．９１

　　　数据来源：２０１５年ＣＳＳ问卷调查。需 要 说 明 的 是，尽 管 进 行 了 加 权 处 理，但２０１５年 问 卷 调 查 得 到 的 恩

格尔系数还是低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从表２可以看出，雇主阶层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低到２１．１４％，已经接近 “最富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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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新中产阶层和 老 中 产 阶 层 的 恩 格 尔 系 数 也 分 别 降 低 到２４．５０％和２６．５１％，属 于 典 型 的

“富裕”生活水平，工人阶层的恩格尔系数在３０．９６％，还需要继续降低。农民阶层的恩格尔系

数为３３．６６％，是所有阶层中最高的。

另外，仔细考察表２的分项内容还会发现，各个阶层的消费结构也很不一致。对于居住在

城市的雇主阶层和新中产阶层来说，在每年的消费支出中，除食品外，另外一个最主要的构成

部分是居住类消费 （其中包括住房按揭、房租、物业费等）。在雇主阶层中，这部分消费占比达

到２０．１４％ （接近食品 消 费 占 比 的２１．１４％）。在 新 中 产 阶 层 中，这 部 分 消 费 占 比 达 到２３．２４％
（也接近食品占比的２４．５０％）。即使在老中 产 阶 层 和 工 人 阶 层 中，居 住 类 消 费 占 比 也 分 别 达 到

１５．５９％和１４．９８％，其占比额仅次于食品占比额。

在农民阶层那里，居住类消费占比仅为８．６２％。当然，绝大多数农民阶层居住在乡村社会，

住房属于宅基地上的自建房，除电费和水费之外，没有物业费、住房按揭等开支，这自然会降

低居住类消费支出的绝对值和相对值。在城镇化大背景下，农民阶层在居住地所在的中心城镇

或县城等购房的比例可能还不是很大。这就是说，过去一段时间的城镇化还没有为农民阶层的

住房城镇化创造出机会。正因为如此，最近几轮的土地增值与商品房增值，主要给居住在城镇

的各个阶层 （主要是雇主阶层和新中产阶层）带来了财富增值的机会 （与此同时也蕴含一定风

险）。这会加大城乡之间的财富占有差距，造成实质的消费不平等。对于城镇人口来说，其不仅

扩大了住房的消费面积、改善了住房的舒适程度，而且也在消费的同时，坐等房产升值，通过

住房买卖赚取到了更多的财富。这种 “马太效应”，会使富者更富，贫者更贫，不符合底线公平

的基本原则。另外，城 镇 与 城 市 也 集 中 了 更 为 优 越 的 基 本 公 共 服 务，所 以，居 住 区 位 的 差 异，

还在事实上形成了公共服务消费中的城乡差距，造成了更为严重的不平等。

正因为如此，农民阶层除食品消费外的第二大类的开支是 “医疗”费用，这个部分的占比

甚至达到了１９％。尽管医疗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尽管乡镇医院更新了硬件设备，也配备

了医学院的毕业生，但毋庸讳言：乡镇医院收治病人的比重却降低了。正如学校的城镇化抽离

了乡村的小学、抽离了乡镇的初中和高中一样，医疗的城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抽离了乡村的诊

所资源、抽离了乡镇的优质医务人员。农民得了稍微严重一点的疾病，都会在 “转院治疗”过

程中进县城或省 会 城 市 治 病。这 样，住 院 治 疗 就 需 要 家 人 护 理。医 疗 费 用 中 的 部 分 可 以 报 销，

但城市里的路费、住宿费、吃喝等费用，却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城里人医疗保健费用占比的

上升，可能主要不是花费在 “医疗”方 面，而 是 升 级 消 费 在 “保 健”方 面，但 农 民 阶 层 的 医 疗

费用的居高不下，主要在于 “医疗”占比较大。这会抑制农民阶层在其他消费方面的升级速度。

农民阶层在教育方 面 和 人 情 往 来 方 面 的 消 费 占 比 也 比 较 大。伴 随 教 育 资 源 的 集 中 与 进 城，

农民阶层的子女也不断进城读书。虽然 “学费”少了，但住宿费和陪读费却增加了。有些人还

不得不在城市买房或租房以供子女读书。为让子女有更多的时间读书，或者为监管子女更用心

读书，很多县城催生了陪读妈妈或陪读奶奶这个职业。现在，在山区或偏远地区的乡村小学读

书的学生，基本都 是 贫 困 户 的 子 女。坚 守 在 乡 村 小 学 的 老 师，也 是 很 难 进 城 的、学 历 不 高 的、

教学能力还需要提高的老师。在这种情况下，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问题，还影响到了贫困的

生产和再生产问题。表面看起来是消费结构的变化，实质反映的是阶层再生产与阶层继承问题。

人情往来的费用，或者 “份子钱”、“随礼”等红白喜事费用，也是乡村社会一笔必不可少的开

支，这不是简单的 “移风易俗”宣传政策所能改变的。为联系城镇化过程中日益脆弱的乡土关

系与人际交往纽带，农民阶层不得不开支此项费用。原来的红白喜事，在乡村社会举办，可能

只需帮工即可 “搭上人情”，但在市场化与进城办喜事的环境影响下，一切都 “专业化”和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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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化”了。这要求农民只能增加货币 支 出。所 以，农 民 阶 层 在 医 疗、教 育、人 情 往 来 等 方 面 消

费占比的居高不 下 （高 于 其 他 阶 层），不 仅 表 征 着 虚 假 的 消 费 升 级，而 且 挤 压 了 食 品 升 级 的 空

间，使恩格尔系数的降低失去了原初的理论意义。

三、各阶层的消费升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对于不同的阶层而言，消费升级即是一个复杂的、梯度跟进的、

对美好生活的主观需求存在异质化追求特征的生活改善过程。

因此，整个社会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会首先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心理预期性需求，其次才在

收入的提升过程中转化为现实性需求。有了现实性需求，但消费品市场难以满足这种现实性需

求，在封闭性市场下就会形成卖方市场，即在消费品供给不足情况下形成的价格、流通过程和

需求满足程度由卖方决定的市场。如果市场的封闭性被开放性所打破，则会将卖方市场转化为

“出国游”或 “外部代购”，从而形成外部消费。为刺激内需，为将阶层优化所产生的消费升级

动力转化为拉动内部市场经济增长的动力，我们只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富有针对性地满足

差异化的市场需求。

在整个社会的消费趋势逐步转化的同时，还需要关注到不同阶层现实需求升级的过程性特

征，即有些阶层的升级过程与消费结构的变化较快，有些阶层的升级过程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较

慢。无疑，发展的滞后性会限制消费结构的升级速度，发展的超越性会加快消费结构的升级速

度。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最现实问题是：通过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弥合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

裂隙，释放出阶层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消费需求红利。

要释放消费需求的红利，就需要针对不同的阶层需求设计激励政策，并以底线公平法则塑造消

费环境。对于雇主阶层来说，其收入较高、仍然会持续不断地降低食品类消费的比重，不仅在财产

扩张方面形成投资性消费 （即将消费与投资密切结合的消费，比如购买住房，投资医疗保险或人寿

保险等），而且在保健、体育、教育、文化娱乐方面形成高端需求。市场必须针对需求侧的这些变

化升级供给侧的结构，在国内市场满足这些阶层的个性化、特例化与定制化消费。

对于新中产阶层来说，其文化程度 较 高，品 味 较 高。在 有 车 有 房 之 后，他 们 更 加 重 视 商 品

的符号价值。他们不仅注意自身人力资本的接续与更新，而且极其关注子女在接受全日制教育

方面的资源选择，关注子女的特长培养，他们还具有压缩日常生活开支以支持子女求学于名校

或出国留学的偏好。在文化娱乐消费方面，他们更易于提升自己的复杂性审美能力，具有对新

事物和新生活方式的探索冲动，对变迁的事物会保持相对较为开放的包容心理。所以，新中产

阶层期望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尽可能多地扩大消费品的可选择性，他们尤其渴望文化艺术的繁

荣与进步，渴望以互联网为纽带而形成的丰富的消费市场，并对影视产品保持旺盛的追求欲望。

当国内的消费品市场难以满足这种消费追求时，他们会在外部市场寻找消费渠道。

对于老中产阶层来说，他们的工作自主性较高，收入较低但有一定保障，可以相对自由地

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他们渴望迅速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但受收入的约束，他们

会率先改善与时代相一致的家庭日常消费，然后模仿上层社会的 “时髦”或 “流行”、在日常生

活的逐渐改善过程中安排自己的消费升级过程。

对于工人阶层来说，他们的消费升级过程主要受制于工薪的硬约束。他们会首先改善家居

环境，然后通过交通和通讯等方面的消费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但工人阶层中的绝大多数，在

深受收入约束的同时，还会受到闲暇时间的限制。所以，这个阶层的消费升级，既需要通过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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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改善收入，也需要通过自动化设备的使用以节约劳动时间，将自己

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以赢得闲暇。他们会在改善日常物质生活条件、支持子女接受相

对较好的教育后，再探索和开发近距离的旅游、公共娱乐与健康产品。所以，基本公共服务的

均等化，会在很大程度上为工人阶层的消费创造空间。当然，为模仿上层阶层的消费模式，他

们还梦想会有第二套住房。

对于农民阶层来说，他们会在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的支持之下，进一步缩短劳动时间，提升

土地产出，通过对城市生活的模仿提升自己的消费水平。当农民阶层居住在乡村时，他们最大的消

费升级，就是渴望改善村落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他们有与自然保持密切接触的天性。虽然他们的

居住条件已大大改善，但在乡村的空壳化过程中，基本公共服务的缺失或供给不充分不平衡，会大

大延缓他们可能存在的消费升级过程。在农民阶层就近就地城镇化过程中，他们会首先想到进城购

房 （但城市住房价格的飞涨约束了他们的梦想），然后才通过对城市市民的模仿以适应城市生活。

他们会节衣缩食，但却投资于子女的教育，他们也不得不较多地消费医疗健康服务。

在看到各个阶层的消费升级需求的同时，我们还需要看到：消费的升级过程，是一个比较

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为达到整个社会的消费升级目的，必须时刻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消费的升级过程，与阶层结构的 变 化 过 程 密 不 可 分。没 有 中 产 阶 层 的 崛 起，没 有 农

民阶层的缩小，没有工人阶层收入的迅速提升，整个社会消费的升级过程就只是一个潜在的预

期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产阶层的崛起与中产阶层的发展，才在社会层面决定中国的消

费升级速度与消费升级的结构性基础。在学术界，有些人看重消费品市场，有些人看重炫耀性

诱惑，也有些人看到了实体经济的盈利压力，但却只有较少的学人注意到中产阶层的培育对消

费市场的可持续价值。应该注意到，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实际上体现的是经济与社会

之间的不平衡，是社会结构中中产阶层发展的不充分。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消费的升级才可

能更为显著地释放出来。

第二，在消费结构既定的情况下，加强供给侧与消费侧的匹配性，会尽可能大地释放出既

有的社会消费潜力。在 雇 主 阶 层 对 社 会 服 务 的 需 求 提 升 之 后，只 有 开 发 社 会 服 务 的 多 元 供 给，

提升服务的质量，开发服务的多元结构，才能诱致消费逐步升级。如果城市加大人口控制力度，

将城市服务的主体———农民工排挤出去，无疑会减少服务供给的多层次性，抬高社会服务的价

格，这会抑制中下阶层对服务的消费需求。

第三，住房按揭率 的 上 升，或 者 家 庭 债 务 的 压 力，势 必 影 响 家 庭 对 当 前 收 入 的 分 配 结 构，

并进而抑制消费的升级过程，将消费集中在生活必需品上，降低对非必需品的消费预期。尽管

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很快，但如果收入中的很大部分用于偿还住房按揭贷款，人们就不可能

扩大其他方面的消费。

第四，对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对于社会必须的社会服务的消费，既要调动市场的力量去

满足供给，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政府去满足供给。比如对贫困阶层的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对农村

基层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卫生防疫资源的供给，就不能只依靠市场的力量，而更多地需要借

助于政府的力量。所以，消费的升级过程，是一个系统性政策支持的配置过程，不可能在短期

奏效，而需要长期努力。在以市场之手配置消费资源的同时，还必须调动政府的积极性，均衡

基层社会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弥合市场竞争所形成的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保障弱势

阶层的消费权利。

〔责任编辑：李文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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