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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中产崛起
对中国乃至世界意义重大
文／李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5年9月22日

至28日访美期间发表的一系列公开

讲话、演说,在海内外影响非凡。

有媒体在盘点成果时发现，保持中国

经济高速增长，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集

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

裕的“中国梦”等话题多次在习近平的演讲

中出现。

而习近平做出的“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

人群已经接近3亿人，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还将

翻番”的表述，也再度引发世界对中国日益增

长的经济实力和消费能力的关注和兴趣。

在影响中国发展的多股力量中，我们有

理由认为，从长远来看，没有一股力量会比

中国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和急速增长更有

意义的了。

大陆中产阶级或已达 3 亿

迄今为止，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在中国大

陆仍然是存在争议的，以至于很长一段时

期，官方、学者和媒体普遍使用“中间层”、

“中等收入群体”等词汇替代。而中产阶级

的具体标准是什么，也尚没有形成人们普遍

接受的标准。

实际上，这并非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

困扰各国研究者的难题。包括美国在内的

很多国家，中产阶级都难以用一个单一的标

准界定。这一方面是由于中产阶级自身一直

在不断地变化中，随着时代的变化，十年前

的定义自然不适用于今天；另一方面，每个

国家发展水平不同，也导致具体标准的不尽

相同。

总体来讲，被各国引用较多的衡量标准

是世界银行曾作出的一项测算，即中产阶

级主要是指每日可供消费的资金在10美元

至100美元之间的群体

在中国大陆，被较多人认可的中产阶

级定义来自前社科院学者陆学艺、社科院

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等学者经调

查研究形成的标准，即中产阶级需要以收

入、职业、消费以及自我认定等多方面标准

综合界定。

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没有工作和月收

入的人，因为出身中产阶级家庭，或通过炒

股、继承等隐性收入达到中产阶级的标准；

一些人从收入标准来看已达到中产阶级水

平，但是并不用来消费，而是储蓄起来。他们

属不属于中产阶级尚存争议，而这也是为什

么中产阶级不应该单凭某一方面的标准来判

断，而是需要一个综合性的界定的原因。

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参与中美企业家投

资座谈会时曾表示：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人

群已经接近3亿人，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还将

翻番——这一数字与陆学艺在2010年的研

究几乎一致。

据陆学艺测算，2010年，中国达到中等

收入水平的人口占比23%，即约2.47亿人。

随着经济发展，这一群体将以每年就业人

口1%的速度扩大，加上股票、房地产等因

素的影响，2015年，这一群体比重预计将达

到3亿人。

不过，在公众的印象里，中产阶级的标

准更多时候是由商业界而不是学术界界定

的，因为他们日常生活中接触更多的是广告

宣传、公关活动以及媒体报道。

2000年以来，包括大型外资企业、合资

银行、咨询公司等越来越多的商业机构开始

承认大陆中产阶级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这

一群体的崛起将会带来巨大商机。

正在由分裂转向趋同的中产价值观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历程，现在，中国

的中产阶级已主要包含有三类人，一是经

济领域的精英；二是政治领域的官员、公务

员；三是文化群体，包括教师、艺术家等。

这三个群体社会地位、情感各不相同，有些

立场、诉求甚至是相悖的，甚至社会上还存

在这样一种现象——很多中产阶级也不认

可自己的身份。以至于一些学者和研究认

为，中国中产阶级尚没有如西方国家中产，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
究员、主任，现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
美国国会美中工作小组学术咨询班子成员、以
及百人会会员。2009年，主持编著了《“中
产”中国》，是第一部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英
文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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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较为统一的群体形象及价值观。

实际上，在中国中产阶级群体中，是存

在一些共同的价值观的，也就是说，他们的

部分核心利益是相同的。

首先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对中产阶

级来说，私有财产既包括个人财富，也包括

私有企业，还包括私有财产。

其次是对教育的认可，从恢复高考到

高校扩招，大陆中产几十年来的迅速壮大，

离不开教育普及的作用，而保障子女接受

良好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也是当前中产阶

级的重要需求。

另外，对腐败的深恶痛绝，要求破除行业

垄断等，也是绝大部分中产的一致诉求。

虽然到目前为止“中产阶级”一词在中

国还具有一定的争议，但是可以看到，随着

经济发展，社会整体意识的改变，中产阶级

统一的价值观也在逐步形成中，而中产阶级

这一身份标签，也在逐渐被接受的过程中。

不难发现，近年来，一些媒体、官方、

半官方机构，也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直接

使用“中产阶级”，而不再像以往，隐晦地

以“中等收入群体”、“中间阶层”等词汇代

替。一些原本回避中产标签的人，也开始慢

慢接受这个身份，甚至引以为傲。说明中产

阶级的形象和地位都在逐渐上升。

中产崛起对实现“中国梦”至关重要

最近，习近平在访美期间所做的演讲

《中国梦是人民的梦》被媒体纷纷关注并

转载。习近平在演讲中表示，发展依然是当

代中国的第一要务，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

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

共同富裕。为此，我们提出了“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就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在稍早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

时，习近平还表示，目前中国“中等收入者

比重在提高”，中国在“今后一个时期保持

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

习近平在外交场合的公开表述，充分

体现了中共领导层对中产阶级崛起的支持

和重视。

当前，中国正在面临经济转型，转型成

功的一个最关键性因素就是消费，只有消

费才能促进内需，而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

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在拉动内需方面的作

用是举足轻重的。

近年来，海内外商家一直在致力营造中

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中产阶级消费市场”这

一概念。可以理解，刺激起世界人口最多的国

家的内需这一前景，会让商界怦然心动。

确实，站在全球角度来看，中国中产阶

级的壮大，将可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新引

擎。而对于中国国内民众来说，中产阶级的

崛起，对实现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也至

关重要。因为说到底，“中国梦”的实质就是

要促成中产阶级的发展，让更多贫穷人口进

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中来，实现共同富裕。

在今天，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是包括

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多国都面临的重大问题

之一，两极分化会令富人和贫困阶层的矛盾

日益激烈，最终成为难以把控的社会隐患。

而中产阶级的发展与一国贫富差距变化密

切相关。

很多国家的经验显示，中产阶级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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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

令富人和贫困阶层的矛盾得以缓和。不过，

也有一些国家出现了令人担心的相反情况，

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中产阶级开始萎

缩。然而，各个国家国情不同，中国最终将呈

现哪一种结果，将非常考验执政者的智慧。

另外，西方国家也普遍存在着一个顾

虑，那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是否会成

为全球资源的挑战，是否将以环境污染作

为代价。有学者甚至担忧，世界已经无法承

受一个在能源需求和消费等方面始终追赶

美国的中国中产阶级了。

上述种种矛盾的心态意味着，在全球

学者眼中，中国中产阶级崛起的意义早已

远远超出了经济学范畴，不仅关乎政治、民

生，甚至可以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中产阶级一

方面在这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发挥着

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紧跟跨国文化潮流，

改变着中国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方式。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中国中产阶级的崛

起都必然会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中产崛起带来的挑战亦不容轻视

近年来，不断有研究报告和媒体调查

显示，大陆中产阶级是生活压力最大、最为

焦虑的群体，这说明，中国社会在短时间内

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制度缺失和社

会问题，中国大陆急剧变化的紧迫感令追

求稳定、安全的中产阶级倍感压力。

一些压力最终转化为了群体诉求。这也

是为什么在大陆很多地方，群体聚会、抗议

以及其他呼吁行为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

在国外，社会保障、环境污染、公共安

全等一直都是中产阶级的主要议题。而在

中国，也已经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中产加

入了表达诉求的队伍中。这些诉求的主题

包括对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不满；对腐

败的深恶痛绝；对环境污染、公共安全、法

治建设的关切等。

但是，如果有人担忧，中产阶级的崛起

将会对既有的社会制度和政府管理形成挑

战，进而成为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其实

是大可不必的。

在大多数时候，中产阶级扮演着社会

发展中一个稳定的力量。很多西方发达社

会能够保持政治稳定性，中产阶级在其中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富裕、稳定是中产

阶级的主要诉求，面对社会发展中的问题，

这一群体普遍希望渐进的变革，而不是暴力

的革命。同时，中产阶级呼吁的法治与民主

化建设，也都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

而对中共政府来说，未来想要继续扩

大中产阶级群体的规模，最大的挑战之一，

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金字塔形

社会变为真正的橄榄球形社会，避免重走

部分拉美国家的老路。

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国内经济、国际局势等一

系列变化，美国也曾出现贫富差距增大、中产

阶级锐减的趋势。为了遏制社会两极分化，美

国对多项公共政策做出方向上的调整，例如

在国内重视发展新兴经济、新兴产业；在全

球，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正是这些举措，最

终令美国服务业、金融业等诸多行业得到升

级改造，亦令美国经济重新崛起。

（采访整理 记者 / 王衍 孙杨  实习生赵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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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面临经济转型，转型成功的一个
最关键性因素就是消费，只有消费才能促进
内需，而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
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在拉动内需方面的作用
是举足轻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