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底层“跃龙门”难在哪

核 心

话 题

普通人家的子弟，父母无钱无权，想
进入社会上升通道面临巨大障碍，来自于
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家庭的后代，则很容
易获得体面职业和更广阔发展空间。如果
真的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恒穷”的现象，

我们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毕业一年了，刘丽依然在家待业。

刘丽的家在临沂农村，4 年前考上省内一
所高校，学会计，父母觉得脸上很有光。她很刻

苦，也很能干，上学时年年拿奖学金，老师同学
都夸她优秀。

这些褒奖让她非常自信，可毕业前，她拿着

一沓证书找工作，却始终找不到中意的岗位。老

家的父母很着急，但他们在城里没有亲戚朋友，

实在不知道怎么帮孩子，只能在家干着急。

临毕业前，刘丽无奈跟一家中小型企业签
了约，干本行。工作几个月后，她发现公司把能

力和工作经验直接挂钩，作为应届生，她没有任

何优势。她辞职了，赋闲在家，直到现在也没再

找到合适的工作。

几乎在刘丽当初为找不到工作惆怅的同

时，一个同学不声不响地签了一家机关所属事

业单位。那同学上学期间“不学无术，考试全靠

补考”，开始她想不明白，后来她知道，同学家的

“底子”很好。同学们私下里说，他只要去那儿干

就肯定错不了。

还有些“家底子”不太好的同学始终找不到

中意的工作，选择继续深造。刘丽经常跟他们联

系，开始大家还相互鼓励，后来，悲观情绪逐步

蔓延，大家开始感慨：“生得不好能怨谁？”

刘丽身边也有成功的案例，不过都是艰难

的“奋斗史”。那是她的朋友，家庭条件一般，一
个人在县城念高中，然后去省城念大学，毕业之

后单枪匹马地找工作，但最终，在遭受一次次的

打击之后，还是在就业大浪中败下阵来。无奈，

她选择了考研。经过一个个漫长的自习夜，她最

终考上了某知名大学的研究生，并在毕业时如

愿得到一家中意单位的录用通知。她说，为了这
个通知，她等了三年。

后来，曾参加面试的领导悄悄对她说：我们

一般不要女生，但你面试时的一句话打动了我，

你说，你从小谁都不靠，得到的都是自己付出百

倍努力得来的。听到这话，眼泪在她眼里直打

转。

眼下，她非常珍惜自己的这份工作。她说，

和刘丽比起来，自己是幸运的，她要把它抓住。

她有个小九九，自己没有依仗父母走捷径，一路

走得艰辛，现在终于从“底层”走出来，她得好好

干，将来可以为孩子铺路，这样孩子就可以少吃

自己这些苦。这个“小算盘”让刘丽羡慕得不行。

刘丽始终在为工作的事情纠结。她常常纳

闷，大学毕业怎么会找不到工作？怎么就没单位
愿意让自己发挥一下实力？还有，老师们都说只

要勤奋肯干就一定能获得成功，到自己这咋就
失灵了？

后来，刘丽听说一个名词，叫“父辈就业
时代”，说是父辈的权力和“人脉”，会以某种

方式“世袭”。据说根据北京大学的一个问卷
调查显示，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

实率和起薪额就越高，行政管理人员子女的

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女高出约14个百分

点。这让很多穷人家的孩子觉得，除非自己

非常优秀，否则还不如放弃高考，早早出去

打工挣钱。

看到这份调查，刘丽陷入沉思，她甚至开始

怀疑，当初上大学究竟有没有必要。

不同阶层间社会成员的正常流动，正是发现和使用人才的有效形式，但人口

大国却面临创新人才匮乏的局面，症结在于没有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没有创造

让各类人才不断涌现的环境，各阶层间流动通道不畅，让社会各阶层固定化，这不

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现状和未来。

牛海(上海理工大学中

国经济问题研究所)

“70后”的许多农村青

年，赶上了比较好的机遇，在

中国社会阶层急剧变化的时

代，通过自己的努力，大学毕

业后幸运地在大城市立足，

生活条件和经济收入比以前

有了较大改善，可以说是从

社会底层往上走了一步。不

过近年来，随着社会阶层的

相对稳定化，现在的大学毕

业生处境相对艰难。我经常

看到周围一些“80后”的毕

业生，特别是出身贫穷的人，

虽然本人非常优秀，但在大

城市挣扎得很辛苦，这似乎

正是当今我国社会阶层间流

动困难的一个真实写照。出

身社会底层的人想通过自己

的努力向上流动，但面临一

个极其艰难的历程。

社会学家按照人们掌握

社会资源的多少，把不同的

人归入不同的阶层。这些资

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

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公民资

源等。纵观这几个方面，当前

社会的低收入群体，主要包

括农民和城市贫民，都没有

多少相关的资源。政治资源

相对稀缺，经济资源只够自

我维持，也没有多少投资发

展的空间。文化资源曾经是

许多农村青年可以利用的好

门路，他们通过自己的刻苦

努力，考上大学，留在大城市，

进入城市阶层。可现在就业形

势比较严峻，大学生就业不仅

仅是学历和能力的比拼，家庭

的经济资源等各种资源往往

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

农村大学生来说，在激烈的就

业市场里面明显处于劣势，他

们中很多人难以在城市找到

稳定的工作，不少农村大学生

毕业即失业，有的甚至回到

了农村。通过文化资源实现

社会阶层流动的路径已经出

现了严重的障碍。

占有社会资源不足挡住

了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通

道。人脉资源严重不足，底层

的人与权力部门中的人在社

会交往上有较远的距离，由

于个别地方社会风气不正，

出现权力通吃，导致农村子

弟进入公务员队伍就比较困

难，获得提拔就更难。即使要

创业，农村子弟可能也要付

出高昂成本。在个别地方，商

场和官场成为联合体。没有

相应人脉资源的人，想要在商

场上打出一片天来，难度系数

是极高的。相比较一些“官二

代”的自然延续，“富二代”的

出人头地，“穷二代”更多的是

茫然和无助。再说公民资源，

我国的公共服务不足，且长期

向城市倾斜，农民得不到应有

的服务和权利，医疗、养老保

险水平低，教育水平落后，这

些不足导致了与其他阶层的

差距进一步扩大，使得超越本

阶层的难度加大，跨入城市

阶层的门槛相对更高了。

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写道，领导人应

该由最有才能的人来担任。

根据这位哲学家的思想，社

会的发展，行业的进步，国家

的振兴，离不开各类才俊的

贡献和创新，不管他出身于

哪个阶层，只要有才能，就应

该有条件进入更高的社会阶

层。这是多么睿智的思想啊！

中国的发展现在进入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时期，要顺利度

过这个时期，需要资金、技

术、管理、创新等等要素，但

我认为关键还是人才。不同

阶层间社会成员的正常流

动，正是发现和使用人才的

有效形式，但人口大国却面

临创新人才匮乏的局面，症

结在于没有做到不拘一格降

人才，没有创造让各类人才

不断涌现的环境，各阶层间

流动通道不畅，让社会各阶

层固定化，这不是我们愿意

看到的现状和未来。

世袭制是过时和腐朽的

东西，社会阶层的世袭与现

代社会格格不入。我国正在

努力建设现代文明社会，但

社会阶层间流动停滞的问题

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任

其发展下去，将会阻止我国

社会向公平、民主、和谐、富

裕、稳定的目标前进。因为，

对于一个贫穷阶层的人来

说，不管如何努力也无法改

变自己的阶层和处境，只不

过是一直在延续“穷二代”、

“穷三代”，他对这样的社会

就不会有很强的认同感，内

心中也不会产生对这个社会

的责任心，后果的严重性想

必大家都能意识到。

南京市下关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在去年下半年进行
了一次事业编制人员招聘，有知情人向媒体举报说，此次

招聘最终录用四人，但其中的三人都是下关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领导的子女。对此，下关人保局的相关负责人

解释，此次招聘本身就是面向“劳动局系统内”的招聘。

4月8日，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其网站挂

出招聘公告。本次行政职业能力测试按照公务员考试题

型设置，共100道题，满分为100分。海南省三亚市社保

局局长温孝廉的女儿温娉婷在三亚市小额贷款担保中心
招聘人员笔试中，取得99分的高分，但因违规报名被取消

成绩。

地没了，但我们的农民身份没有变，就业无门路，创业无
本钱，医疗养老无保障，在外务工受歧视。正规打工人员要办

外出打工证、婚育证、用工证、暂住证等证件，一个暂住证就需
要上百元。近年来打工者工资被拖欠、克扣现象普遍存在。此

外子女在外读书困难，学杂费高，在外定居也不容易。

2009年11月16日至18日进行的平阳县职高专业课教

师考试出现争议，林廷耀应试单位是平阳电大，其父林传

杯竟然是平阳电大校长。在报名最后一天，该岗位只有林

廷耀一人报名，林传杯与其妻子许某担心报名人数不足无
法开考，便“请”来两名符合条件的人当“考托”，但这两人

实际上没有参加考试。

作为一个城市低收入者，我迫切希望能够涨工资。现

在不管是吃的穿的还是用的，什么都在涨价，偏偏我们的

工资老是不涨。对有钱人来说，每月多开销个千八百的无
所谓，但对挣工资者来说，压力是不可小视的，心理的承受

指数是越来越弱。有关部门发布统计结果：工资的涨幅超

过物价涨幅。谁的工资在涨？我不知道，反正我的没涨。

作为曾经的国企员工，我最近“光荣”失业了。再就业
难，养家糊口难，缴养老医疗保险更难。失去职业意味着基

本生活来源的断绝，未来的生活生存危机难以预料，缴纳

养老、医疗保险费已不切实际。希望政府高度关切，能从实

际出发，让我们合情合理地缴费，保障基本生活，保持社会

公平，以维护社会稳定。 (来自人民网论坛)

格观点

阶层流动停滞的负面效应不可小视

格案例 格声音

内部招聘“官二代”

局长女儿高分惊人

电大校长招聘儿子

地没了，农民身份未变

什么时候能涨工资

缴纳保险要合情合理

格现象

走进“上游社会”

何其难
本报记者 马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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