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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称谓表达的是一种情绪

在普通百姓眼中，判断“二
代”的标准自有一套。网友加菲
猫在论坛里说道：“时下的‘富
二代’，父辈家产应该在千万以
上级别吧；‘官二代’的父辈不
论官位大小，关键要有实权，就
像李启铭，他的父亲李刚只是
区一级的公安局副局长。”
“官二代”一词是近期才在

媒体上频繁出现。北京大学政

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研
究员王大鹏对“官二代”做了深
刻而特别的解释：“并不是说官
员的后代就是‘官二代’，‘官二
代’是作为一个特定时代里特
定的问题出现的，这里的关键
是‘官’字。这是一种不正常的
官场体制或官场形态，等于把
公权变成了私人的东西而世
袭，触及了社会制度中最基本

的底线。”
社会学专家陈锐关注“二

代”群体多年，他告诉记者，目
前，学术界对“富二代”、“官二
代”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
义，它只是人们对不劳而获、滥
用家庭资源的年轻人的一个讽
刺称谓。“你无法从背景、特征
上去定义他们。因为‘二代’这
个词表达的只是一种情绪。”

并不都是“纨绔子弟”

“富二代”、“官二代”就是
“纨绔子弟”、“养尊处优”的代
名词吗？还是社会对他们的成
见太深？

有社会学家将“二代”们分
为四类：一是“纨绔子弟败家
型”，父母不愿意让子女吃苦，生
活条件上的优越使“二代”不思
进取、坐吃山空；二是“父衰子落
型”，父辈的钱或权以特殊方式
得来，来得快去得也快，没等子
女“登上舞台”，就变为平民了；

三是“顺其自然型”，父母对子女
的要求不是很高，后辈的发展也
不瘟不火；四是“知识成功型”，
父母意识到事业的发展与知识
分不开，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
视，这些孩子也非常珍惜，努力
学习，不断获得成功。

对于“二代”群体的竞争
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
研究中心陆建华给出了积极评
价：“二代”脚下是铺好的台阶，
这使得他们天然在社会竞争力

上要强于普通人。这是一个“马
太效应”，即越有资源的人，越
可以利用资源为自己、为孩子
创造机会。很多“二代”都比父
辈优秀得多，他们的优势在于
一开始起点就高。

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
龙也认为：“对大部分‘富二代’、
‘官二代’来说，一方面，他们要
面对‘自我价值实现’的压力，另
一方面，父辈的期许和身边人的
质疑，又迫使他们不得不奋斗。”

“奋斗”与“爸爸”的较量

专家们认为，在“二代”标
签的背后，是这个社会早已弥
漫的仇富、仇官心理的进一步
放大：人们担心，社会的优质资
源将日益被少数人垄断，大部
分人会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
会。

陈锐认为，“二代”话题背
后折射出大家对社会资源分配
的关心，不管是财富资源还是
权力资本。从改革开放前的“大
锅饭”到现在的市场经济，人们
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要求，已经
从“我能分到什么”，演变成了

“我能分到多少”。这时，突然有
人发现一部分人不用很努力即
可坐拥这些资源，毫无疑问会
激发公众的不满。

一边是大量的平民子弟过
着“蚁族”、“蜗居”的生活，一边
是富豪和官员家庭的孩子在享
受父辈积累的财富和人脉资源
的荫庇，不平、不满和愤恨的情
绪很容易在社会上滋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
究所研究员石秀印说，从人们的
生活体验来看，是奋斗管用还是
“爸爸”管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评价，会产
生不同的社会心理和行动。

比如，一个出身贫寒的年
轻人，根据公平标准与合理规
则能够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
活，他们就会对自己的未来抱
有期待，产生创新活力。相反，
如果底层群体的希望由“身份”
决定，他们对于自己的前景和
这个社会就会丧失希望。所以，
关注“二代”问题，打破“身份”
藩篱，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
社会和谐的必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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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话题
热炒背后
从浙江义乌两名“富二代”飙车相撞，到河北保定一名“官二

代”撞人后叫嚣“我爸是李刚”；从宁波17名“富二代”聚众吸毒，到

事业单位限招“官二代”……近来，“富二代”、“官二代”事件频频

被曝光，由此展开的对“二代”群体的质疑和争论也不断升温。

而在这些质疑和争论的背后，是人们担心，社会优质资源将

被少数人垄断，大部分人会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谁抢到饭碗？靠
“爸爸”。（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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