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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层、社会流动是社会学分析的重要主题。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社会不平

等的根源在于私有制与社会分工。阶级分析与分层研究，构成了研究社会不平等的两个传统。
一、【历年考情直击】

考点 考纲要求 考试题型 重要程度

社会不平等
识记、领会、简
单应用、综合应

用
单选、简答 ★

社会分层
识记、领会、简
单应用、综合应

用

单选、多选、名
词解释、简答

★★

社会流动

识记、领会、简
单应用、综合应

用
单选、名词解
释、简答、论述

★★★

二、【本章思维导图】

第一节 社会不平等

本节内容提要
关于什么是社会不平等，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回答。对社会不平等持广义意见者认为：社会不平等即

社会差别，指个人或群体间的任何差异。另一种是精神上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如某些人通过损害别人而得以享受的
各种特权。

【知识点 1】什么是社会不平等
1.社会不平等即社会差别，指个人或群体间的任何差异。
2.法国社会思想家让一雅克•卢梭是这种意见的代表。
【知识点 2】社会不平等的相关概念☆☆
1.性别和年龄
（1）性别是指男女两性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别。男性和女性不仅存在基因、荷尔蒙、生理结构等差异，且存

在着行为、智力和个性上的差异。
（2）年龄是一种自然产生的生命过程，是一种先赋地位。依据一个人的年龄而确定的地位，称为“年龄地位”。

对占据某年龄地位的人的行为期望，称为“年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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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种姓、种族和等级

3.阶级与阶层
（1）阶级：因为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

所起的作用不同，从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的一些集团。
（2）阶层：一是指阶级内部的层次划分；二是泛指具有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
知识解读：
本知识点一般考查客观题。
着重注意种族、等级及阶级的概念。
真题小练
单选题：
1.（2018 年 4 月全国）按经济地位和政治法律地位不同而相互区别的群体或社会集团被称为（ ）
A.种族 B.种姓
C.等级
D.阶级
正确答案：C
解析：等级指按经济地位和政治法律地位不同而互相区别的群体或社会集团。
2.（2014 年 4 月全国）在体质形态上具有共同生活遗传特征的人群被称为（ ）
A.等级
B.种族
C.阶层
D.种姓
正确答案：B
【解析】：种族亦称人种，指在体质形态上具有共同生活遗传特征（肤色、发色、面容、体格、血型、头型等）

的人群。
3.（2015 年 10 月全国）以血统、血缘和职业为标准，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群体和社会集团的社会等级制

度，被称为（ ）
A.等级
B.种族
C.阶层
D.种姓
正确答案：D
【解析】：种姓或种姓制度是以血统、血缘和职业为标准，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群体或社会集团的社会等级

制度。
【知识点 3】社会分工与社会不平等☆
1.私有制与人类不平等的产生
（1）早在 1775 年年初，卢梭便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鲜明地论证了人类不平等的产生

是随着私有制而来的，是建立在私有制确立的唯一基础之上的。
（2）1776 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最先创立了“分工”概念，并对社会分

工与阶级产生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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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分工理论：①分工有“自然分工”和“真实分工”之别。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
的时候起，“分工”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②从“自然分工”到“真实分工”是一个质的飞跃，社会从无阶级社
会进入到阶级社会。③在“真实分工”出现的同时，产生了产品的不平等分配和私有制。④分工的发展导致了物质
劳动和精神劳动相分离。⑤“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⑥在阶级对立的社
会中，分工的发展具有矛盾的性质。社会不平等根源于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中，其实质是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为核
心的生产关系的不平等。

知识解读：
本知识点一般考查主观题。
着重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分工理论。
真题小练
简答题：
1.（2011 年 7 月全国）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分工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分工理论认为：
第一，分工有“自然分工”和“真实分工”之别。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分工”才开始成为

真实的分工。第二，从“自然分工”到“真实分工”是一个质的飞跃，社会从无阶级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第三，
在“真实分工”出现的同时，产生了产品的不平等分配和私有制。第四，分工的发展导致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相
分离。第五，“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第六，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分
工的发展具有矛盾的性质。社会不平等根源于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中，其实质是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为核心的生产
关系的不平等。

牛刀小试
单选题：
1.分工理论最早的阐述者是（ ）
A.卢梭
B.亚当·斯密
C.法约尔
D.孟德斯鸠
正确答案：B
【解析】：作为“分工理论最早的阐发者”，1776 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

最先创立了“分工”概念，并对社会分工与阶级产生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知识点 4】社会不平等的两个研究传统☆
1.阶级分析与分层研究构成了社会不平等的两个研究传统。
2.阶级分析传统把阶级斗争作为理解人类历史发展（包括社会不平等的演变）的关键所在，其关于社会不平等

的冲突论假设，鲜明地体现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里：“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阶
级分析传统看来，社会不平等既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也是阶级斗争的原因，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就是关于阶级斗
争的研究，反之亦然。

3.分层研究，指的是以“生活机会”的分配和获得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不平等研究传统。
4.分层研究和阶级分析的根本区别在于，二者对“社会不平等是什么”的本体论假设不同。
知识解读：
本知识点一般考查客观题。
着重注意分层研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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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分层

本节内容提要
社会分层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社会分层包含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两方面基本内容。
【知识点 1】社会分层的概念☆
1.概念：社会分层的实质，是社会资源（财富、收入、声望、教育机会等）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
2.社会分层包含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两方面的基本内容。
3.一般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模式和马克斯•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模式，为社会分层提供了两种不同而最基本的

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谁得到了什么？是怎样得到的？它们构成了社会分层研究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其中，分层
模式主要回答的是前一个问题，而阶级模式则主要回答后一个问题。

知识解读：
本知识点一般考查主观题。
着重注意社会分层的概念。
真题小练
名词解释题：
1.（2017 年 4 月全国）社会分层
答案与解析：社会分层的实质，是社会资源（财富、收入、声望、教育机会等）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
牛刀小试
单选题：
1.社会分层的实质是（ ）
A.政治地位不同的人群的划分
B.经济地位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划分
C.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
D.体质形态不同的人群的划分
答案：C
【解析】：社会分层的实质，是社会资源（财富、收入、声望、教育机会等）在社会的不均等分配。
【知识点 2】社会分层的相关理论☆☆
1.古典社会学家的社会分层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
（1）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
（2）马克思对阶级分析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

联系；②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③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3）马克思的贡献，实际上分别对应着阶级分析的两大研究主题：关于统治阶级剥削的研

究以及关于被统治阶级反抗的研究。
（4）马克思阶级学说的最重要贡献，是将阶级的存在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即所有制联系起来，从生

产过程的工人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关系，来揭示阶级的本质。
※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
（1）两个标准：财产占有状况和市场处境。
（2）三个维度：①阶级范畴，提供了社会分层的经济标准；②地位范畴，提供了社会分层的社会标准；③政

党范畴，提供了社会分层的政治标准。韦伯认为，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这三个维度对社会分层的影响是相对独
立的，并有着各自不同的来源，因此我们考察社会分层现象的时候，需要采取多元化的标准。

（3）四种社会阶级：上层有产阶级、优势职业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
※帕累托的精英理论。
（1）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于 1916 年出版了《普通社会学总论》一书，系统地阐述了精英阶级理论，帕累

托是开创西方社会分层研究的另一位先驱。
（2）精英阶级可以分为两种：执政的精英阶级和不执政的精英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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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帕累托同时提出了精英循环理论。
2.当代社会分层理论
功能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
（1）1945 年，美国社会学家 K．戴维斯和 W.摩尔发表《分层的若干原理》一文，阐述了功能主义的社会

分层观。
（2）观点：社会分层是社会不平等的体现；社会分层之所以在各个时代、各个社会中普遍存在，是因为社会

运行过程的需要。
冲突论的社会分层理论
（1）达伦多夫认为：社会分层的起源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个人或群体都要强制奖惩，这

种实施能力意味着权力关系的存在。因此，“我们称作社会分层的不平等体系，只不过是社会权力结构的派生物”。
（2）观点：强调冲突在不平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冲突论者并不认为社会是一个各种特征都有助于整个社会

稳定的系统，而认为人们在社会价值标准和集团利益上的冲突，是各种社会所固有的。
折中的社会分层理论
（1）代表是格尔哈特•伦斯基。
（2）在《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一书中，伦斯基认为：功能主义和冲突论两家的社会分层理论，未

必一定是水火不相容的。在社会分层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既有整合，又有竞争，两者可以结合起来对社会分层作更
准确的分析。

知识解读：
本知识点一般考查客观题和主观题。着重注意古典社会学家的社会分层理论和当代社会分层理论的代表人物及

其观点。
真题小练
单选题：
1.（2013 年 7 月全国）在社会分层的相关理论中，帕累托提出的是（ ）
A.阶级论
B.社会分工论
C.社会系统论
D.精英理论
正确答案：D
【解析】：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于 1916 年出版了《普通社会学总论》一书，系统地阐述了精英阶级理论，

帕累托是开创西方社会分层研究的另一位先驱。
2.（2013 年 4 月全国）戴维斯和摩尔的社会分层理论是（ ）
A.功能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
B.冲突论的社会分层理论
C.互动论的社会分层理论
D.结构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
正确答案：A
【解析】：1945 年，美国社会学家 K．戴维斯和 W.摩尔发表《分层的若干原理》一文，阐述了功能主义的

社会分层观。
简答题：
3.（2012 年 4 月全国）简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
答案与解析：（1）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2）马克思对阶级分析的新贡献，主要体现在三

方面：①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②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③这个专政
本身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达到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3）马克思的贡献，实际上分别对应着阶级分析的两
大研究主题：关于统治阶级剥削的研究以及关于被统治阶级反抗的研究。（4）马克思阶级学说的最重要贡献，是
将阶级的存在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即所有制联系起来，从生产过程的工人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关系，
来揭示阶级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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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小试
单选题：
1.社会分层是社会不平等的体现，它之所以在各个时代、各个社会中普遍存在，是因为社会运行过程的需要。

这是哪个学派的观点?（ ）
A.功能主义
B.结构主义
C.马克思主义
D.后现代主义
2.功能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是（ ）
A.马克思
B.戴维斯和摩尔
C.伦斯基
D.达伦多夫
参考答案
1.答案：A
【解析】：功能主义认为，社会分层是社会不平等的体现；社会分层之所以在各个时代、各个社会中普遍存在，

是因为社会运行过程的需要。
2.答案：B
解析：1945 年，美国社会学家 K．戴维斯和 W.摩尔发表《分层的若干原理》一文，阐述了功能主义的社会

分层观。
【知识点 3】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及其变迁☆☆
1.新中国成立前的阶级阶层结构
根据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分析框架，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可划分为：
（1）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2）民族资产阶级。
（3）小资产阶级。
（4）半无产阶级。
（5）无产阶级。
（6）游民无产者阶层。
（7）农民阶级。
毛泽东把农民阶级分为四个阶层：①富农，即农村中的资产阶级；②自耕农（中农），即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

③半自耕农、贫农，即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④雇农，即农村中的无产阶级。
2.改革开放前的阶级阶层结构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1978 年之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根据《当代中国社

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2002) 一书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可
将全国成年社会成员划分成十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
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
半失业者阶层。

知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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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知识点一般考查客观题。
着重注意每个时间段的阶级阶层结构。
真题小练
单选题：
1.（2018 年 4 月全国）毛泽东把农民阶级分为（ ）
A.三个阶层
B.四个阶层
C.五个阶层
D.六个阶层
正确答案：B
【解析】：毛泽东把农民阶级分为四个阶层：富农，即农村中的资产阶级；自耕农（中农），即农村中的小资

产阶级；半自耕农、贫农，即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雇农，即农村中的无产阶级。
2.（2017 年 4 月全国）根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2002)，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

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可将全国成年社会成员划分为 （ ）
A.7 个阶层
B.8 个阶层
C.9 个阶层
D.10 个阶层
正确答案：D
【解析】：根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2002） 一书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

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可将全国成年社会成员划分成十个阶层。
多选题：
3.（2014 年 10 月全国）1977 年，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可分为（ ）
A.小资产阶级
B.工人阶级
C.农民阶级
D.知识分子阶层
E.无产阶级
正确答案：BCD
【解析】：1977 年，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状况如下：1.工人阶级。2.农民阶级。3.知识分子阶层。
牛刀小试
单选题：
1.根据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分析框架，新中国成立前的阶级阶层结构可划分为（ ）
A.五个阶级
B.六个阶级
C.七个阶级
D.八个阶级
参考答案
1.答案：C
【解析】：根据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分析框架，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可划分

为：（1）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2）民族资产阶级；（3）小资产阶级；（4）半无产阶级；（5）无产阶级；（6）
游民无产者阶层；（7）农民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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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流动

本节内容提要
社会流动，指社会成员从一种社会地位或职业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职业的变动。这种变动可能是从一个社会阶

级（或社会阶层）向另一个社会阶级（或社会阶层）的转移，也可能是同一阶级或阶层内部在职业、活动空间上的
变动。

【知识点 1】社会流动的概念与类型☆☆☆
1.社会流动的概念
（1）概念：社会流动，指社会成员从一种社会地位或职业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职业的变动。
（2）索罗金于 1927 年发表的《社会流动》一书，被社会学界认为是第一部用现代观点论述社会流动的著作。
（3）合理的社会流动是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
2.社会流动的类型

知识解读：
本知识点一般考查主观题和客观题。
着重注意社会流动的概念及社会流动的类型。
真题小练
单选题：
1.（2017 年 10 月全国）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不同层次之间的上下流动称作（ ）
A.垂直流动
B.代际流动 C.自由流动
D.竞争式流动
正确答案：A
【解析】：垂直流动指在社会分层体系当中的不同层次之间的上下流动，又称纵向流动。
2.（2016 年 10 月全国）在社会流动的类型中，子女相对于父母的地位的变动被称为（ ）
A.垂直流动
B.代际流动
C.结构式流动
D.竞争式流动
正确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社会流动的类型。其中，代内流动指个人一生中特别是其工作生涯中的社会地位变化，

代际流动指的是子女相对于父母的地位的变动。
名词解释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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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5 年 10 月全国）社会流动
答案与解析：社会流动，指社会成员从一种社会地位或职业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职业的变动。
牛刀小试
单选题：
1.农民因拆迁离开了原来的村子，迁到另一个村庄继续务农，这种流动属于（ ）
A.水平流动
B.结构流动
C.自由流动
D.竞争流动
2.由已经获得了较高地位的人根据某种既定的标准来授予社会地位的社会流动形式是（ ）
A.结构式流动
B.赞助式流动
C.代际流动
D.自由流动
参考答案
1.答案：A
【解析】：水平流动是指在同一个社会分层的层次当中，在同一个层内部的流动，又称横向流动。如农民因拆

迁离开了原来的村子，迁到另一个村庄继续务农，就是一种水平流动。
2.答案：B
【解析】：赞助式流动，指较高的社会地位不是个人通过竞争可以直接获得，而由已经获得了较高地位的人根

据某种既定的标准来授予。【知识点 2】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
1. 新中国成立以来五次大规模的社会流动

2.影响中国社会流动的因素与机制
（1）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包括先赋因素与自致因素。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人们发生何种的社会流动，大

致受三个层面因素的影响：在宏观层面，受制于社会结构和国家的制度安排（如户籍制度）；在中观层面，则依赖
于工作单位和家庭；在微观层面，则取决于个人后天努力（如党员身份）。前两种因素属于先赋因素，后一种属于
自致因素，即个人努力的结果。

（2）从理论上将导致社会流动的机制划分为四种主要类型：
其一，制度安排本身导致的社会流动。
其二，制度安排与先赋因素、自致因素混合导致的社会流动。
其三，制度安排抑制先赋因素或自致因素而导致的社会流动。
其四，制度安排中的某些漏洞或偏向，被一部分社会成员利用而导致的社会流动。
3.当前中国社会流动的特点
知识解读：
本知识点一般考查主观题和客观题。
着重注意中国社会流动的因素、机制、特点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五次大规模的社会流动。真题小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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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题：
1.（2015 年 4 月全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大规模社会流动的次数是（ ）
A.三次
B.四次
C.五次
D.六次
正确答案：C
【解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过五次大规模的社会流动。
论述题：
2.（2018 年 4 月全国）试述影响中国社会流动的因素与机制。
答案与解析：
一、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包括先赋因素与自致因素。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人们发生何种的社会流动，大致

受三个层面因素的影响：在宏观层面，受制于社会结构和国家的制度安排（如户籍制度）；在中观层面，则依赖于
工作单位和家庭；在微观层面，则取决于个人后天努力（如党员身份）。

二、社会流动的机制可以划分为：
1、制度安排本身导致的社会流动。
2、制度安排与先赋因素、自致因素混合导致的社会流动。
3、制度安排抑制先赋因素或自致因素而导致的社会流动。
4、制度安排中的某些漏洞或偏向，被一部分社会成员利用而导致的社会流动。
牛刀小试
简答题：
1.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五次大规模社会流动的典型特征
答案与解析：
（1）1949-1956 年，以对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进行重塑为标志。（2）1957-1965 年，多

维二元身份体系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确定的，跨越身份边界的流动十分困难。（3）1966-1977 年，整个社会的社
会流动严重偏离了正常轨道。（4）1978-1991 年，社会分化与流动模式发生初步转换。（5）1992 年至今，不
同阶层所处的等级位序初步被确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