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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分化不仅体现在横向社会阶

层间的分化，还延续至纵向代际间的分层，形成独特

的二代现象。在当下媒体和网络语言中，到处充斥着

以二代为后缀的词眼，如富二代、官二代、权二代、
垄二代、压二代、贪二代、文二代、穷二代、民二

代、农二代、独二代等。二代阶层的急剧分化既是

社经济与会结构变迁的后果，同时也对政治体系和

结构构成了压力和挑战。二代社会成员中出现的阶

层鸿沟，固化与断裂、抱团和对立等现象，成为影

响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源头。加强对二代阶层现象

的关注，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和政治发展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一、分化：社会结构变迁中的“二代”现象

所谓“二代”现象，大体上指改革开放之后出

生成长的年轻一代，从父辈继承了身份、职位、财

富、机会等资源禀赋差异所形成的内部剧烈分化的

现象。二代现象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首先，

二代现象是针对一代而提出的，二代阶层大体指改

革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如 80 后、90 后，以

此与改革前的一代———60 后、70 后区分开来。二代

阶层共享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背景，如经济高速

增长，社会急剧转型，全球化、信息化、消费主义

等。其次，二代现象指的是在二代阶层内部所形成

的分化、断裂和对立现象。由于二代阶层在继承一

代阶层的金钱财富、权势地位以及职位机会的同时，

也一定程度上“遗传”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

式，形成了二代阶层内的各种群体，如富二代、官

二代、权二代、垄二代、穷二代、民二代、农二代

等。而本文所讨论的二代现象也主要是在第二个层

面上的二代阶层内部分化现象。
尽管代际更替与代内分层属于世界普遍现象，然

而，当前我国二代现象发展却一定程度上呈现“畸形

分化”，形成了强弱鲜明的两大“阵营”：强势二代阶

层包括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而弱势二代阶层则

是指穷二代、农二代、拼二代。
强势二代阶层是从二代阶层中分化出来的处于强

势地位的群体，他们依靠世袭或者其他途径占据财

富、官职或者其他职位等有利资源，包括富二代、
官二代、垄二代等二代阶层。尽管强势二代阶层中

有很多成功的典型，但是，强势二代阶层的公众形

象往往负面多于正面，特别是随着一些事件被媒体

和网络曝光渲染，他们的负面形象被定格下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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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代际更替与二代现象的形成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体现。当

前二代阶层内部分化剧烈，一定程度上出现阶层固化与断裂、阶层抱团以及

阶层对立等争议和现象，从而对政治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确立代际正义，

整合二代阶层间的利益诉求，拓宽阶层流动的渠道，是化解这一现象的政策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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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二代阶层中，富二代是指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继

承了父辈家产的富家子女。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的政策造就了富一代，他们的子女也顺

理成章的成了富二代。由于缺少吃苦、溺爱过度、
缺乏自律和管束，不少富二代群体中盛行酗酒、飙

车、斗殴、霸道等习气。官二代是担任政府职位和

公职人员的子女。官二代在公众面前常常被冠以颐

指气使、仗势欺人、霸占政治资源等贬义词汇，并

多被描述成通过裙带关系或非正当途径获得社会职

位和公共权力的形象。从 2010 年出现“我爸是李

刚”一语后，“我爸是 局 长”、“我 爸 是 县 长”、
“我爸是所长”、“我爸是国法”等“官二代”现象

被媒体频频曝光，官二代的崛起也预示着“拼爹”
时代的到来。垄二代是则指那些凭借父辈在国企或

垄断行业的人际网络和关系资本，自己也跻身于该

企 （行） 业的年轻人。在公众视野中，不少垄二代

靠父母的社会资本占据职业选择上的优势地位，形

成职业选择上的世袭特性，因而也被称为“新八旗

子弟”。
弱势二代阶层在二代阶层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

群体，包括农二代、穷二代、拼二代等。相对于强势

二代阶层，弱势二代阶层先赋性资源不足，在教育、
社保、就业等方面还面临一些体制性排斥，向上流动

的通道较为狭窄。在弱势二代阶层中，农二代是指

1980 年代以来出生，随农民工父辈一起进城，在城

市生活和成长起来的一代。与父辈 （农一代） 相比，

农二代年龄偏小、文化程度高、务农经历少，有着美

好的生活预期而暂时没有遇到更为显著的生活压力。
根据国家权威统计，目前 80 后、90 后的新生代农民

工约有 1 亿人，占外出务工农民的 60%。［1］穷二代也

叫贫二代，是指由于父辈贫穷而致使他们继承贫困或

者一时难以摆脱贫的穷人二代。大多数穷二代由于工

作生活条件差、社会资源不足，成为游荡在城乡之间

的社会“边缘人”。他们蜗居的“胶囊公寓”则成为

他们希望改变地位前的缩影，经常承受现实带来的失

望。拼二代是指那些父辈缺乏社会资源，全靠自己打

拼和生存的二代群体。一定意义上，拼二代描述的是

弱势二代中积极向上的群体。与富二代、官二代、
垄二代相比，由于父辈社会资源的相对劣势，拼二

代为了获得成长的机会和空间，必须付出更多的努

力和艰辛。
在社会结构分化的总体趋势下，二代现象的生

成还有三个直接推动因素：一是制度性壁垒的遗产。

城乡二元化的制度安排，使城市和乡村在户籍、医

疗、教育、养老和失业保险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上差异显著。这些差别造成的排斥性体制，不仅使

农村居民在社会流动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农二代

融入城市也困难重重。二是转型期的体制性漏洞。
由于转型期的制度规范不健全，一些官员、国企领

导人将自己拥有的权力、财富和地位以不正当地方

式转移给下一代。官员和国企领导人利用职权安排

子女就业，占据有利资源。三是信息化时代的网络

扩散。当前我国二代现象的出现及其强化与互联网

的发展密不可分。新闻媒体报道经由网络即刻扩散、
放大和升级，形成一边倒的舆论洪流，强化了二代

阶层之间的心理鸿沟。

二、断裂：二代阶层分化的政治后果

代际更替与流动是社会变迁的客观过程，而阶层

间的分化也是社会利益分化的现实体现，是推动社会

前进的动力。尽管当前我国二代阶层尚处于变动不居

的状态，但不断强化的强弱分化趋势，却可能导致二

代社会阶层的“断裂”：强弱二代阶层间资源、利益

占有比例失调，阶层对立情绪、阶层团体、阶层流动

裂痕等问题日趋凸显。随着二代阶层的流动梗阻和固

化进程的进一步强化，阶层内部对立情绪蔓延，可能

造成严重的政治失衡和政局不稳。
1. 二代阶层内的流动通道出现梗阻

一方面，纵向流动链条断裂，尤其是处于相对弱

势的新生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日趋狭窄。从目前的情

势看，我国二代阶层之间不仅边界日渐清晰，而且表

现出更强的继承性，代际流动的密闭性开始显现。
“麦可思—中国 2009 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

查”的数据显示，“211”院校中的农民及农民工子

女入学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但其找工作则要

艰辛得多，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生 35%未能就业，

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 15%未就业的比例。此外，

在就业质量上，农民及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

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和第二位［2］。另有调

查显示，在“985 工程”大学里，非农户口的子弟相

当于农业户口子弟的 2.7 倍，“211 工程”大学里是

1.3 倍。在保送大学的机会上，私人业主、管理阶层、
专业技术阶层的子弟分别是农民子弟的 7.6 倍、8.5
倍和 10 倍［3］。

另一方面，二代阶层内部横向流动出现阻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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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部分富二代、官二代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禀赋，

借助于父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而获得升学、
就业和发展上的优势，进一步加剧了二代阶层内部

的流动梗阻。近年来被频频曝光的公务员“萝卜招

考”现象，就是生动的现实体现。2010 年 6 月江西

某县部分事业单位招考时，只允许本县科级干部子

女或家属报考。2010 年 12 月，湖南某市区人事局

招聘工作人员时，要求应聘者必须符合“父母有一

方或双方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区所属乡镇、
街道办事处的纯村 （居） 民，父母有一方或双方在

中央、省、市属驻鹤单位工作”条件之一。2009 年

5 月，辽宁某市公选 4 名处级团干部，入围者中有

3 人是该市领导子女。此外，一些垄断行业，如电

力、烟草、邮政等，具有较高的垄断利润和良好的

职业保障，一定程度上仍然延续子承父业或行业内

招聘的“接班”制度。萝卜招考和职业垄断现象显

示了父辈的权力资源和垄断资源优势，被转换为官

二代和垄二代的职业发展优势，进而可能导致精英

复制的后果。
尽管代际继承是人类的天性，父辈将自己的智

慧、财富、地位、声望甚至权力传递给子女是人之常

情，但是这种代际继承不能以破坏社会公平正义为

代价。如果既得利益者寻求权力、身份、职位的垄

断，导致流动链条断裂，形成社会纵向流动的停滞

和精英循环的梗阻，那么这种现象将是孕育社会政

治动荡的温床。由于弱势二代阶层难以通过自身的

努力获得阶层上升的资源和机会，产生结构性怨恨、
剥夺感和压迫感；而强势二代阶层内部的分化也将

加剧。一旦有了触发性因素或发生触发性事件，就会

形成政治机会，导致大规模的集体暴力，社会运动乃

至革命的出现。
2. 二代阶层内部阶层意识不断强化

当前，二代阶层间的断裂还表现为阶层意识的

形成与组织化的趋势。基于相同的收入水平、家庭

出身、社会地位、知识层次、职业背景、兴趣爱好

等因素，二代阶层分化裂变出不同的独立群体。这

些群体往往有共同的语言、生活习惯或者利益意识，

形成各种小团体，如企业协会、社团组织、俱乐部、
NGO 组织等组织形态，以及同乡会、QQ 群、论坛等

等非正式组织。南京宝马“玩漂移”撞死路人的肇

事者，就是当地豪车俱乐部———南京 TC 性能车俱乐

部成员，该俱乐部绝大多数成员为当地富家子弟，

平时秀车技、比车速，却不注意培养团体成员的安

全责任意识，最终酿成命案。而事实上，共同的语

言、生活方式或者利益取向往往产生共同的阶层意

识，而组织化会进一步强化这种阶层意识和不同阶

层间的界线。所以，当江苏、温州、广东佛山等地

建议或实施启动“富二代”培训项目的举措，引发

了社会的广泛热议，被认为是政府进一步加剧了二代

阶层间的分化［4］。
与此同时，弱势二代群体的组织化也在不断发

展，特别是在维护自身权益时体现得最为分明。相关

调研显示，在农二代中，老乡会、同乡会、QQ 群等

成为他们维权的重要形式。与一代农民工自残、跳

楼、跳塔吊、服毒、自焚、剖腹等个体“以死抗争”
的维权方式相比，二代农民工正逐步转向群体性、暴

力性的集体行动。2011 年 6-7 月间，广东潮州和增

城发生的大规模青年农民工维权事件中，同乡会实际

上发挥了领导和组织的角色。据半月谈的调查，新生

代农民工劳动权益受损时，选择维权组织的比例在增

大。首选是基层政府和相关组织的比例为 28.9%，通

过维权组织的比例为 27.3%，而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

身权益的仅占 11.1%［5］。上述现实显示，我国部分二

代阶层意识不断强化，组织性和内聚性不断增强，阶

层认同感增强。
社会阶层的组织化和整合性是影响社会政治稳定

的重要变量。既有研究表明，当社会整合力强，团体

组织能力低时，社会政治稳定性就高；而当团体组织

能力很强而整合能力低时，发生社会运动的可能性最

大。我国二代阶层已经形成并迅速裂变出许多组织，

而政治体制的整合和吸纳能力并没有随之强化。一旦

具有组织能力的二代阶层团体采取非理性方式表达自

己的利益诉求，就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组织因素。
3. 强弱二代阶层间对立情绪蔓延

随着二代阶层内的流动受阻与阶层意识的形成，

强弱阶层间的心理分化也日趋加强，弱势二代对于强

势二代“羡慕、嫉妒、恨”的心理开始滋生和扩散。
一方面，一些强势二代阶层利用父辈的社会网络、经

济财富与权力资源在升学、就业、考试中获取不合理

的优势，进而剥夺了弱势二代公平竞争的机会，弱势

二代的不满和怨恨情绪在滋生。据报道，湖南某市人

事局局长为其儿子安排一份市财政局工资统发中心公

务员工作。该市人事局一位副局长回应记者采访时

称，“（市委） 常委开会时确实有这么一个决定，就

是照顾 （各单位） 一把手亲属子女工作”，并称“如

果这个事你们查还多的是”［6］。2010 年 11 月，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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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市公安局将甘肃省图书馆馆员王某以涉嫌“诽谤

罪”之名刑事拘留，原因在于王某此前多次发帖举报

大学同学马某在公务员招考中作弊［7］。上述事件中，

二代弱势群体或者投诉无门，或者缺乏公正对待，都

足以使他们累积不满或者怨恨的情绪。
另一方面，二代阶层内部的对立心理开始强化。

如 2009 年 5 月，杭州发生了富二代飙车案。由于相

关部门未能在第一时间给出令人信服的鉴定。当地一

个网络论坛发帖称“富家子弟把马路当 F1 赛道”，引

起了天涯社区、凯迪社区、强国论坛、新浪论坛、中

华 论 坛 五 大 论 坛 的 转 帖 ， 回 贴 数 达 2849、1720、
223、1502、1201 个［8］。而从跟帖的评论来看，几乎

一边倒地充斥着对富二代的谩骂、敌视和愤恨情绪。
从类似事件如“我爸是局长”、“我爸是县长”、“我

爸是所长”等媒体报道后的社会反应来看，也产生了

类似的阶层对立情绪。
弱势二代阶层的“羡慕、嫉妒、恨”，是相对剥

夺感的集中体现。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强调，绝对贫困

的群体并不一定参与社会抗争行动，他们多忙于养家

糊口；而具有相对剥夺感的社会民众，由于感知自身

受到不公对待，更愿意加入到社会运动中来［9］。弱势

二代以强势二代作为参照，会发现自身在教育、职

业选择和发展机会上面临各种不公境遇；而“占编

制”、“吃空饷”、“跨省拘捕”、“我爸是李刚”等

现象的发生，更进一步地坚定了弱势二代将这一境

遇归咎于强势二代阶层的所为。这种“羡慕、嫉妒、
恨”心理的发展与蔓延，就成为“仇富”、“仇官”、
“仇贵”心态，进而为群体性事件和社会不稳定因素

提供了心理基础。

三、整合：重构二代阶层间的互融机制

社会阶层间的有序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改革

以来，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伴随着经济的快速

增长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分化，社会阶层间的分化、重

组、聚合现象快速进行。然而，新生社会阶层间过早

过快地出现分层和断裂，不利于社会和谐与发展，也

不利于政治的稳定。构建二代阶层间的互融机制，弥

合新生社会阶层间的过度分化现象，十分迫切和必要。
1. 确立代际正义

代际正义是指从公平正义的原则出发处理代际

内的阶层关系。代际正义既要求确保社会各阶层在

追求财富、权力和发展时具有公平的竞争机会，也

要求对于那些缺乏先赋性资源的弱势群体给予适度

倾斜和关照。从代际正义的理念进行制度调适，首

先是尽快消除有失公平的倾斜性制度安排，特别是

城乡二元体制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上

的差异。逐步开放城市化的进程，消除新生代农民

工融入城市化的障碍。通过有效的政策调整和政策

安排，确保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追求财富、幸福

和成长的平等机会，有通过个人的努力实现向上流

动的通道。
其次，从知识教育和职业培训着手，提升弱势二

代群体在实现个人目标上的能力。由于继承和成长环

境等因素的作用，完全消除新生社会阶层内的差异既

不切实际也不合常理。但公共部门有责任对那些在成

长初期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给予适当的关照和倾斜，

不能让他们因为其贫困、偏远、闭塞而失去了接受良

好教育的机会。政府应当从基础教育着手，加大对农

村义务教育的公共财政支持，加强农村师资培训和办

学条件的改善，逐步消除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完善

贫困大学生的救助体系，确保贫困家庭的子女也具有

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

业培训的财政补贴，着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

能和就业能力，提升收入水平。
2. 整合利益诉求

二代阶层间的分化既体现为利益上的分化，还体

现为观念上的分化。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想为自

己正名，改变社会对自身的偏见；穷二代、农二代、
贫二代则希望得到公平的待遇和与努力相称的成就。
对于二代阶层表达出来的各种利益诉求，政府和社会

应有足够的宽容，积极回应、顺势利导。让富二代、
官二代、垄二代等强势二代阶层不会因其财富、权力

和职位优越而承受“原罪”的道德压力，面对社会更

加从容；穷二代、农二代、拼二代也不会因其财富、
权力和职位的劣势而承受自卑的心理负担，在竞争中

更平和自信。
增强体制吸纳能力，引导二代阶层进行有序的利

益表达。当前，许多弱势二代群体缺乏有效的利益表

达渠道，所积累的失望、不满、委曲、怨恨相互影

响、相互感染，或是借助于网络发帖寻求宣泄和排

遣；或是通过老乡会、同乡会甚至黑社会组织来进行

维权和抗争。有序引导弱势二代阶层的利益表达行

为，关键是增强现行体制的政治吸纳机制，及时回

应他们核心的利益关切，规范和引导他们利益表达和

政治参与行为。提高面向新生代农民和农民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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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村官、刚就业大学生中招考公务员的数量，提高从

他们当中产生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比例，

加强在这一群体中的党团组织的发展。将互联网作为

聚合各方利益诉求的有效平台，借助于网络问政、网

络论坛、网上投票等方式征集各方意见、让公共决策

接受各方的批评和建议，实现二代阶层在利益上的表

达、谈判、协商和讨论。
3. 拓宽流动渠道

社会发展有赖于社会结构的多元性和社会流动的

畅通性。随着时间推移，不同职业、财富、权力和社

会地位的阶层之间会出现地位转换和纵向流动，这是

社会历史发展的常态。社会结构出现扁平化或者同一

性，或是社会流动通道出现阻塞，都将导致社会发展

的动力的衰减。从这一意义上，当前我国二代阶现象

中出现的诸多怪象，如政治资源特别是权力资源直接

干预社会流动；或者经济资源换取政治资源，间接干

预社会流动，使底层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看不

到提升社会地位的希望，都将导致社会分层的断裂或

社会流动的固化，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
必须拓宽二代阶层的流动通道，改变当前弱势二

代向上流动通道日趋狭窄的现实。首要的是消除妨碍

他们成长的障碍，特别是消除父辈政治资源、经济资

源和社会资源对于子女在教育、就业和晋升的非正当

影响。加大对高考舞弊和公务员“萝卜招考”现象的

查处，给予当事人足够严厉的惩戒。加强对事业单位

招聘和干部公开选拔的监督，避免富二代、官二代、
垄二代通过非常规方式占有竞争优势，确保人才选拔

结果的公平与公正。要能够使那些处于弱势的年青一

代，通过自身努力得到阶层上升的机会，而处于强势

的阶层为了不被淘汰，必然需要比他们的父辈更加发

奋图强，这种阶层结构下的社会才会充满活力、创造

力和竞争力。■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政治安排与民营企

业家的政治影响研究”（07JC810009），广东省普通高

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研

究”（08JDXM81001） 的阶段成果。］

陈家喜：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管理学院）

副教授，复旦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

黄文龙：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硕士生

责任编辑 / 杨守建

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