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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穷二代”现象

不久前，网络上有两篇文章

引起很多人共鸣。一篇是《我用

了 18 年 ，才 可 以 和 你 一 起 喝 咖

啡》，描述了家庭较穷的人努力多

年才达到和出身富裕者一样的生

活 水 平 。 之 后,又 有《我 用 了 18
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的

文章，详述自己上大学及毕业后

的生活窘状，反映了由于家庭出

身不同而带来的巨大差距。“知识

改变命运”，这句曾经被无数人奉

为真理的话语，如今，却引来了诸

多质疑。套用一句网络语：“找工

作变成了比拼父辈财富和权势的

‘拼爹’游戏”。因家庭出身不同

带来代际分化已成为中国转型期

社会的突出问题，严重侵蚀了人

们公平获得资源的机会。如果这

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对于促

进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社会和谐

稳定非常不利。

一、贫穷的本质就是不平等

在大多数社会中，富人向穷

人 转 移 收 入 可 以 减 轻 贫 困 的 程

度，但这种“劫富济贫”的方式并

不是根除贫困的良方。经济学家

米 勒 (Miller)和 罗 比 (Roby)认 为 ，

“从社会等级阶层的角度来考察

贫困问题，可以使我们认识到，贫

困问题的本质就是一个不平等问

题。”1

人 力 资 本 作 为 一 种 价 值 存

量，不仅是个人自然生理机能的

价值的体现，人力资本还是进入

生产领域与物质资本相结合的知

识 、技 能 和 人 的 素 质 的 价 值 存

量。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后天的资

本投资获得价值增值。人力资本

包括通过教育和在职培训获得的

教育人力资本、通过医疗、保健和

休息获得再生产人力资本以及通

过 生 产 实 践 获 得 的 技 能 人 力 成

本。

显然，那些能享受到更多教

育资源、医疗卫生资源以及社会

保障制度的人群，他们的工作技

能 或 技 巧 以 及 社 会

生 存 能 力 都 相 对 较

高，而且更能从事一

些复杂劳动。而那些较少享受资

源的人群，更多的是从事于简单、

低技术含量的劳动。由于贫困人

口 接 受 基 础 教 育 的 年 限 普 遍 较

低，客观上导致他们缺少参加农

村技术培训的机会和能力，导致

了其较低的人力资本。

所以，贫困的问题本质上就

是一个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

不平等所造成的，防止贫穷在代

际之间延展，就必须使社会阶层

之间的流动成为可能。社会阶层

之间的流动的作用力来源于教育

的成本投入。而收入较低的社会

阶层在教育等公共资源占有处于

劣势的情况下，如何增加教育的

成本投入就成为国家及社会的责

任。

二、教育成本的投入和收益

不成比例

（一）近 10 年来，中国收入差

距持续扩大，社会底层劳动者的

收入增长严重滞缓。

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正在发

生根本性变化，但新的收入分配

体制尚未确立公平的分配机制。

资料显示，中国最低收入不到世

界平均水平的 15%，全球排名 159
位。而根据 2011 年胡润财富报

告：

而上述人群中的比例构成显

示：

通过代际重叠演进分析的方

法，可以揭示：有较多遗产和较多

财富的家庭和个人，他们的子孙

能够投资于教育，从而获得更高

的收入，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遗

产和财富遗留给下一代；而贫困

的家庭和个人无力投资于教育，

收入将更低，其下一代也将无力

获得教育，从而陷入贫穷陷阱。

目前我国大多数家庭的生活状况

仍然是以温饱为主，教育花费成

为城乡居民生活费用中主要支出

项 目 。 贫 富 分 化 导 致 教 育 不 公

平，导致贫困居民缺乏知识和技

能，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会持续

恶化。

■辽宁大学法学院 王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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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力资本水平负担增加

的同时，人力资本的预期收益却在

降低。

人力资本价值等于投资在生

产者身上为生产和再生产的一切

支出的总和。教育人力成本投资

中，受教育年限越高，成本投入越

大，则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反之，则

人力资本水平越低。“唯一决定人

力资本投资量的最重要因素可能

是这种投资的有利性或收益率”。
2 只有教育培训预期收益的现值至

少等于其支出的现值时，人们才愿

意接受教育培训。

2011年全国高考的毛入学率

达到 70%—80%左右，其中 60%左

右 的 考 生 可 以 进 入 本 科 阶 段 学

习。这种教育结构是不合理的。

大量的人力集中在本科段势必造

成 人 力 相 对 在 某 一 区 间 段 的 过

剩。从最简单的供求关系经济规

律来看，供大于求，势必造成人力

资本的预期收益降低，无法在人力

资本的成本投入和预期收益中获

得正比例的结果，人们自然会去质

疑“知识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明塞尔、贝克尔等西方劳动经

济学领域的学者们提出，要预防或

避免收入不平等的不断恶化，普及

教育或不断促进国民人力资本投

资机会的平等化，应当是政府的一

项根本性政策目标。但作为国民

是否进行正规和在职培训方面的

人力资本投资，是由这些投资的边

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均衡点所

决定的，也就是说人们的教育投资

的成本投入是受到其收益预期的

影响的。目前人力资源的结构是

两端少，中间多的“纺锤性”的结

构，人才的培养不适合市场的需

要，因此中间部分的人力资本投入

高，但市场需求不高，预期收益较

低。国民的合理的教育成本投入

必须有合理的预期收益，改善人才

培养的结构，以适应市场的需要，

提高国民的合理的预期收益。

二、社会分层影响社会公共

资源的分配

(一) 私有制的负面效应引起

社会结构变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私营经

济 对 于 整 个 社 会 的 影 响 不 断 增

加。由于缺乏对私有制来自社会

层面力量的约束、限制和规范，私

有制所带来的负面的社会效应，进

而影响到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

社会分工带来的是职业分化，

社会分工历史的不平等及与生产

资料的占有使职业分化历史地表

现为等级和阶级的分化，而现在更

多的是职业群体和职业阶层的分

化。而就业成为不同社会阶层之

间社会流动的重要的途径。现阶

段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

公共资源是否公平分配的社会问

题。这种公共资源在一定的历史

时期和生产力水平下，可以被视为

有限度的。由于缺乏一个公平合

理的公共资源的分配机制，个人所

具有的资源就成为相互间牟利的

重要手段。个人资源的利用和利

益的交换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拼爹”也就在所难免。

当个人财富和政治权力成为

社会资本，利益的交换就不再是可

以以货币的方式加以衡量。有限

的社会资源就成为部分拥有特殊

社会资源者相互交换的紧缺性商

品。这种交换方式无形中在维护

着社会分工的不平等并且阻碍着

社会流动的合理有序的进行。

（二）体制障碍让社会流动机

会减少、流动成本提高。

社会分层不是凝固不变的，相

反，社会分层是蕴涵着社会流动的

动态平衡。人们现在不仅面临着

就业的压力和低收入的问题，流动

成本的增加已经影响到社会阶层

的流动。城市中的失业问题、户籍

问题、农村的失地问题影响到低收

入阶层的收入。子女教育成本的

投入、高居不下的房价都使低收入

阶层想要融入上一个阶层变得困

难。因为这些成本性支出直接影

响到人力资本的价值量。低收入、

高成本造成社会流动的机会就相

对减少，社会阶层流动的周期性在

不断延长。

三、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对待

(一) 平等对待低收入阶层

日本学者芦部信喜指出：“如

果无视人的事实上差异而将平等

推向极端，人的自由与自律的发展

就会受到破坏；反之，如果无抑制

地认肯自由，则又会导致少数政治

上或经济上的强者在牺牲多数弱

者的基础上增大其权力与财富，出

现不当的不平等。”3 平等权并不是

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差别，而是允许

在合理情形下，由法律设定合理的

差别。法律上排除不合理差别，首

先应从程序上保证公民有平等选

择的机会。其次是实体上保证公

民有平等获得机会的可能。从教

育和就业来看，个人及家庭的财富

和社会地位不同是客观存在的，但

不能因这些后天形成的社会因素

而影响到公民平等地享有社会公

共资源。前者是要通过立法使公

共资源能够公平分配。公共资源

能够让公民共享，其前提是公开性

作为保障，从而防止部分人凭借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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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和社会地位影响到公共资源的

分配。

(二) 教育公平在于合理的补

偿

教育公平是指国民在教育活

动中的法律地位平等和平等地享

有受教育的权利，是社会公平价值

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由于

出身和天赋等原因造成的不平等

是不合理的，社会应该对此加以补

偿。根据补偿原则，为了提供真正

的机会均等，社会应该对那些天赋

较低者以及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

位者给予较大的关注，其目的在于

为了纠正偶然因素所造成的偏差。

早在 2500 多年前，孔子就提

出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

育主张，这是中国古代朴素的教育

民主思想和教育公平思想。这种

相对的公平意味着国家有义务为

受教育者提供最为广泛的受教育

的机会，而这种受教育的机会是人

人均等的不附加任何的条件；如果

因为家庭、师资等客观原因，使受

教育者接受教育的机会受到影响，

国家应该给予必要的补偿；国家应

该根据受教育者不同的能力设定

合理的教育结构。

目前在我国优质教育资源不

足，国家有义务在更大范围和程度

上实现公平，满足社会公众的合理

要求。但受教育权毕竟是公民的

基本权利，作为受教育权享有的主

体，提高受教育者及其家庭的经济

承受能力，是更加现实可行的政策

导向。一方面，通过制定影响人力

资本因素的法律及政策措施来达

到调节收入不平等的社会问题，可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因收入差距造

成的接受教育的不平等，如提高低

收入人群的工资水平、教育费用的

减免、教育支出税收的减免；另一

方面，人力资本收入不平等，其原

因不外乎从人力资本的需求和供

给两个方面来促进个人人力资本

水平的平等从而改善收入不平等，

其中从人力资本的供给方面着手

改善收入不平等尤其重要。通过

立法及政策调整，促进人才培养模

式的多样性，改变人力资本的供求

关系；再有，国家对低收入家庭的

教育补贴等等，不仅能够增加教育

或其他种类人力资本的供给，而且

也有助于促进个人之间人力资本

收益率。

（三）就业公平在于提高社会

资源分配的透明度

西方关于教育公平的理论阐

述中，麦克马洪提出三类型说：(1)
水平公平，指相同者受相同对待；

(2)垂直公平，指不同者受不同对

待；(3)代际公平，指确保上三代人

的不平等现象不至于全然延续下

去。

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分层和

社会不平等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

这种社会差异推动不同社会阶层

之间的社会流动，从而达到推动社

会进步的作用。但这种对社会的

推动作用缘于较低层次的社会阶

层有公平的机会流动到高一层次

的社会阶层当中来。如果无法实

现麦克马洪所提出的“代际公平”，

社会差异变为无法摆脱的社会不

平等，“穷二代”、“穷三代”也就失

去了社会流动的可能。

单位招工似乎是一个企事业

单位的私权力的问题，不应该由社

会或政府监督和调整。但当这种

私权利问题影响到一个社会的进

步和发展，其也就具有了公权力凭

借社会手段调整的意义了。作为

企业，招收员工可能涉及到商业秘

密和经营自主权，但不合理的就业

歧视就是对社会成员的不公平的

对待。国家机关和国有事业单位

作为公共资源的使用者和管理者，

更 应 该 将 公 开 性 奉 为 行 动 的 准

则。公开招录，根除“萝卜招录”，

杜绝不相关因素的不平等的影响。

（四）加强对教育和就业的行

政监管和社会监督

作为在就业问题上的弱势一

方，应充分给予平等就业的法律救

济。从我国现行劳动法来看，强调

了加强行政监管和法院的司法保

护，但面临着用人单位的强势地

位，似乎行政机关总显得不及时，

司法救济又显得无能为力。究其

原因在于缺乏社会监督作为行政

监管和司法救济的背后的基源性

的监督。行政监管主动性和司法

救济的有效性都来源于社会监督

的有力策动。社会监督的发动的

必要条件就是公开。畅通社会监

督的渠道，加强舆论监督都是社会

公平的保障。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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