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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身份的结构性失位问题∗

张 静

提要

本文的主题有关转型时期群体性不满的成因。针对“收入差距论”

的解释局限，作者试图揭示“结构性失位”对于高学历群体的影响。

在回顾文凭教育的传统后，论文展示了高校学生的毕业求职意愿、他

们对未来社会身份的预期、过去几年高学位的产出和失业规模、毕业

生求职的实际去向、其职业单位和地区类别的变化等数据。在对比分

析的基础上，作者指出，大量高学历青年进入社会时面临的结构进位

困难，不断动摇着新成员获得预期身份的稳定秩序，从而影响着该群

体的态度和行为，同时，教育作为社会分流稳定器的作用也在弱化。

结构性失位 文凭教育 社会身份预期 群体性不满

∗ 本文讨论的主要对象是受教育的年轻人群体。我的研究助理吴肃然对数据图制

作贡献良多，在此致谢。但论文的观点应当由我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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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群体的结构定位

历史上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常伴有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在解释社

会不满的积累和成因方面，社会学一向关注转型中的结构变化，特别

是社会成员在收入、声望、地位和身份等方面的分流秩序变化带来的

影响。这一关注点，与经济学常见的收入差距影响社会稳定的分析，

存在一致的方面，但也有重要区别。

一致的方面在于，经济学与社会学都同意，超过限度的收入差距

扩大，是社会冲突的重要来源。经济学者已经指出，再分配权力的减

少和失业增加，对中国的社会稳定构成极大挑战。以往社会是通过再

分配权力“平衡”不同需求的，而今必须经过市场，这种新的再分配

机制激励了竞争，结果更有利于强者，因而在不同程度的获益者之间

形成对立（加普，2009），从而引发社会不满。同时，中国的经济增

长奇迹“留下了不稳定因素”，中国的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的三倍半，

城乡差距之大为世界之最，……收入不平等开始增长，社会冲突和间

歇性的权利抗争开始出现（姚洋，2010）。这些认识与社会学中“转

型理论”的结论一致。

区别的方面在于，对于结构性不满的积累，社会学认为，收入的

正当性和与此有关的社会地位预期问题，具有同等的解释重要性。社

会学者近年对中国部分地区的调查表明，人们对收入结果的差距具有

相当复杂的反应。一方面，他们认为收入差距大具有负面作用，但另

一方面，他们又反对“劫富济贫”的收入拉平办法（Whyte and Han，

2003）。分析显示，人们对收入差距是否容忍，不仅与差距的结果有



社会学研究

3

关，更与对差距的评价有关，即：收入是否“正当”。在对 100 多名

基层人士的访谈中，研究者发现，有的收入差别被他们认可，有的则

不，理由是，人们认为有些差别是公平的——比如体育竞赛和科技竞

赛奖金，有些则不公平——比如走后门、运用关系或者依靠权力垄断

获得的收入（张静，2008）。社会成员评价收入的标准，一是看作为

（有无切实的贡献），二是看程序（是否经公开竞争的规则），三是看

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能够被广泛分享），越接近这几个标准的收益，

人们评价为公正的概率越高（王冠中，2008）。这说明，社会成员对

收入差距的不满是具体而有针对性的，它们特指那些“不正当”的收

益。

收入“正当”与否的社会“评价”，看上去具有经济学者通常认

为不重要且难测量的主观性含义。但与排除了主观内容的“客观”看

法不同，社会学已经不再把社会结构看成仅仅是“客观”外在的，它

认识到，我们所言的社会结构，实际上包含着群体的主观预期和客观

地位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基本性质：社会结构由“预

期结构”与“现实结构”两方面组成，二者可能重合，也可能分离。

重合与稳定和秩序有关，分离则与变迁和动荡有关。比如，人们对收

入差距的容忍因不同的社会制度、历史和文化显示出差异。在一些社

会，人们认为贫穷源于懒惰，应由自己负责，所以未对他人和社会产

生不满；而在另一些社会，人们认为贫穷源于他人的掠夺和分配不公。

这些不同的看法，影响着人们对收入差距的归因和本身地位的认同。

显然，归因为他人或制度限制，才会加强结构性的社会不满和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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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提示了，在对社会不满的解释中，需要注意普遍预期的基

本标准与社会变动的关系，特别是非个人的社会预期与社会变动的关

系。非个人的社会预期是结构现象，它指的是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某类

人群应当对应的结构位置——身份、地位、收入、职业、生活方式的

预期。这一预期来自他们的经验，其形成与制度历史有关，因此可以

说，现实社会结构“生产着”人们对自己或他人所处类别的社会预期。

在转型中，个人境遇和地位的差异可能不确定，变化很快，甚至偶然，

但是结构性的社会预期往往变化较慢，而且相对稳定。比如，对受过

何种教育的人群应当属于什么社会类别，正常情况他们一般应获得什

么样的职业地位，进入到社会结构的哪一位置，多数社会成员有大致

相似的认可标准，这些标准引导着人们的行动方向。虽然社会变化经

常缓慢改变这些标准，但一种新的结构预期形成需要相当的时间。比

如，在同一个行业内，从前的社会标准是资历优先，这样年长者的地

位普遍高于年轻者成为预期，如果实际情况与此不符，就被视为不公，

积累不满。但当人们开始接受以工作贡献为地位标准时，资历优先的

做法反被视为不公。所以，当社会变动中一类人的境遇与原先相对稳

定的预期差距拉大，意味着结构性失位 (structural dislocations)

（Hancock & Welsh，1994）问题出现：这类人群历经投入（比如完成

高等教育）后，却无法进位于预期的结构位置。很明显，这一状况引

发的不满并非具有个人性质。

在世界各地，财富充足的社会之所以稳定，不是因为人人富有，

而是因为竞争和获得财富的方式及结果，与预期的结构位置相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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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稳定，社会中形成清晰可辨的类别定位作为“未来”引领人们进入。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目前付出什么、未来得到什么是相对清楚的，

就像选择什么样的路，进入什么样的位置类别，终点具有可预见的确

定性。这种确定性不是来自个体，而是来自社会结构的固定性，它向

每个人传递着有关信息，因而在宏观上维持着社会稳定。即使个人的

机会暂不确定，因能力和竞争差异出现不同结果，但经过某渠道进入

到某类别的机会结构却是稳定、持续和可预见的。这种稳定性和可预

见性给社会成员提供稳定感和行动目标，他们根据这些目标确定方

向、投入精力，原因是可以在预期中“看到”自己未来的位置。

显然，社会成员和团体拥有清晰可辨的结构定位，是社会稳定的

重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竞争的不确定性只改变某个位置上的个人，

但不改变宏观的位置结构。如果各类人群流动的路径没有阻断，他们

进入的社会类别符合一般的社会预期，就不足以制造结构性的社会不

满。而如果年轻人普遍出现结构进位困难，将增加相关群体前途的不

确定性，扰乱他们对未来社会地位的稳定预期，这种非个人的失序无

法经由个人努力改变，于是群体性的不满积累并将目标指向社会不

公。

以这样的视角来看，经济“收入差距”论虽然正确地指出了，收

入不平衡可能导致社会不满，但是它不能对转型时期的特别现象做出

充分解释：为什么最低收入者（比如农民）群体并非是最不满意的群

体，为什么有些财富不平衡的社会，并没有结构性的群体不满发生。

在理论层面，“收入差距”虽然可以解释不满的一般性来源，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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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解释不满的独特性来源，尤其是转型社会特有的结构性不满积

累问题。在实践层面，收入差距论可能会误导政策指向，视发展经济

和财富分配为解决问题的唯一药方，指引政策走向追求 GDP 或加强福

利再分配、而不是结构变革的方向。比如，教育扩招大跃进作为舒缓

就业问题的行政干预，不仅把问题的解决引入了表面和短期追求的歧

途，而且掩盖甚至加重了更基础的结构性失衡事实。

二、教育理念与社会身份预期

中国是一个追求文凭的国家。原因在于文凭对社会地位的分流作

用：文凭大致可以作为标识，确定人们初次进入社会时的基本位置—

—职业、阶层、地点以及社会地位。人们不能改变自己的出身，但却

可能通过获得文凭改变自己的未来。在重要性上，文凭作为身份象征

的意义一向超过作为技能掌握的意义。在人们的认识中，不同社会职

业和单位、地域总是含有等级含义，它们在地位上不被视为平行，而

是高低重叠的纵向结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即使不是优越于官

吏，通常在社会地位上也被认为是与之平等的（周荣德， 2001 / 1966:

257-258）。

在这个意义上，文凭教育不断在提供社会成员进入某种更高身份

结构的资格，它的目标不是产出普通的、掌握专门技能的劳动者。在

历史上，只有受过教育者可以入选为“师”或者“吏”的后备，他们

的身份显然区别于一般的劳动阶层。在社会分流中，脑力和体力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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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差别并非仅仅是劳动方式不同，更代表着社会身份不同。这种身份

在获得教育文凭后就确定了，其后不会消失。比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

家境破落到生活无着的地步，身份却还是一个读书人和绅士，自视与

其他的劳动者有别。还比如，在袁世凯等上奏的“立停科举，以广学

校”之“妥筹办法”中，官员们特别建议清廷，在取消科举时必做的

一件事，是对“其以前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清德宗实录》卷

548：4-5）。可见，学历虽可消失，但身份不可不延续，在这一理念下，

那些曾经科举确立了功名者，其地位理应被朝廷和社会承认：即，旧

式科举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阶层进阶，所以，科举改革虽废除了旧知识

之有用性，但并不因此使得旧文凭持有者失去身份资格，所以须安排

“出路”。在这里，教育的角色，相当于是社会结构的门卫，控制着

流动的社会身份分类以及再生产。

正因为如此，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教育变革，

客观上都曾改变不同人群的位置、职业和升迁路径，盖因为文凭具有

变动不同人群之机会结构的效应。可以列举的，有科举制度的改变，

这一举措曾切断了知识群体向官僚群体（基于掌握传统知识的）流动

的固有格式，知识群体预期的机会结构和事业晋升模式也随之发生了

变化（邹谠，1994：52-53）。上个世纪中叶，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动，

中国教育又一次发生变革，教育的政治性标准确立——为工农兵服务

和造就无产阶级接班人。在那个历史时期，80%的人口扫盲，干部队

伍普及文化，学习新知和学历提升，曾经改变了一批人的命运。教育

的这些改变，给大量出身普通的劳动者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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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从体力劳动者变为脑力劳动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在田间

地头和车间干活的人，变成了坐办公室的人。

文凭提升社会地位并非仅指经济收入。它还包括更多的内容：有

资格和机会进入的职业，有资格享用的政策特权（进入体制内，有福

利保障），以及有资格享有生活地域的选择、工作稳定性、社会声望、

资历的可积累性调动等等。显然，这些方面无法用金钱购买获得，经

济收入高并不能代替社会地位高，后者须经过教育文凭获得。因此才

有相当多的小企业主抱怨，自己虽然赚了钱但还是社会地位低。近年

大量的毕业生蜂拥进入公务员考试，也不是仅仅在追求收入——实际

上很多市场单位比公务员收入高——他们是在期望获得体面身份和

受尊敬的职业，这也与社会地位考虑有关。由于教育和社会地位获得

的这一特殊关系，很多人把自己晋升身份的障碍归因为学历，这一认

识进一步巩固了文凭与社会地位预期的关系。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是，

未来运用体力还是脑力工作，差别在是否经过大学以上教育。

令人惊奇的是，经由文凭获得地位，赢得安全和尊重，避免成为

“劳动人民”的理念，并没有因过往几十年的“平等”教育而减弱。

人们还是习惯人等的社会分类，力图与他人拉开距离，比如名片的抬

头普遍愿意列出学历和职位，以显示较高的身份。文凭成为社会分类

的前奏，意味着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还做与从前同样的工作，就会

有不正常甚至“丢人”之感。大学生村官也必须用种种优惠政策推动，

否则响应者少，原因是很少人认为，村官是大学生（身份）应当从事

的工作。他们反问，如果要做村官，为何还要上大学？上大学难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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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离开农村吗？很明显，这些基层性的职业和工作地点，并不符

合大学生对自己身份的预期，高等教育已经改变了他们的职业预期。

在学生心目中，取得文凭后进入更高级的单位或更大的城市是理所当

然的，有文凭者与干部任职一样，终生可用，而且只能向上、不能向

下流动，否则就是人才浪费，文凭越高就应离开基层越远成为共识。

在城乡二元体制短期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文凭几乎是改变农民身份

的首要途径，文凭教育也成为拖延就业的蓄水池，很多人宁愿不工作，

也不愿意进入社会基层。这些行为源自高等教育对于身份预期的生

产，它让受教育者认为，自己已经剥离了原来的身份，有资格进入更

高的社会结构位置。

教育产出的社会身份“提升”预期，如果能够与社会实际的地位

结构相符合，尚不存在问题，但如果二者背离，托克维尔所言“教育

的缺点”就会发生。①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正是，教育生产出大量具

有高身份预期的人群，但进入社会后他们不得不成为普通劳动者。市

场需要的身份类别与教育制造的身份类别预期有极大错位，导致越来

越多的学生毕业后无法成功进入预期的社会结构。文凭为终身地位的

保险功能已经消失，大量受教育者进入社会后，不得不面临再次的地

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预期的稳定秩序被“扰乱”，地位不能

确定并非是个人、而是群体和结构性现象。而高学历教育的扩张政策、

① 180 年前的秋天，托克维尔在自己的访美日记中写下如此感想：“在欧洲，最令

我们头痛的是那些出身低微又接受了教育的人，教育使他们产生了离开本阶级

的渴望，却没有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手段。但在美国，教育的这一缺点几乎没有

出现，教育总是提供致富的必要手段，并且没有引发任何社会问题。”（托克维

尔，2010： 38）此观察虽冷峻，但真实，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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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传统的文凭等级理念，实际上加强了这种不确定性。

三、毕业生增长与就业率下降

近年的统计数据可以显示上述情况的严重性。在过去几年的教育

大跃进中，高学历扩招现象普遍：全国本专科和研究生的平均毕业数

量大约翻了 5 倍，从 1999 年的 100 万人左右，扩大至 2009 年的 600

万人以上（国家统计局编，1999-2008；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编，

2003-2009）（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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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国高校毕业（含本专科及研究生）人数（1999-2009）

上面只是一个均值。进一步对比本科和研究生毕业数量可以发

现，本科毕业生增长不到 6 倍，而更高的学历——研究生及博士毕业

生增长近 9 倍。这表明更高学历者数字增长更快。



社会学研究

11

与此同时，高等院校学生的当年未就业率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编，2003-2009）（表 1，图 2）。

表 1 年度毕业人数和未就业人数

（单位：万人）

年度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毕业人数 133.75 187.75 239.12 306.8 377.5 477.8 559 625

未就业人数 46.42 65.16 75.56 92.74 116.48 143.51 146.45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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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国高校毕业生未就业人数（2002-2009）

对比毕业生人数和未就业人数，可以发现，每年最少有约 30％的

毕业生进入流动待业人群，再考虑到历年未就业毕业生的积累，即使

其中不断有人进入工作职位，仍可粗略推估，每年计有接近两百万毕

业生加入到待业青年群体中。如果注意不同的信息来源，不排除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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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可能过于保守，例如，一项全国 11 个地区的调查显示，2008 年

这些地区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仅为 35.6％，当年就业之低，达到 30 年

来之最（转引自闫晓虹，2009）。

四、毕业生的工作预期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并非社会不需要劳动者，而是大量劳动者的

职位不符合高校学生对就业身份的预期。

根据《中国青年报》对 2385 名在校大学生的“就业意向”调查

（胡明等，2010），学生选择的就业意向排序是：国有企业（43.1%）、

事业单位（36.3%）、外资企业（34.7%）、党政机关（4.2.%）、民营

企业（28.1%）、自主创业（21.2%）、公益组织（6.6%）（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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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在校大学生愿意就业单位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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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调查显示，受访学生对“最愿意去的就业地区”选择结果

为：省会城市（47.9%），北京、上海等大城市(36.9%)，中小城市

（27.9%）， 发展速度快且地理区位重要的二、三线城市（ 6.6%），

农村地区（ 2.5%）（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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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学生最愿意去的就业地区

受访学生对“大学生职业目标”的选择排序是：领导者或管理者

（45.9%），生活与工作平衡（38.5%），安全感和稳定感（34.5%）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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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大学生职业目标

多数学生最愿意进入的是管理性机构和岗位，与近年公务员报考

人数大增可以相互印证。调查问及“公务员职业吸引大学生的缘由”，

学生回答的排序是：福利好（ 66.5%）；稳定性好（ 66.3%）；保障

好（ 59.5%）；工资高(46.9%)；工作轻松(45.2%)；社会地位高(43.9%)；

其他收入高(19.2%)；权力大(18.3%)（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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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公务员职业吸引大学生的缘由

根据大学生村官发展调查发表的数据（温薷，2009），2009 年北

京大学生村官近 2000 个受访人中，选择考公务员的居第一位，占 42%，

选择续签留任村官的占 13%，选择在农村创业的占 13％，选择自谋职

业的占 9%，选择考研的占 9%（图 7）。多数大学生村官期待进入公务

员职业，显然，对他们来说，村官只是一个向公务员过渡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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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北京郊区大学生村官去向意愿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报告显示，在大学生“蚁族”中，有

50% 以上来自农村，20% 来自县级市。这意味着，七成以上蜗居在大

城市的高学历青年，是从基层流动而来，具有省会城市或大城市出生

背景的人，在“蚁族”中实际上不足 7%，而这些人的家庭年收入也不

超过 5万元（高庆，2010）。大学生“蚁族”的状况说明，这些青年

完成了高等教育，离开了农村在城市就职，虽然经济收入有所改善，

但并没有显著提高社会地位。他们感到自己没有获得与身份相符的位

置和尊重，而期待进入“应当的”社会地位。因此，宁愿找不到工作，

不少收入稳定的劳动职位也被他们拒绝，原因不在收入，而在该职位

的社会声望达不到他们的标准。

上述种种情况说明，社会中一种结构性人群在不断增加：他们受

过大专以上教育，年轻，流动，有较强文字能力，熟悉电脑操作，预

期着毕业后的向上流动，自视已经获得某种更高的社会身份，但是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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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在实际的社会结构中兑现。这些人的职业和收入往往不稳定，为

了生存的需要，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不得不”成为普通的劳动者。而

这一实际地位与文凭教育给他们的身份预期形成强烈反差。

五、毕业生就业变化趋势

这一强烈反差还可以通过就业学生的实际去向观察。在过去几年

中，就业学生毕业时成功寻得工作的去向，有两个明显趋势：一是就

业单位类别逐渐向基层转移；二是就业城市逐渐向非中心城市转移。

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所编的《升学与就业：高考填报志愿指南》历

年期分册（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编，2003-2009），文科“法学”类学位

毕业生 2002－2008 年在四类单位①的就业趋势情况如下（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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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四类单位指，甲类：机关、国有企业、三资企业、部队、金融单位；乙类： 科

研、高等学校、一般事业单位、医药卫生；丙类：中等教育、艰苦事业、艰苦

企业、基层社区、农村；丁类：自主创业、自由职业、升学、灵活就业、暂不

就业。（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编，2003-2009）



社会学研究

18

图 8 文科法学类学生在四类单位的就业变化（单位：万人）

这里的“法学”类，指的是教育部系统制定的文科学位类别之一，

其中包含政治学、思想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法学、公安、

国际关系等 12 个专业。以往这类专业的毕业生更容易进入机关的文

职岗位，它们属于收入稳定、福利好、地位高、权力大的部门，正是

一般认为的较高级别管理性单位（甲类和乙类），也是毕业生获得身

份的重要职业标识。但统计所示，毕业生能够进入者在过去几年中大

幅度下降，只有丙类——中等教育，艰苦事业单位，艰苦企业，基层

社区，农村类的单位入职比例在增高。相对于高文凭者的预期而言，

这等于实际地位在下降。

上述情况不仅发生在文科，部分工程类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也十分

类似（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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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理科生物工程类学生在四类单位的就业变化（单位：万人）

再看毕业生就业城市的变化趋势。在同样的时间段里，高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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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 类和 B 类地区①的就职人数呈下降趋势，其中入职北京和上海地

区的人数下降尤为明显（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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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文科法学类专业学生在四类地区就业变化（单位：万人）

部分工科专业的情况比文科略好，但基本趋势类似（图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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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理科生物工程类专业学生在四类地区就业变化（单位：万人）

① 四类地区为，A 类：北京、上海；B 类：江苏、黑龙江、吉林、辽宁、重庆、

天津、浙江、福建、山东、广东；C 类：海南、安徽、广西、河北、河南、湖

北、湖南、江西、云南、山西、陕西、四川；D 类：甘肃、贵州、宁夏、青海、

西藏、新疆、内蒙。（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编， 200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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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大城市是容纳高教毕业生最多的地区。而现在的实际情况

是，虽然毕业人数连年上升，但进入 A 类和 B 类地区的学生逐年下降。

这些事实预示，高等教育给年轻人的地位预期，与社会结构给他们的

实际位置差别很大，而教育大跃进中不当的高学位和专业产出比例，

正在加强着这一不平衡。教育产品（毕业生）进入社会时面临结构进

位困难，不断动摇着新成员获得预期身份的稳定秩序，教育的自然分

流作用开始产生负面价值。

六、专业变化对信息的反应能力

如果说，在高速转型时期，教育发展往往滞后于社会结构的变化

属于正常，但教育产出长年无法反应结构需求的信号自动调整，就不

应视为正常。在教育常规统计中发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

高校“录取规模增幅”、以及高校内“专业比例变化”——这几个数

据之间的共变系数都很小，它们的相关性很弱（表 2）。这表明，在宏

观层面上，高校各专业的学生就业率，并没有对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

调整发挥信息引导作用，就业低的专业不仅没有少招生，甚至可能扩

招生。这显示，教育专业缺乏灵活弹性的体制，来敏感扑捉信息，对

应社会结构的需求，及时改变不适应的产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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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校专业规模增幅与就业率相关性

简单相关系数 样本量 意义

规模增幅与 07 年就业率 0.150 137 相关性很弱

规模增幅与 08 年就业率 0.130 137 相关性很弱

高校内部专业比例变化

与 07 年就业率

0.087 137 相关性极弱

高校内部专业比例变化

与 08 年就业率

0.06 137 相关性极弱

资料来源：《学信网》编，2010。

如果教育系统没有建立对社会结构信息的反应能力，就会出现就

业率最低的专业反而招生率最高的现象。仅以师范专业为例，2005 年

至 2008 年，本科师范毕业生各门类中，就业率基本属于较低的文学

专业，却在 2008 年入学在校生比例中，排列各专业第一（《学信网》

编，2010）（表 3）。这样的教育“产品”，宏观上当然会强化社会预期

和结构进位的不平衡。

表 3 本科师范毕业生各门类就业率

毕业人数 就业率

（年） 2005 2006 2007 2008 2005 2006 2007 2008

法学 9817 9633 11258 11968 82.72 77.77 77.89 79.70

教育学 22092 24213 32124 34366 79.63 74.12 75.64 7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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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62093 79073 99993 109927 80.8 75.66 75.26 78.13

史学 5460 5332 7845 8669 86.63 78.56 79.58 78.87

理学 46541 56545 69238 75417 86.44 79.76 78.04 79.53

工学 19116 26185 28356 28041 80.47 77.23 74.92 79.21

农学 653 871 1241 848 93.11 87.49 75.83 93.63

管理学 1620 2253 3052 3183 81.36 79.41 76.67 81.78

经济学 134 162 271 94.3 100 92.99

七、结论与讨论

上述事实表明，教育系统的社会身份预期产出，与社会结构的实

际状况不仅已经失衡，而且它缺少获取信息并自动调整的能力。文凭

教育每年产出几百万抱有地位上升预期的高学历者，但社会结构中并

不存在现实的位置。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学生在进入社会后碰壁，他

们根据自己的身份预期难以结构进位，但文凭教育还在大幅度扩张。

对教育产品（学生）而言，上大学已经改变不了命运，他们的事业通

道很难依靠文凭定轨。这种群体性的结构失位现象，连年积累加剧着

一类人共同的命运感、受挫感和不公平感，与他们自视应当的地位形

成反差对照，当然影响着这一人群的价值、态度和行为。

因此，从解释的角度，高学历青年群体中弥漫的“愤青”现象具

有结构性成因。虽然教育的学位产出功能——将社会成员在职业、地

位、收入和身份方面分开——在世界各地都类似，但是当教育观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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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内容脱离了社会结构的实际时，宏观上，将影响新成员有序结构

进位的稳定性，从而积累群体性不满。而从政策反思的角度，为社会

成员提供更多的教育本是良策，但如果教育传统本身的品质如故，结

果完全可能相悖。倘若教育追求的产出主要在量而非质、主要在身份

而非技能，必将败坏教育作为结构分流之社会稳定器的自然职能。其

沉重代价，表现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正在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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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SummarySummarySummar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bout the causes of group discontent during

the social transitional period. In addition to “The theory of income gap”,

the author attempts to reveal the impact of “structural dislocation” upon

highly educated young groups. After reviewing the tradition of

diploma-oriented education, this article exhibits the following trends:

graduates’ job will, their anticipations about future social status, the scale

of highly educated outputs and unemployed, graduates’ actual positions

in the society and the classifications of their employers and locations.

Based on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as graduates

enter the society, the difficulty of “structural advance” will be met, which

shakes the order of gaining anticipated social status for new generations

and influences the behaviors and attitudes of them. Meanwhile, the role

of education as a social distribution stabilizer is being weak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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