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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职业分化的路径与动力 

—以浙江省为例 

刘朝峰， 王尚银 

（温州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摘 要】改革以来，中国的职业分化是显著和突出的，但这种分化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具有什么特点？分

化是沿着什么路径进行的，以及分化的推动力是什么？探索这些问题，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以

及社会转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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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分化的表现、路径 

（一）分化的表现 

职业分化与社会分工和劳动分工密切关联，是指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社会分工的发展，人们所从事的生产活动逐渐

分离成越来越细的专门性种类和专业性操作，所从事的工种的多样化。大体上，改革以来浙江的职业分化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 至 1992 年，这个时期职业分化主要是靠政策的牵引和计划安排。此时的浙江，职业分化的最大看点之

一，就是农民的职业分化。浙江农民在国家政策的牵引下，其职业分化显示了几个重要特征：即分化的规模较大、分化的速度

快、分化的行业走向集中于工业、建筑业和商业。 

这一时期我国的国民经济还处于计划指导之下，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人们依然守着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多数

农民还不愿意脱离土地，人们的职业取向、交往方式等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还未有显著变化。因而在建国后至改革前的这段时

期内，人口还未出现不同职业间的大规模流动，职业分化不甚明显。而在 1979 年以后，不断膨胀的人口压力、农业生产中商

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乡镇工业发展，使得浙江农民内部开始出现了分化现象。历史上曾有着浓厚重商主义传统的浙江农民开始办

企业、进工厂、走南闯北的做生意，浙江农民群体真正开始出现分化，开始向其他行业流动。从整个社会的流动趋向来看，这

一时期农民分化的行业走向主要还是偏向于工业为主，其次是商饮服务业，再有就是文教卫生和运输、邮电业。从农民职业分

化的趋向和程度看，职业分化的程度和水平仍旧较低，并且由于政策的不稳定导致分化后的从业者的职业稳定性还较低，职业

分化只能说是达到“中度分化”的程度，有着明显的早期工业化特征。 

第二个阶段，1993 年以来，主要是靠市场渠道流动，即劳动力市场的引导、分流。这一阶段的分化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

升、市场分工的逐渐明确，职业分化的程度和质量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达到了“高度分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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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来，由于进行了所有制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获得重要发展，浙

江的职业分化迅速展开。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职业分类来看，浙江各职业的构成比例变化明显。负责人、技术人员、服务

人员、生产人员等从业人员比例均有所增长，农业人员的从业者比例下降很快，反映了浙江经济的迅速发展状况。同时，就业

人员由从农职业向其它职业的转移，也反映了劳动力质量的上升。但是，从农业人员仍旧占有较大比重，这说明浙江的生产力

发展水平仍旧有限。 

总体来看，浙江职业分化的特点主要是：（1）规模大、速度快。（2）职业品种多样化。自由职业者、职业投资人、中介职

业人等新职业不断出现。（3）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提升明显，逐步超越了第一产业。特别是建筑业和餐饮服务业的变化速

度飞快。（4）制造业在所有行业中的就业人数以及产业规模上都远远超过其他行业，反映了浙江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特征。 

（二）分化的路径 

从分化的路径看，浙江的职业分化主要依靠了两条路径：一是政策性路径，二是市场路径。 

一方面，浙江的职业分化主要走向是第二产业，行业分化的差异性比较大。如，从 1992 年至 2003 年间，同属第二产业群

的制造和建筑业是所有行业中就业比重最大的两个行业，其次是处于第三产业群的交通邮政业、金融保险业、公共服务业等几

大行业。从不同行业吸纳就业人数来看，传统的容纳能力巨大的制造业仍名列前茅，其从业人员数量相较于其他几个主要行业

从业人员总数的一半还要多。尽管由于制造业的从业人员基数相对较大，增长幅度较为缓慢，但从 1992 年的 636.1 万人增加

到 2003 年的 989.16 万人，从业人员增加了 353.06 万人，增长率也达到了 55.5％。始终排在第二位的是批发和零售贸易餐

饮业，由 1992 年 157.13 万人增加到 2002 年的 346.86 万人，增加了 189.73 万人，增长率为 120.75%。在 1999 年被社会

服务业强劲赶超人员数量一直保持第三位的建筑业，其人员由 1992 年到 2002 年增长了 175.46%。
[1]
 

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为浙江的职业分化提供了“平台”。非公经济尤其是个体、私营企业逐渐成为吸收新增从业人员的

重要渠道，同时其还为那些在企业改制中的失业人员提供了再就业的途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企业为了适应

经济规律不得不裁员改制，其造成的大面积失业潮与城镇剩余劳力为快速发展，亟需从业劳动力的非公经济所吸纳，这大大缓

解了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显示了非公经济的强大生命力。值得指出的是，选择在非公经济行业就业或者再就业的人员，其行

为是劳动力市场自由调配的结果。从职业选择层面来看，在市场需求和经济规律支配下得灵活就业和失业机制完全符合市场发

展的规律，非公企业吸纳从业人员的能力之大，为劳动力进行职业选择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和机会。 

从城镇看，人们变换职业或谋取某种职业，其市场路径主要是通过招聘和考试录用。这其中，更多的人或通过考取证书，

或通过教育路径去谋取职位。而农村人的流动路径有别于城镇人。农民职业分化路径主要有几条，一是进城务工、经商、服务，

二是就在本地务工、经商、服务，三是发展农业多种经营，四是通过基层民主选举或通过自身努力（教育培训）成为农村管理

者（集体经济管理者）、科技人员等。 

二、职业分化的动力 

浙江省的职业结构会发生巨大的分化笔者认为，浙江职业分化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的社会分工以及所引起

的社会结构分化。具体来看，推动浙江职业分化的动力主要有： 

（一）生产力水平提升带来的产业分化是职业分化的根本原因 

伴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推动社会再分工，产业分化乃至从业人员的职业发

生分化也就在所难免，职业分化是和产业分化相生相伴的过程，因而说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是推动职业分化的根本原因。 



 

 3 

在浙江，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标志性的变化，首先是第二产业中工业生产的生长和工业化的普及。以浙江省温州市为例。温

州市的产业结构变动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上半期，随着改革开放，温州开始走上了以发展家庭小工业的发展道路。长期压抑的

温州农民以发展家庭小工业为渠道，最早摆脱土地束缚成为第一批“产业工人”。随着工业化的展开，县乡小区域经济迅速发展，

并崛起了一大批新兴工业卫星城镇。同时在民营经济发展浪潮的影响下城市工业也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推动温州的工业发

展向纵深发展，形成了电器制造业、鞋革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服装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

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十大支柱型产业。 

其次是产业结构变动。产业结构不断演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渐次减少。而这种

减少，正是农村农民职业分化的基本动因。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律”就指出在经济不断快速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的情形下，第一产业占经济比重和劳动力数量就会逐渐下降；第二产业所占经济比重和劳动力数量比重就会上升，当经济发展

到一定水平，第三产业所占经济比重和劳动力数量也会开始上升。从发展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和就业人口变动的关系中来看，

不论是“推力--拉力”理论还是其他学者提出的解释模式来看，大家都看到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形下，大量的农业从业人

员向其他产业转变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工业化发展的基本要求。由于工业化的兴起及其推进，浙江生产力的发展推动

产业结构调整，并不断朝着高层次演化。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起至本世纪初，浙江城乡间产业结构调整所引起的从业人员结构

大变动是浙江经济发展，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其反映了经济发展必然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从业人员结构变动的规律。 

总的来说，在自然经济占主导的社会里，第一产业一统天下，职业分工并不明显。然而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条件

下，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从业结构的大流动。在社会分工日趋精细的市场经济时代，要求职业分工由

单一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二）社会分工的推动 

社会分工的发展将必然对社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社会分工的发展，会产生新的社会组织、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价值

观，使整个社会的交往方式、组织行为以及社会心理发生新变化。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并不会导致社会分崩离析，它只是将

社会中各个部分均衡的连接在一起，形成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孔德也从分工中看到了“社会生活最本质的条件”，他第一次提出

了劳动分工并不是纯粹经济现象的命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历史中存在的三种所有制分析对比后指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

阶段，同时也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
[2]
。 

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兴起和发展。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促使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向外流动，也推动者第二

产业从业人员向第三产业转移。工业化必然带来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浙江的第三产业在浙江大规

模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也在迅猛发展，尤其是交通运输、通讯、金融保险和社会服务行业发展神速。第二三产业在浙江国民

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增速都逐一超越了第一产业。 

（三）市场化改革所引起的体制变化、需求结构的变动及其对新职业的需求 

市场需求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前提，是导致产业化分化，乃至职业分化的外在动因。 

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必然要求。浙江从业人员的几次大规模变动都是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产业结构

变动的情形下出现的。无论哪一次从业人员结构的调整都是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为经济体制改革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浙江的

个体私营经济发达，就与浙江的市场化改革深入进行有极大的关系。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对浙江需求结构的变动及其对新职

业的需求起到了助推作用。浙江的个体、私营经济起步早、发展快，实力也较强。特别是进入 90 年代，私营经济迅速壮大，

乡镇私营企业就吸纳了绝大部分的转业农民。非公经济的发展不但解决了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还提供了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移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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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水平的提升、城镇化的发展，浙江社会的职业结构也在不断变化中。经济发展摆脱农业依赖和市场

化深入增加了农业之外的多元职业需要，社会中开始出现对个人素养和技能要求较高的大规模需求，各种新型职业不断出现，

这些都推动者浙江地区职业结构的变动。较高层面的职业类型在整个社会职业结构中比重增加，处于低层级的职业类型的从业

人员比重下降。职业结构的大变动，为社会中的人员流动创造了契机既增加了人们的个人综合收益，推又推动了社会的现代化

发展水平。 

（四）利益的驱动 

在浙江，改革以后，由于利益的驱动而推动的职业分化，表现在多方面，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向

商业服务人员的分化 （下海），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向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的分化，农、林、牧、渔业生产

人员向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的分化等。不过，利益驱动下的浙江职业分化突出的表现还是农民的职业分化，因为：（1）

日益突出的人地矛盾是浙江农民职业分化的根本动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产业的发展取决于农民的经济行为。农民在选

择从事的产业时，总要比较不同产业的预期经济利益。因而农民对预期经济利益高产业的追求必然造成资金、人员的流动。所

以，不同产业间比较利益差异的客观存在和农民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成为导致农民职业分化的内在动因。（2）巨大的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是农民职业分化的直接诱因。由于城市在发展机遇和收入水平等预期利益相较农村要高，驱使了某些产业的扩张

或收缩，导致农民职业分化的发生。 

三、结论 

改革以来的职业分化规模大、多样化、速度快以及农民群体的迅速分化是我国职业分化的显著特点；职业分化主要依靠了

两条路径：一是政策性路径，二是市场路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职业分化中的作用重大；生产力的发展是促进职业分化的

基本动因，但职业分化还是得到了多种力量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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