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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住房是一具有很强社会分层效果的变量 ∀对湖南省的一个小城镇进行调查发现 � 小城镇居民的住房逻辑与 

中国大中城市的住房逻辑存在相当大的差别 � 在小城镇住房场域下 � ���城乡户口壁垒基本消解 � ���职业 !学历 !年 

龄等变量在度量住房差异方面解说力小 � ���对住房差异影响最大的变量是收入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小城镇 

存在大量的自建房现象 � 自建房现象使小城镇的社会结构似乎呈现出一种/ 融合0 � 并且 / 融合0的关键不是因为社 

会精英之间的/ 共谋0而出现社会资源配置一体化 � 而是凭籍/ 自建房0这一政策的实施 � 不同阶层的群体协同参与 

而出现/ 和谐0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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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住房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 

不少西方学者将住房作为分析社会分层的一个 

重要指标并对其做了专门研究 ∀ 雷斯 !摩尔的消费 

社会学强调了住房消费模式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他 

们认为住房是社会稀缺资源 �在争夺住房资源的过 

程中 � 获得不同数量 !不同形式的住房资源与没有获 

得住房资源的社会成员之间会产生阶级分化 ∀应该 

说社会分层是由不同群体对社会稀缺资源的竞争产 

生的 ≈� � 保罗 # 福塞尔从美国社会住房状况出发 � 认 

为住房状况 !内部的装饰和摆设体现出不同阶层的 

社会格调和生活品味 �上层阶层 !中层阶层 !下层阶 

层分别有不同的住房品味 �他们的住房格调表现出 

阶层间的差异 � 通过美国公民住宅的格调能够反映 

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 !社会阶层 ≈� ∀ 

在我国住房资源配置市场化的过程中 �住房正 

日益成为衡量我国城镇居民社会分层状况的重要社 

会指标之一 ∀有学者认为 �由于城镇居民之间货币 

支付能力的差异 !购房准入机制的差异等因素的客 

观存在 � 导致了不同层次的城镇居民获取住房资源 

的机会 !途径与能力存在很大分别 � 因而城市居民的 

住房差异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 ∀ 可以说 �住房资 

源的配置方式已成为影响城镇居民社会分层的重要 

因素 ≈� ∀ 

李斌认为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强化了住房利益分 

化过程中的结果不公正 � 导致了不同性质的居民户 

住不同类型的住房 ∀ 如商品房的住户是高收入 !富 

裕者 � 单位福利房的住户是单位的正式职工 � 政府公 

房的住户是拥有城市户口的困难户 �安置房的住户 

是城市中的拆迁户 ∀ 故此 �李斌认为中国城市的住 

房制度存在明显分割性 ≈� ∀ 此后 �他又提出在我国 

城镇住房改革过程中 � 由于单位体制下职工位置能 

力和市场能力的综合作用 �导致职工住房利益双倍 

分化 ≈� ∀ 

张仙桥依据我国城镇居民住房的实有数量 !住 

房质量 !住房所有权 !住房投资状况进行了分层研 

究 ≈� � 李喜梅则认为将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作 

为衡量住房水平的一个依据更能体现中国社会的时 

代性 � 也更能反映居民住房利益的变化 ∀ 她提出应 

该将社会分层因素引入对住房水平的衡量 ≈� ∀ 

在城市住房市场化过程中 � 城乡二元对立所引 

起的城市与农村之间住房利益获取途径的巨大差异 

也受到不少学者的广泛关注 ∀ 李培林分析了/ 城中 

村0出现的住房拥挤 !民宅占据公共空间等农民的住 

宅建设现象 ∀他认为城市和村落/ 混合社区0的形成 

受到深层体制因素影响 � 城乡截然不同的土地制度 ! 

社区管理制度 !户籍制度导致市民和农民遵循不同 

的住房建设逻辑 ∀农民受土地和房屋租金利益的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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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 � 追求土地和房屋利益最大化 � 在自己只拥有经营 

权的土地上将住宅空间无限扩张 �从而导致了住房 

之间布局混乱 ∀ 从住房利益角度分析 �宅基地和农 

民的私有住房使村民获得较多的经济利益 �并成为 

其提高社会地位获取社会资源的重要依据 ≈� ∀ 

二 ! 小城镇居民住房利益变迁中的 
/ 阶层融合0趋势 

住房市场化以前 �城市居民的住房主要依赖单 

位或者城市政府 � 农村居民的住房则只能依赖自身 ∀ 

于是 � 前者获得较多的政府补贴 �后者不能 ∀城市住 

房市场化以后 �城市居民解决住房问题也只能越来 

越多地依赖于自身的努力 �解决住房的主体逐步与 

农村居民相类似 ∀ 所以 �住房改革不仅变动了城市 

住房分配的机制 ≈� �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它在很大程 

度上导致了城乡居民解决住房时的主体出现/ 同一0 

现象 ∀

住房市场化以后 �尽管城市居民不得不像农村 

居民一样只有依赖自己才能解决住房问题 � 不过 � 一 

般情况下 �农村居民可以通过自己建设住房来解决 

住房问题 �而城市居民特别是大城市的居民主要通 

过购买的方式解决住房 ∀ 所以 �虽然住房市场化使 

解决住房的主体似乎出现/ 同一0现象 �但是由于解 

决住房的方式不同 � 以及解决住房的/ 场域0 ≠ 不同 � 

城乡住房始终没有被学者纳入到同一个分析框架展 

开研究 ∀ 

为了弥补上述理论缺陷 �同时又能够使城乡住 

房处于同一场域而使对比研究成为可能 �我们特地 

选择了城乡的交叉地带 ) ) ) 小城镇作为研究对象 ∀ 

因为小城镇一方面远离大 !中城市 � 周边是广大的农 

村地区 � 它具有城市的基本功能 �教育 !行政 !医疗 ! 

商业等机构和基础设施 � 拥有乡镇企业 !私营企业等 

生产部门 �以及餐饮 !娱乐 !零售等社会服务部门 ∀ 

同时 � 小城镇面积小 !人口较少 �不具备大中城市的 

规模 � 距离农村近 � 农民可以经常参与到小城镇的生 

产生活中去 �甚至本身就生活在小城镇中 ∀ 小城镇 

的居民与农村居民生活区域交织在一起 �城市户口 

和农村户口的居民生活在一起 �它是一种城镇与农 

村的混合性社区 ∀ 目前 �中国各地的小城镇中已经 

有很大一部分居民属于进镇农民 �他们在户籍上为 

农村 �拥有独立产权的宅基地和村集体所有的农业 

用地 � 同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城镇化 �收入主要来 

自非农业部门 �他们是实质上的城镇居民和体制上 

的农民 ∀与此相对照 � 小城镇中的另一部分人 � 他们 

是有城镇户口的各正式单位的职工 �他们有稳定的 

工资收入 !有单位提供的住房 ∀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 

的父母就是小城镇周边地区的农民 �他们拥有父母 

的宅基地和住房的使用权 !继承权 ∀特殊的身份使 

他们有可能获取多重社会资源 ∀ 因此 �小城镇中的 

住房既具备城市中的市场特征又具备农村住房的自 

然特征 �小城镇住房的双重属性使研究者可以将 

/ 城0 !/ 乡0住房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之内 ∀ 

在研究方法上 �一是采取了问卷调查法 ∀ 我们 

选定的调查地点为湖南省浏阳市 ′ 镇 ∀ ′ 镇位于浏 

阳市的西北部 �距离湖南省省城长沙市区 ��� 多公 

里 � 离浏阳市区 �� 公里 �城镇区域内居住人口 ���� 

多人 � 是浏阳北部主要的经济 !政治 !文化中心 ∀ 尽 

管城镇人口不多 �但是中国城市住房改革的政策仍 

然涉及到该镇所在单位的职工 ∀ 各种住房改革措 

施 � 如提高住房租金 !出售公房 !职工集资建房 !建设 

安居房 !居民自建房等也在这一小镇有条不紊地展 

开 ∀我们依据 ′ 镇目前的 � 条街道进行 °°≥ 抽 

样 ≡ � 共发放调查问卷 �� 份 �实际回收有效问卷 �� 

份 ∀二是访问调查法 ∀我们走访了各个单位和居民 

区以及街道 � 对住房的外部景观 !装修情况和内部结 

构作了仔细观察 �并通过与居民户成员的交谈进一 

步收集具体资料 ∀最后 � 运用统计软件 ≥°≥≥�� � � 对 

所获得的问卷资料进行数据处理 ∀ 

调查发现 � 小城镇居民住房利益变迁中出现了 

一个明显的趋势 �那就是/ 阶层融合0 ∀ 其具体表现 

为 � 

� �城乡户口壁垒在小城镇住房场域内被消解 

住房制度改革以前 �′ 镇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两 

种住房 ∀前者住房水平较高 �后者较低 ∀ 住房水平 

较高的是行政 !教育 !医疗 !运输等国家机构和企事 

业单位 � 他们的住房建设由国家财政支持 � 住房条件 

好 � 配套设施齐全 � 住房水平较低的是非国家单位职 

工 !农民 !无固定职业者等 �他们的住房条件相对较 

差 � 他们的住房问题由自己或其父母解决 � 后者的住 

房基本以土砖房为主 � 大多是祖传的旧式民宅 � 结构 

简陋 � 住房内外没有装修 ∀ 

住房市场化以后 �′ 镇居民获得住房的途径多 

样化 � 出现了单位分房 !职工集资建房 !商品房 !自建 

房等几种形式 ∀ 目前居民拥有房产的数目开始增 

多 �′ 镇居民中无正式单位的住户 ��� � 的拥有 � 处 

或 � 处以上的自建房 ��� � 的有正式单位的职工家 

# � � � #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



庭拥有 � 处以上的自建房 � 同时 � 有单位的职工中又 

有 �� � 的家庭拥有 � 处以上的单位房 ∀就我们所调 

查的 对象家 庭 来 说 �其 住 房价 值 平 均值 达 到 

��� ��� � ��元 � 最低水平的居民户人均住房面积也达 

到了 �� 平方米 ∀ 

市场改革以来 �城市居民住房利益分化已经是 

一个普遍现象 ≈� � 但是在小城镇 � 住房等级与城乡差 

异之间的必然联系却不很明显 �出现了城乡融合现 

象 ≈ ∀与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一样 � 农业户口的居民 

户也住上了红砖水泥楼房 � 内外装修也极为讲究 � 生 

活设施也上到一定档次 �有的具有农村户口的居民 

的住房条件甚至比城镇户口的居民的住房条件还要 

好 ∀这反映出在城乡融合的社区 �城乡差距正在逐 

渐缩小 � 城乡对立的身份也在逐步消失 ∀ 

� �不同职业者之间的住房差距小 

在住房改革之前 �′ 镇的教师 !医生等职业的声 

望高 !收入稳定 �他们的住房基本上由单位解决 �同 

时他们自己仍具备一定的建房实力 ∀ 而镇上的农民 

其收入则处于中下水平 �其住房水平较低 ∀ 总体上 

看 � 教师 !医生的住房水平要好于护士 !农业劳动者 ∀ 

并且 � 户主为教师 !医生的其拥有的住房数也比其它 

职业多 � 因为他们在拥有单位房的基础上 � 又在市场 

上购买住房或者自己兴建住房 ∀ 

但是住房改革之后 �不同职业居民间的住房差 

异正在缩小 ∀ 由于城镇区域内的农民有较多的土 

地 � 其住宅面积和建设成本与市民相比较具优势 � 农 

民出身的经商者比全职农民更具有市场优势 �他们 

能够建设较多较好的住房 ∀这些经商者利用自建房 

经营第三产业或出租 � 并由此获得收入 ∀ 尽管如此 � 

从住房等级得分结果看 �各职业的住房等级差异仍 

然并不明显 � 其中 � 不过经商者最高为 � � �� � 全职农 

民最低为 � � � … ∀ 

� �不同学历的居民住房差异小 

在大中城市 �学历越高的居民其住房获利相对 

较多 ≈� � 这一/ 规律0并没有能够外推到 ′ 镇 ∀ ′ 镇 

居民的学历水平与其所获得的住房利益之间不存在 

相关关系 � 各学历居民之间差异不显著  ∀或者说学 

历对于 ′ 镇居民的住房资源占有方面的作用不明 

显 ∀住房利益的获得独立于学历所具有的社会分层 

意义 ∀

� �不同年龄的居民住房差异小 

无论在计划经济国家还是在市场完善的国家 � 

由于年龄代表着一定的资历或资本 �故而年龄大的 

居民相对年龄小的居民来说其收入要多一些 ∀ 不 

过 � 前者的收入曲线更像一条左低右高的直线 � 年龄 

大的收入越多 � 其住房也越好 � 而市场经济国家大抵 

是一条倒 ∝ 型曲线 �中年人的收入会更高 �住房条 

件也会更好些 ∀但是 � 这些特点在 ′ 镇并没有表现 ∀ 

在 ′ 镇 � 不同年龄之间的居民其获得的住房利益没 

有多大的差异性 ∀ 尽管 �� 岁年龄组的居民在住房 

等级得分 !人均住房价值和住房面积上更多一些 �但 

是其间的差异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性  ∀ 

� �小城镇居民收入与居民住房之间相关程度 

高 

尽管城乡户口 !职业 !年龄和学历等变量对小城 

镇的住房分化影响不大 �但是收入因素对住房分化 

的影响却很大 ∀ ′ 镇被调查的居民家庭年收入与居 

民的住房市场总价值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达 

� � ��� � 与居民家庭拥有的住房总面积之间的皮尔逊 

相关系数高达 � � ��� � 双侧检验结果均达到统计显著 

性水平� ⊃ ∩ � � � ���� ∀ 

表 1  被调查户住房利益与家庭人均收入比较 

家庭人均收入 
� � � 万元 
以下 

� � � 
� 万元 

� 
� � � 万元 

� � � 
万元上 

平均数 

人均住房面积 
�平方米� 

�� � �� �� � �� �� � �� ��� � �� �� � �� 

户数� Ν) �� �� �� �� �� 

人均住房价值(万元) � .�� � .�� � .�� � .�� � .�� 

户数( Ν� �� �� �� �� �� 

/ 阶层融合0这一趋势表明 �类似于 ′ 镇这样的 

小城镇的住房逻辑不同于中国大 !中城市居民的住 

房利益分化逻辑 ∀ 在 ′ 镇 �似乎只有收入因素决定 

住房利益分化 � 这是否意味着 ′ 镇的市场化程度比 

中国一般大 !中城市要完善 � 如果不是这样 � 是什么 

因素/ 搅乱0了住房/ 常态0 � 

针对 ′ 镇住房的/ 非常态0 �我们利用类型分析 

法 � 将 ′ 镇的住房分为单位房 !商品房 !祖传房和自 

建房四类 ↵ � 我们发现 �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住房来 

说 �′ 镇单位房面积小 � 市场价值不太高 � 如果出租 � 

其获得的租金也少 � ���′ 镇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品 

房 � 只有少量居民在 ′ 镇以外的其他地方购买了商 

品房 � ���祖传房因为使用时间长而显得破旧 �但它 

的使用面积较大 �升值潜力大 � ���自建房是 ′ 镇居 

民通过继承或购买宅基地而获得对特定土地的使用 

权 � 再在宅基地上兴建好的住房 ∀ 这类住房一般临 

街而建 � 其市场价值大 ∀ 

′ 镇目前已有主要街道 � 条 �其中有 � 条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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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近年才规划建成的 �另外有 � 条街道在近 � 年内 

经过了拓宽和重新硬化 � 一条 � 车道约 �� 米宽的国 

家级公路从其中一条街道通过 �各街道均已规划建 

成了由当地居民自建临街住宅所构成的街道商业 

区 ∀ ′ 镇镇政府在规划过程中将街道两边的土地以 

门面的形式以 � 米宽 �� 米长为 � 等份 �再以每 � 份 

� ��� 元至 �� ��� 元不等的价格将土地的使用权出 

售给居民 � 再由居民按照政府规划自建房屋 � 统一外 

部装修和楼层高度�通常为 � 至 � 层� ∀ 于是相比其 

他类型的住房 �街道两旁的自建房就具有了盈利性 

质 ∀许多居民将一楼作为店面出租或自己经营 �二 

楼以上用于自己居住或出租给他人居住 ∀所以临街 

自建房的市场价值也就相应地比其他类别的住房 

高 ∀所以 � 在 ′ 镇 � 有自建房的居民获益较多 ∀ 各类 

住房的市场价值以家庭人均价值量表示的数据见表 

� ∀ 

表 2  被调查户人均住房利益与住房类型比较 

数量�处� 人均面积� ⊆ � � 人均价值�元� 

自建房 

标准差 

�� �� � �� 

�� � �� 

�� ��� � �� 

�� ��� � �� 

单位房 

标准差 

�� �� � �� 

�� � �� 

� ��� � �� 

� ��� � �� 

商品房 

标准差 

� � � �� 

�� � �� 

� ��� � �� 

� ��� � �� 

祖传房 

标准差 

�� �� � �� 

�� � �� 

� ��� � �� 

� ��� � �� 

由表 � 中的数据可以推断 �与中国的其他大中 

城市不同 �′ 镇有一个自建房阶层 ∀ 正是这一自建 

房阶层的存在使研究者设定的职业 !学历 !年龄等变 

量在面对小城镇居民的住房时其解释力弱化 �而收 

入变量的作用凸现 ∀ 

在 ′ 镇 � 自建房阶层已经成为小城镇社区的主 

要社会群体 ∀ 在被调查的 �� 个小城镇居民户之中 

已经有 �� 户居民拥有了自建房 � 占总体的 �� � � � ∀ 

而且他们的分布较广 �有单位职工 !个体经营者 !农 

业劳动者 !私营企业主等从事不同行业的成员 � 也有 

从大学本科以上到小学还没有毕业的人员 ∀ 

国内外学者 !公众和政府普遍关注城镇化过程 

中的失地农民问题 �认为农民在城镇扩张中因为耕 

地的流失而成为利益被损害者 ∀早在 �� 世纪中期 � 

英国就以/ 羊吃人0的圈地运动将广大的农民推向颠 

沛流离的无产者的境地 ∀中国各地在城市化过程中 

圈占农民的耕地 �把本属于农村 !农民的资源 �无偿 

或少偿地转移到城市 �使农民沦入/ 种田无地 �上班 

无岗 � 低保无份 �上告无门0的境地 ∀然而本研究显 

示 � 在特定的地域和社会环境中 � 农民也可以在城镇 

化过程中成为受益群体 ∀当然这取决于当地政府忠 

实地履行国家政策 � 真正以农民的利益为重 ∀ 

本研究从/ 住房0这一指标出发研究了小城镇中 

因住房而变动着的社会结构 �发现小城镇社会结构 

似乎呈现出一种/ 融合0而非/ 断裂0的现象 � / 融合0 

的关键不是因社会精英之间的/ 共谋0而出现的社会 

资源配置一体化 �而是凭籍/ 自建房0这一政策的实 

施而使不同阶层的群体协同参与而出现的/ 和谐0局 

面 � 至于这一/ 和谐0局面可能涉及到的范围到底有 

多大 � 则需要进一步研究 ∀ 

注释 � 

≠ 城市住房的场域为市场环境 � 易于交换变现 � 农村住房的场域为自 

然环境 � 难以交换和变现 ∀ 

≡ °°≥ 抽样是一种/ 自加权0的抽样方法 � 它保证了在不同规模的居 

委会均抽选 �� 户样本的情况下 � 每户样本的代表性是相同的 � 从 

而最终的结果可以直接进行平均计算 ∀当然 � 如果资料不充分 � 无 

法进行 °°≥ 抽样 � 那么利用事后加权的方法 � 也可以对调查结果 

进行有效推断 ∀ 

≈ 被调查的 �� 户具有农村户口的居民户的住房等级基本在中等以 

上 � 其中 � 上等 � 户 !中上等 � 户 !中等 � 户 � 而被调查的 �� 户具有 

城镇户口的居民户中 � 上等 � 户 !中上等 �� 户 !中等 �� 户 !中下 � 

户 !下等 � 户 ∀如果将下等住房赋值为 � � 中下等赋值为 � � 中等赋 

值为 � � 中上等赋值为 � � 上等赋值为 � � 则拥有城市居民户口的住 

房等级均数为 � � �� � 农村户口的居民均数为 � � �� �Φ检验值为 � � 

��� � 显著性水平  ⊃ ∩� � � ��� � 差异不显著 ∀另外 � 从人均住房价值 

分析 � 有城镇户口的居民为 �� ��� � � 元 � 农村户口的为 �� ��� � �� 

元 �Φ值为 � � ��� �  ⊃ ∩� � � ��� � 差异不显著 ∀ 

… 各职业居民的住房等级得分分别为 � 教师 � � �� �医生 � � � �� � 护士 

� � �� � 经商者 � � �� � 务农人员 � � �� � 打工者 � � �� ∀这些平均数的 ƒ 

检验值为 � � �� �  ⊃ ∩� � � ��� � 差异不显著 ∀ 从人均住房价值分析 � 

教师为 �� ��� � �� 元 � 医生 �� ��� 元 � 护士为 �� ��� � �� 元 � 经商者 

�� ��� � �� 元 � 全职务农者 �� ��� 元 � 打工者 �� ��� 元 ∀对平均数 

的 Φ检验 , Φ� � � ��� �  ⊃ ∩� � � ��� � 差异不显著 ∀ 

 从人均住房面积看 � 大专以上学历者 �� � � 平方米 � 高中或中专学 

历者 �� � � 平方米 � 初中学历者 �� � � 平方米 � 小学及以下者 �� 平 

方米 ∀ Φ检验值为 � � ��� �  ⊃ ∩� � � ��� � 从人均住房的市场价值分 

析 � 大专以上学历者 �� ��� 元 � 高中或中专学历者 �� ��� 元 � 初中 

学历者 �� ��� 元 � 小学及以下者 �� ��� 元 ∀ Φ检验值为 � � ��� � 

 ⊃ ∩� � � ��� � 差异不显著 ∀ 

 不同年龄组住房等级分 � �� 岁组 � � �� 分 � �� 岁组 � � �� 分 � �� 岁 

组 � � �� 分 � �� 岁组 � � �� 分 ∀ Φ检验值为 � � ��� �  ⊃ ∩� � � ��� � 每一 

年龄组人均所拥有的住房市场价值 � �� 岁组 �� ��� 元 � �� 岁组 �� 

��� 元 � �� 岁组 �� ��� 元 � �� 岁组 �� ��� 元 ∀ Φ检验值为 � � ��� � 

 ⊃ ∩� � � ��� � 每一年龄组人均所拥有的住房面积 � �� 岁组 ��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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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 岁组 �� 平方米 � �� 岁组 �� 平方米 � �� 岁组 �� 平方米 ∀ Φ 

检验值为 � � ��� �  ⊃ ∩� � � ��� ∀差异均不显著 ∀ 

↵ 单位房又称为单位福利房 � 有特定单位正式职工身份既有工作档 

案的职工�干部或工人�才可以享受这种房子 ∀员工只向单位缴纳 

象征性的租金 � 住房产权实行全民所有 ∀ 中央政府已经强制要求 

全国各城市在 ���� 年底停止这种住房的分配 � 尽管目前少数单位 

仍然在变相地分配这种房子给特定职工 � 但是单位房逐步成为了 

一种历史 � 商品房在公开房地产市场上 � 它的特点是价格高 � 而且 

价格上升的速度快 � 祖传房就是居民以继承的方式获得的房子 � 自 

建房就是居民自己亲自买地 !买材料 !请建筑工人修建的房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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