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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美国后工业社会
黑人阶层分化研究

石光宇
内容提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二战后美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蓝

领工人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阶层结构，也出现了相应的变迁和结构性重组。同时，笼罩
在种族主义阴霾下的美国黑人，也产生了阶层分化的现象，即一部分黑人步入了中上阶
层，而另一部分黑人却被固化在了社会底层。而黑人中上阶层和黑人底层阶层之间，既存
在着族裔上和文化上的包容与认同，又出现了阶级上和经济上的分化与冲突。

关键词　 美国黑人　 阶层分化　 后工业社会　 经济全球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全球移民等因素的影响下，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
了诸多的变化，社会阶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迁。而作为美国少数族裔典型代表的美国黑人①，也出
现了阶层分化的现象，一部分黑人向上流动，逐渐融入了以白人为主体的主流社会当中，另一部分
黑人却被固化在社会底层，受到经济和族裔的双重压迫。因此，在美国后工业化时代，黑人再一次
处在了历史的转折之中。

该类问题国外学界已有相关研究，例如，班尼特·哈里森（Ｂｅｎｎｅｔｔ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和露西·戈勒
姆（Ｌｕｃｙ Ｇｏｒｈａｍ）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黑人工资待遇不平等加剧与黑人中产阶级出现》一文中指出，
在美国产业结构变化的作用下，底层黑人和中产阶级黑人都有所增加。②肯尼思·Ｌ．库斯
莫（Ｋｅｎｎｅｔｈ Ｌ． Ｋｕｓｍｅｒ）在《二战后非裔美国人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生活》一文中，阐述
了二战后美国黑人由农村迁徙到城市后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以及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
境。他认为，引发黑人失业率升高，不仅是因为产业结构上的变化，还夹杂着种族歧视上的因素。③
马库斯·亚历克西斯（Ｍａｒｃｕｓ Ａｌｅｘｉｓ）在《非裔美国人经济地位５０年评估（１９４０—１９９０）》一文中，进
一步分析了黑人经济地位的变化情况。④另外，还有许多学者从种族主义、“隔都化”、就业和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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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美国后工业社会形成研究（１９４５—２０００）”（批号：１８ＢＳＳ０１３）的阶段性
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美国黑人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ｌａｃｋ或非裔美国人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是指从北美殖民地时期开始，从非洲移民北美的非洲人后裔或移民美
国的非洲人。一般情况下，美国黑人和非裔美国人可通用，例如：在Ｃｅｃｉｌｉａ Ａ． Ｃｏｎｒａｄ，Ｊｏｈｎ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Ｐａｔｒｉｃｋ Ｍ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ｅｄｓ，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Ｕ．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Ｉｎｃ．；Ｗａｙｎｅ Ｍ． Ｂｌａｋｅ，Ｃａｒｏｌ Ａ． Ｄａｒｌｉｎｇ，“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２４，ｎｏ． ４，１９９４等文献中。但美国黑人与非裔美国人在使用上也存在一定差异，非
裔美国人更侧重族裔来源，美国黑人更侧重肤色和社会地位，本文中均使用美国黑人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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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对美国黑人进行研究①，笔者不再逐一阐述。国内亦有学者关注美国黑人问题②，但著述较为
有限。总体来说，仍缺少经济全球化的视角，对美国后工业社会黑人阶层分化问题进行分析。笔者
尝试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并借鉴经济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的相关理论，从经济全球化和美国后
工业社会产业结构变化的角度，对美国黑人阶层分化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美国后工业社会阶层变迁
社会阶层或阶级的相关定义会依据人们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文化传统、政治环境、种族结

构、历史背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因素进行的综合考量。马克斯·韦伯曾指出，阶层是指处于同样阶
层状况的所有人。韦伯认为，阶层地位的流动性和稳定性千姿百态③，社会阶层处在不断流动和变
迁之中。社会阶层把社会分成一个等级的序列，每一阶层的人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且常与其
他阶层发生冲突，该群体在社会等级中居于其他阶层之上或之下。阶层的分化古已有之，分层的哲
学可以追溯到古代，但正式建立系统的阶层理论始于１９世纪，而社会的根本变迁是阶层间冲突的
产物。④因此，有多种因素制约和影响着阶层或阶级的形成，阶层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阶层冲
突和流动性导致了社会的变迁。

美国中产阶级（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形成较早，在美国工业化之前便成为社会的主体，其中包括自由农场
主、小企业主和店主等，占据美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工业化时代，工人中产阶级成为美国社会结构的
主体。二战后，随着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工人阶级的减少和分化，出现了以服务产业为导向的新
中产阶级。丹尼尔·贝尔指出，在美国后工业化时代，服务产业逐渐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⑤
服务产业就业人数的增多，意味着美国白领的增多。同时，专业和技术人员不断增多，且超过低技术岗
位的工人。美国白领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打破了１９世纪以来对企业主和雇佣劳动者的阶层划分。正
是这样一个白领世界，才能够让我们寻觅到了２０世纪美国社会的基本特征。⑥ 当然，美国幅员辽阔，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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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石光宇：《２０世纪全球移民视野下纽约“隔都”现象研究》，载《世界民族》，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美〕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经济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３—１４页。
〔美〕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Ａ．卡尔著，彭华民、齐善泓译：《美国阶级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４—５页。
丹尼尔·贝尔曾预测，美国将成为服务业部门雇佣劳动力占就业总人数一半以上的国家。美国将是第一个服务性经济的国家，是第一

个大多数人既不从事农业生产，也不从事工业生产的国家。他认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约有６０％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到１９８０年将有７０％的
人从事服务业。他指出，在美国工业社会中，半熟练工人是劳动力中最大的一部分。到１９５６年，美国职业结构中的白领工人人数，第一次超过了
蓝领工人。到１９７０年，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的比例超过五比四。丹尼尔·贝尔还指出，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
技术形成的。如果资本和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美〕丹尼尔·贝尔著，高括等译：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９—１７页。

〔美〕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Ａ．卡尔著，彭华民、齐善泓译：《美国阶级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导言第１页。



地区产业结构变化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① 但无论是美国“锈铁带”还是“阳光带”，都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产业结构转型，同时以工人中产阶级为主体的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变迁。

二战后，美国产业结构变化主要体现在去工业化与后工业经济集聚上，有多种因素导致该现象
的产生。首先，经济发展周期是美国产业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且促使传统工业让位于新兴产业。
其次，科技进步是美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科技进步是工业化的推动力，也是去工业
化的推动力，同样作用于后工业经济的发展与集聚。最后，国际竞争是迫使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又
一重要原因，欧洲、日本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兴，对美国的工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得美国
失去了原有的竞争力和控制力。②但无法否认，经济全球化始终是美国去工业化和后工业经济集聚
的前提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美国各产业被纳入全球价值链之中，成了全球价值链重要的
节点。经济全球化的多维力量推动了美国多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变，也触发了一个新的、严重分化的
职业结构，包括高工资的信息技术产业和低工资的服务行业，以及蓝领制造业岗位的减少等现
象。③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美国有众多工厂倒闭或迁徙海外。因此，经济全球化诱发了美国去
工业化进程，同时也导致了美国失业率升高及社会阶层结构变迁。

近年来，尽管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但美国经济始终保持着迅猛增长的势头，至２１世纪初美国
所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相比约增长７０％。④虽然美国许多地区发生了去工
业化的现象，但受生产技术改进及生产率提高等因素的影响，生产总量随之增加。当时的美国比之
前更富有，然而美国中下阶层工资待遇的增长速度远落后于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换言之，美国虽
然经济增长迅猛，但贫富差距却越来越明显。因此，经济增长不仅没有给中下阶层带来更多的福
利，而是让他们生活压力变得更大。在１９７９年，美国最富有的前５％家庭平均收入，是美国后五分
之一家庭平均收入的１１倍，至２００７年该比例增长到了２２倍。显而易见，中下阶层的工资和时间被
双重压榨。他们试图得到政府和国会的帮助，希望付出能得到回报，生活能有保障，孩子能有人照
顾，梦想能够实现。⑤然而，美国政府和国会所出台的政策并未彻底解决中下阶层所面临的困难，也
无法改变中产阶级工人趋于两极分化的现状，更无法阻止大部分中产阶级工人趋于贫困化，及涌向
社会底层。迈克尔·斯宾塞（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ｐｅｎｃｅ）认为，在国际供应链重置的作用下，全球的商品价格、
工作模式和工资待遇都受到了影响。经济全球化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改变全世界各经济体的结构，
对不同群体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中，就业机会和收入正在被重新分配。美国政策制
定者曾认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呈现正向关系。当然，以往美国经济的表现也证实该假设的正确性。
但如今的全球经济结构演变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开始分化。世界
新兴经济体变得更有竞争力，特别是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如半导体和信息技术等行业。其
结果是，美国工人在收入和就业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拥有更多的机会，
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则面临失业和收入停滞的困境。⑥因此，在全球供应链重置的作用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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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不断减少，而西部和南部地区制造业缓慢增长。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出现了明显的去工业化
（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进程，被称为“锈铁带”（Ｒｕｓｔｂｅｌｔ）。而西部和南部由于保持着工业化增长的势头，及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产业的集聚，
被称为“阳光带”（Ｓｕｎｂｅｌｔ）。因此，美国的经济重心也出现了由东北部和中西部向西部和南部转移的迹象，产业空间结构发生了相应的
变迁。

石光宇：《美国去工业化与后工业经济的形成》，载《辽宁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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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ｗｅｎｅｄｓ”，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ｕｓｔ Ｂｅｌｔ Ｆｒｏｍ Ｐｒｅｅｍｉｎｅｎｃｅ ｔｏ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ｔｏ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Ｋａｌａｍａｚｏｏ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２０１４，ｐ． ２３．
Ｅｉｌｌｅｎ Ａｐｐｅｌｂａｕｍ，“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ｖｏｌ． ５０，ｎｏ． ３，２００７，ｐ． ４３．
Ｅｉｌｌｅｎ Ａｐｐｅｌｂａｕｍ，“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ｖｏｌ． ５０，ｎｏ． ３，２００７，ｐ． ４４．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ｐｅｎｃｅ，“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Ｔｈｅ Ｄｏｗ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９０，ｎｏ． ４，２０１，ｐ． ２９．



国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迹象。美国工人中产阶级的阶层分化，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分配不
均及其结构性问题的产物。所以，如何保持经济增长及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体地位，是当今美国面临
的重大难题。

尽管，美国阶层变迁由众多因素共同促成，但经济因素的影响力最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
中，经济全球化对美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全球化是空洞且抽
象的词汇，具体体现在贸易自由化、资本全球化和生产分散化等方面。而跨国公司在实现贸易自由
化、资本全球化和生产分散化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不仅是全球价值链形成的
重要因素，也是离岸外包的主要行为体。所以，跨国公司对美国经济增长和阶层分化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跨国公司在刺激美国经济增长，拉大贫富差距等方面起到了双重的作用。在跨国公司的作
用下，美国以凯恩斯理论为基准的经济政策被打破，跨国公司的利益与美国国家利益存在着很大的
分歧。跨国公司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当然跨国公司对利益的追逐，客观上刺激了美国的经济增
长。但美国政府同时也关注居民收入增长、中产阶级阶层壮大以及国内经济竞争力增强等社会问
题。①尽管，跨国公司刺激了美国经济繁荣，但也导致了美国大量的中产阶级工人失业。在跨国公
司的作用下，美国许多工厂迁徙海外，大量产业工人失去工作，导致美国工人中产阶级成员结构发
生了变化。美国工人中产阶级结构性变化，使得社会中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分流出来的工人，
一部分向上流动，步入中上层社会，另一部分工人陷入社会底层。与此同时，在美国社会中也形成
了从事服务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白领中产阶级。但白领中产阶级的增多，无法有效掩盖美国大
量居民因产业结构调整所导致的贫困化趋势。据统计，１９７９年美国贫困线以下就业人数占总就业
人数的２５． ７％，１９８７年占３１． ５％；１９７９年贫困线三倍以上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１４． ２％，
１９８７年占１２． ７％。②在此期间，美国低收入人数增多了，中高收入的人数减少了。不难看出，美国的
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了，中下阶层同上层阶层的差距进一步加大了。

在美国后工业社会，少数族裔阶层分化现象更加明显。以美国黑人为例，少部分黑人步入中产
阶级及以上阶层，大部分黑人始终处于底层阶层。美国后工业社会阶层变迁又与美国产业结构变
化密切相关。美国的后工业产业吸引了大量的黑人劳动力，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从事着高技术含
量的工作，收入相当可观，经济生活也得到了改善，而从事低技术含量工作的黑人和长期或间歇性
失业的黑人群体，收入非常微薄，始终在贫困线下苦苦挣扎。并且，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在美
国后工业社会，种族主义和阶层分化现象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使得更多的黑人不得不面临族裔和
阶级的双重压迫。

二、种族主义背景下的美国黑人
国内外学界学者对美国种族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形成的背景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有两种主要的

思想流派，第一种是原始主义的观点，认为种族是人类固有的；第二种是情境主义的观点，认为种族
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下，由社会构建的实体。③当然，无论哪种观点对种族主义产生的
根源更具阐释力，美国种族主义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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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种族主义①主要表现在白人对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的歧视、排斥和隔离。种族主义的
思想似乎可以追溯的殖民地时期，但该词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才出现，意为种族有优劣之分，而持有
种族主义思想的人认为他们优越于其他族裔。关于种族主义的定义也各不相同，学者从宗教信仰、
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不同的角度进行界定。与此同时，种族的界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因此，种族主义的概念也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同。例如，白人认为种族歧视是个人行为，而黑人
却常常把它当成共同的经历。②

美国的种族主义有其历史渊源，主要体现在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和排斥。③抵制黑人的思想
（ａｎｔｉＮｅｇｒｏ ｔｈｏｕｇｈｔ）不仅是一种观念，更是植根于美国白人思想中的一种情感④，且世代相传，没有
因为黑人奴隶获得解放而终止，也没有因为民权运动而消失。在美国后工业社会，尽管白人的种族
主义行为变得隐晦，但种族歧视已变成了一种习惯，一种传统，甚至白人无法明确地表达歧视黑人
的理由。所以，在美国所有种族歧视中，白人对黑人的歧视最悠久，也最典型。从某种角度上看，抵
制黑人的思想等同于白人的种族主义。⑤

种族主义思想产生于白种人到达美洲的伊始，甚至有学者认为，种族主义思想是欧洲中世纪阶
级意识的产物。例如，卡伦·库普曼（Ｋａｒｅｎ 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认为，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政策，特别是用武
力征用部落土地的决定，与其说是民族中心主义的产物，不如说是英国阶级意识的产物。更多的学
者认为，美国的种族主义是奴隶制度的残留，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ｌａｖｅｒｙ）一书
中，埃里克·威廉姆斯（Ｅｒｉｃ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对这一解释进行了经典的阐述，他认为奴隶制并非种族主义
的产物，相反，种族主义是奴隶制的结果。⑥这也可以佐证，美国黑人奴隶制是种族主义思想产生的
根源的学术观点。

美国黑人不仅是美国少数族裔的典型代表，且人数众多。在１９９１年，美国的黑人人口总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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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是种族主义形成的基础。英文ｒａｃｅ和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都可译成种族，但表意有所差异。马辛尼（Ｍａｃｉｏｎｉｓ）指出，ｒａｃｅ是指生理层
面的族裔群体，而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多指拥有共同文化特征的族群。不过，无论ｒａｃｅ或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都是构成美国社会种族主义观念的基础，即指以
白种人为核心的族裔群体处于优势地位，而少数族裔群体处于从属地位。因此，社会建构（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中的族裔（ｒａｃｅ ｏｒ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将成为种族主义的基本核心内容。Ｂｌａｎｃｈｅ Ｋａｂｅｎｇｅｌｅ，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ｗｏ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ａｃｉｓｍ，Ｍ．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ｉｎｉｃｉｎｎａｔｉ，２００３，ｐｐ． ４５ － ４７． 依据博尼拉·席尔瓦（Ｂｏｎｉｌｌａ Ｓｉｌｖａ）的种族三段论（ｔｒｉｒａｃ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美国种族分为不同的等级。白色人种
类（Ｗｈｉｔｅ Ｒａｃｉ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在级别顶端，包括白人（Ｗｈｉｔｅｓ）和东亚人（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ｓ）等。黑色人种类（Ｂｌａｃｋ）在族裔底层，包括黑人（Ｂｌａｃｋｓ）
和东南亚人（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ｓ）等。名誉上的白人（Ｈｏｎｏｒａｒｙ Ｗｈｉｔｅ）居于中间，他们有希望融入白色人种类，但还没有获得同等的地位，包
括亚洲人（Ａｓｉａｎｓ）等。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ｓａｏ Ｉｓｈｉｍｏｔｏ，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ａｙ：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２０１８，ｐｐ． １６ － １７． 当然，种族的概念在美国也不是一层不变的。依据欧米（Ｏｍｉ）和怀
南特（Ｗｉｎａｎｔ），种族是社会建构的身份，族裔种类受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等影响。族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Ｋａｒｅｎ Ｍ．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ａｃｅ Ｃａｒ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ＲｅｖｅｒｓｅＲａｃｉｓ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ｂａｔｅ，Ｋ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 ４．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Ｈｏｆｓｔｅｉｎ Ｇｒａｄｙ，Ｒａｃｉｓｔ ｏｒ Ｎｏｔ Ｒａｃｉｓ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ｃｉｓ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２０１５，ｐｐ． ５ － ６．

〔美〕温斯洛普·乔丹（Ｗｉｎｔｈｒｏｐ Ｊｏｒｄａｎ）在其著作《白人征服黑人：美国人对黑人的态度，１５５０—１８１２》中指出，英国人在奴隶贸
易之前，似乎对非洲人就有偏见。在英国人眼里，黑人是邪恶、死亡、道德败坏的同义词。在北美，黑人甚至被看作非人类。１８５７年，美
国首席大法官罗杰·塔尼（Ｒｏｇｅｒ Ｔａｎｅｙ）在德瑞得·斯科特判决（Ｄｒｅｄ Ｓｃｏｔ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中说，黑人无需得到白人的尊重。Ｍｅｌｖｉｎ Ｄｒｉｍｍｅｒ，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ａｃｉｓｍ”，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ｖｏｌ． ４，ｎｏ． ３，１９７１，ｐ． １８． 同时，典型种族主义（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Ｒａｃｉｓｍ）的
概念最能表达白人对黑人种族歧视的问题，其主要体现在：认为黑人收入低是由于缺乏敬业精神；认为黑人从白人那里索取的多，付出
的少；认为种族歧视已经不是严重的问题；认为黑人在很多领域一直在享受不该享受的优惠待遇，例如，在学校和工作地点。Ｐａｔｒｉｃｋ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Ｒｏｃｋ，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Ｒａｃｉｓｍ ｉ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ｓ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Ｂｉａｓ ａｍｏｎｇ，ａｎ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Ｌａｔｉｎ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２０１６，ｐｐ． ７ － ８．

Ｍｅｌｖｉｎ Ｄｒｉｍｍｅｒ，“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ａｃｉｓｍ”，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ｖｏｌ． ４． ｎｏ． ３，１９７１，ｐ． １７．
Ｄｅｖａｈ Ｐａｇｅｒ ａｎｄ Ｈａｎａ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ａｃｉａｌ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Ｈｏｕｓｉｎｇ，Ｃｒｅｄｉｔ，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ｐｐ． １８２ － １８３．
Ｊａｓｏｎ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ｐ． ２９ － ３３．



为３１００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１３％，约有７７０万个家庭①，至２０００年，美国人口总数约为２． ８亿
人，白人人口总数约为２． １亿人，黑人人口总数约为３４５６． ８万人，印第安裔人口总数约为２４７． ６万
人，亚裔人口总数约为１０２４． ３万人，其他少数族裔人口总数约为１５３５． ９万人。②从统计数据中不难
看出，黑人在各少数族裔群体中人数最多。同时，在美国种族矛盾之中，白人与黑人的矛盾也最
尖锐。

威廉姆·朱利叶斯·威尔逊（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ｕｌｉｕｓ Ｗｉｌｓｏｎ）认为，美国黑人经历了三次历史性转变。
在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下，每个阶段体现出不同的种族分层结构（ｒａ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第一个阶段是南北战争前及战后早期阶段，被认为是种植园经济（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和种族压迫时期（ｒａｃｉａｌｃａｓｔｅ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第二个阶段开始于１９世纪后２５年，结束于新政时期
（Ｎｅｗ Ｄｅａｌ Ｅｒａ），被认为是工业扩张、阶级冲突和种族压迫时期。第三个阶段开始于二战后，被认
为是从种族不平等到阶级不平等的过渡时期。③在前工业化时代，所有黑人的经济地位几乎是一样
的。在工业社会，美国黑人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分化，到后工业社会经济地位分化更加明显。黑人中
产阶级的发展伴随着从前工业体系到工业体系，再到后工业体系的转变。尽管部分黑人通过提高
教育，改变职业和增加收入而步入了中产阶级行列。但是，只要黑人中产阶级地位被种族主义所制
约，黑人仍在社会中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那么，族裔地位依旧是牵制黑人向上流动的重要因素。

当然，产业结构变化对黑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美国后工业社会，
工业企业大量减少，许多黑人处境困难。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和５０年代，经济的快速增长，掩盖了北方
去工业化的进程。在此期间，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着北方城市经济，工厂迁徙郊区、农村或海外。因
为自动化的普及，以及对老工业基地投资的减少，企业主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而增加工时。④ 托马
斯·萨格鲁（Ｔｈｏｍａｓ Ｓｕｇｒｕｅ）对底特律的研究表明，因为种族歧视的原因，广泛的产业结构调整对
黑人的影响大于对白人的影响。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和５０年代初期，黑人很少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技
术，或步入白领阶层。即便某些黑人达到了录用的标准，仍有可能因肤色上的差异而不被录用。在
６０年代中期，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在工厂和公司之中依旧随处可见。肯尼斯指出，在产业结构
变化的作用下，大量黑人失去了就业机会，许多黑人从南方迁徙到北方城市，也意味着失业。以伯
明翰为例，在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间，黑人钢铁工人工资待遇比白人少很多。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在底特
律等城市，黑人失业率是白人的两倍多。⑤ 因此，在美国后工业社会，许多黑人受到了增加工时和
缩减工资的双重压迫，更难做到和白人同工同酬。尽管民权运动对美国黑人的社会地位提升和消
除种族歧视有一定的帮助。但在美国后工业化时代种族主义依然存在，特别是对黑人底层阶层有
着很大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及商业发展周期等因素的作用下，美国后工业社会失业率呈现出波浪式上升趋
势。表１为１９７０年至２００３年，美国白人和黑人失业率对比情况。从表１中可以看到，美国１９７０年
白人失业率为４． ５％，黑人失业率为９． ４％，黑人失业率远高于白人。美国１９７０年后的去工业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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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Ｗａｌｔｅｒ Ｒ． Ａｌｌｅｎ，“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Ｈｏｐ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ｕｍ，ｖｏｌ． １０，ｎｏ，４，１９９５，ｐ． ５７３．
Ｕ． Ｓ． 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２００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２００２，ｐ． ２６．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ｕｌｉｕｓ Ｗｉｌｓｏｎ，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ａｃｅ：Ｂｌａｃｋ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ｉｃａｇｏ，２０１２，ｐ． １２．
马克斯·韦伯曾指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有效办法是减少工资，而不是增加工资。生产量会随着工资的降低而增加。因为工人

在低工资的状态下，会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德〕马克斯·韦伯著，刘作宾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作家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第４２—４３页。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Ｌ． Ｋｕｓｍｅｒ，“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Ｓｉｎｃ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ｒ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 ２１，ｎｏ． ４，１９９５，ｐｐ． ４６６ － ４６７．



程导致了大量的工人失业，至１９８０年美国失业率升至最高点，白人为６． ３％，黑人为１４． ３％。此
后，美国各地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产业结构调整，至２０００年，美国失业率降至此阶段最低点，白人
为３． ５％，黑人为７． ６％，至２００３年，失业率略有回升，白人为５． ２％，黑人为１０． ８％。在产业结构变
化及种族主义的双重作用下，黑人的失业率始终远高于白人。

表１　 １９７０—２００３年美国白人和黑人失业率①　 （单位：％）

人
年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白人 ４． ５ ６． ３ ４． ８ ４． ９ ３． ５ ４． ２ ５． １ ５． ２
黑人 ９． ４ １４． ３ １１． ４ １０． ４ ７． ６ ８． ６ １０． ２ １０． ８

帕特里克·梅森（Ｐａｔｒｉｃｋ Ｌ． Ｍａｓｏｎ）也曾指出，在１９７４—２０００年期间，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
在工资和就业等方面有所扩大，尽管黑人在争取教育机会平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消除劳
动力市场上的种族歧视方面却是失败的。如今黑人和白人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至少有一半是由于
劳动力市场上的种族歧视所引起的。②因此，种族主义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公正待遇，由于族
裔不同，劳动者的待遇也存在着差异。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尽管部分黑人在接受教育和争取就业机会等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大多
数黑人的经济地位一直停滞不前或恶化。如前所述，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和排斥有其历史渊源，虽然
黑人早已摆脱了奴隶的身份，但在许多白人眼里，黑人始终是低下族群。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不仅来
自族裔上的差异，同时受到经济和阶级的影响，因为对于白人来说，种族主义似乎是有利可图的。
所以，美国后工业社会的种族主义思想和种族歧视的行为，对黑人依然产生着很大的影响。

三、美国后工业社会黑人两极分化
在美国后工业社会，产业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黑人也趋向了两极分化，

一部分黑人步入了中产阶级及以上阶层，更多的黑人仍滞留于贫困的社会底层。有的学者指出，黑
人更需要平等的机会，只要有平等的机会，黑人就能凭借自身的能力步入中上阶层。也有学者认
为，黑人的贫困化与历史遗留问题及自身努力不足存在着必然联系。笔者认为，对美国黑人的研究
不可一概而论，无法否认，在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作用下，一部分黑人步入了中产阶级及以上阶层，
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且出现了与白人种族融合的迹象。然而，始终有大量黑人被
固化在美国底层社会，且受到了经济和族裔的双重压迫。所以，在各种因素交织作用下，美国后工
业社会黑人出现了阶层分化的现象。

美国后工业社会黑人阶层分化，不仅体现在黑人中产阶级同底层黑人之间，在经济状况、社会
地位、消费观念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差异，还体现在空间位置上的分离。美国黑人中产阶级的产
生，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在美国后工业社会，种族主义变得隐晦。在反种族主义者的努力下，黑
人获得了更多平等的机会，为部分黑人步入中上阶层铺平了道路。在反种族主义者及有色人种协
会（ＮＡＡＣＰ）的作用下，美国出现了种族融合的迹象，且北方的种族融合比南方快。③由于美国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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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资料来源：Ｕ． Ｓ． 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２００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ｐ． ３７２．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Ｌ． Ｍａｓｏｎ，“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Ｒａｃｉａｌ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ｅｄｓ．）ｉｎ Ｃｅｃｉｌｉａ Ａ． Ｃｏｎｒａｄ，Ｊｏｈｎ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Ｐａｔｒｉｃｋ Ｍａ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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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义与阶层分化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使得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在不同阶层之间产生了差异，
导致黑人的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民权运动的作用下，美国黑人在受教育和就业等方面受到了更
多的法律保护。例如，《保护工会法》（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Ｕｎｉｏ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和《平等就业法》（Ｅｑｕ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为黑人就业提供了法律保护，使得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有机会步入中产阶
级的行列。①在美国后工业社会，黑人受教育程度提升，为他们获得高收入职业提供了保障。

表２　 １９６０—２００７年全美、白人和黑人高中以上学历比例②　 （单位：％）

人
年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全美 ４１． １ ５２． ３ ６６． ５ ７７． ６ ８１． ７ ８４． １ ８５． ２ ８５． ２ ８５． ５ ８５． ７
白人 ４３． ２ ５４． ５ ６８． ８ ７９． １ ８３． ０ ８４． ９ ８５． ８ ８５． ７ ８６． １ ８６． ２
黑人 ２０． １ ３１． ４ ５１． ２ ６６． ２ ７３． ８ ７８． ５ ８０． ６ ８１． １ ８０． ７ ８２． ３

表３　 １９６０—２００７年全美、白人和黑人大学以上学历比例③　 （单位：％）

人
年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全美 ７． ７ １０． ７ １６． ２ ２１． ３ ２３． ０ ２５． ６ ２７． ７ ２７． ６ ２８． ０ ２８． ７
白人 ８． １ １１． ３ １７． １ ２２． ０ ２４． ０ ２６． １ ２８． ２ ２８． ０ ２８． ４ ２９． １
黑人 ３． １ ４． ４ ８． ４ １１． ３ １３． ２ １６． ５ １７． ６ １７． ６ １８． ５ １８． ５

表２表明，从１９６０年至２００７年全美接受高中教育的比例明显提升，其中黑人最为明显，１９６０
年只有２０． １％的黑人上过高中，到２００７年有８２． ３％的黑人上高中，几乎赶上了全美平均比例。从
表３中也可以看出，从１９６０年至２００７年间，黑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在逐渐增加，１９６０年
为３． １％，至２００７年增加到了１８． ５％。

在美国后工业社会，黑人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利，并且，担任主要行政职务，例如市长等。以亚
特大为例，１９７３年梅纳德·杰克逊（Ｍａｙｎａｒｄ Ｊａｋｓｏｎ）当选第一任黑人市长。黑人当选市长，对美国
黑人劳动力结构变化有着一定的影响，在１９７０年黑人劳动力占亚特兰大总劳动力的３８． １％，行政
人员占该城市行政人员总数的７． １％，专业技术人员占该城市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１５． ２％，到１９７８
年，上述比例分别增长到了５５． ６％、３２． ６％和４２． ４％。④研究表明，美国后工业社会黑人政治权利不
断扩大，且对黑人就业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对黑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提升也有很大的
帮助。

在美国后工业社会，黑人就业结构变化是导致部分黑人步入中产阶级的又一重要原因。从产
业结构变化的角度来分析，美国后工业社会服务产业不断增多，且大量集聚在中心城市，为黑人提
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特别是为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获得高收入职业提供了契机。因此，从事白领
工作的黑人不断增多，从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７２年，黑人从事白领工作的比例从１６％增长到了４５％。⑤以
黑人女性为例，民权运动后，大量黑人女性离开家政服务行业，从事秘书、职员、打字员和速记员等
文职工作。黑人女性之所以有机会从事文职工作，与美国后工业产业繁荣有着密切的联系，黑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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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填补了许多服务产业的职位空缺。在美国后工业社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女性比白人女性
更有可能成为白领中产阶级。因此，产业结构变化为美国黑人，特别是黑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就业
机会。

在美国后工业社会，黑人收入结构的变化，也是促使黑人中产阶级形成的重要因素。黑人家庭
收入中位数自１９４７年以来一直在上升。到１９９１年，黑人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为３３３１０美元，而白人
家庭收入中位数为４１５１０美元。二战后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黑人家庭收入低于贫困水平的比例有
所下降，从１９５９年的４１％下降到１９７４年的１５％。但到１９９１年，贫困线以下的黑人家庭的数量再
次飙升，上升到了３２％。不过，黑人高收入家庭的比例也急剧增加。① 以上研究表明，美国黑人高
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同时增加。
２０世纪的黑人城市化和郊区化进程都是导致黑人中产阶级出现及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２０

世纪初期开始，在工业化进程的作用下，黑人出现了空间位置转移，由南部农村向东北部城市迁徙，
且集聚在城市之中，使得黑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
因为许多黑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有所提升，导致大量黑人中产阶级离开了中心城市，离开了落
后的黑人群体②，离开了衰败的“隔都区”，产生了黑人郊区化的迹象，并且，向郊区迁徙的黑人试图
同白人中产阶级进行融合。黑人中产阶级向郊区的迁徙，是黑人中阶级同底层黑人空间分离的重
要表现形式。

所以，在美国后工业社会，由于种族矛盾相对缓和，部分黑人的经济地位提升、政治权利扩大及
向郊区进行迁徙等因素的作用，使得他们步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实现了中产阶级梦。

另外，美国黑人中产阶级的出现，对黑人消费结构变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黑人中产阶级的
增多，带来了黑人购买力的急剧上升。２００２年，美国黑人的购买力达到了６４５９亿美元，占美国总
购买力的８． ５％。从美国消费的增长幅度来看，在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２年期间，白人的购买力增长了
６７． ２％，而黑人的购买力增长了１０４％。③ 同时，黑人购买力的增强，也进一步提升了黑人群体的经
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黑人领导曾指出，黑人的经济实力最终将为黑人带来更大的政治权利。④ 当
然，黑人若想进一步提高经济和社会地位，消费结构仍需做进一步调整。例如，在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１
年期间，黑人在酒精、饮料和香烟上共花费了２７１亿美元，在书籍和计算机等用品上只花费了９５亿
美元，在服装和服务上花费了１３５２亿美元，在教育上只花费了１９６亿美元。⑤ 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
出，美国后工业社会黑人中产阶级增多，不仅提高了黑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还提升了黑人的
消费水平，扩大了黑人的政治权利，同时也是美国民权运动的重要成果。

尽管黑人中上阶层的人数不断增多，然而始终有大部分黑人滞留或流向了底层社会。另外，美
国的阶层分化与种族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使得底层黑人面临着阶级和族裔的双重压迫。巴
里·布鲁斯通（Ｂａｒｒｙ Ｂｌｕｅｓｔｏｎｅ）等学者研究发现，由于产业结构变化，劳动力市场对蓝领（ｂｌ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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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ｌａｒ）工人的需求量减少，使得雇主对低学历和居住在中心城市的黑人劳动力需求量减少。① 因
此，在美国中心城市出现了人数众多的黑人底层阶层。

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认为，１９７０年后，美国经济结构变化对黑人影响很大。威尔逊指出，
市中心“隔都区”内的贫困、失业、犯罪等现象不断增多。一方面，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高科技产
业增多，郊区工作需要技术，对中心城市的黑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威尔逊和其他底层阶层学者认
为，空间和教育上的不匹配，减少了贫穷黑人的就业机会，同时大量的中产阶级离开市中心，改变了
中心城市的人口结构。并且，大量移民涌向中心城市，使得黑人跟不上欧裔和亚裔的脚步了②，因
此给底层黑人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变化始终是黑人底层阶层
形成的主要因素。黑人男性比白人男性对商业周期的波动更敏感。也就是说，黑人男性在经济衰
退时最先被解雇，但在经济复苏时却最后被雇佣。③同时，产业结构变化对黑人女性就业也有着很
大的影响。很多黑人女性处在社会经济的最底层。她们的工资比白人男性、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
都要低。因此，经济因素是美国后工业社会黑人底层阶层形成和扩大的主要因素。

但经济因素并不是黑人底层阶层形成的唯一因素。种族歧视对黑人底层阶层形成同样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种族主义与阶层分化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当然，种族主义不仅对底层黑
人奏效，它似乎贯穿着黑人的所有阶层，但对底层黑人的影响最强烈。因此，黑人底层阶层的形成
并非客观的结构性变化，还夹杂着种族主义的因素。如果说传统的种族隔离和歧视形式在当代美
国基本上已经消失了，那将是目光短视的。在各种社会场所和机构中，例如居民区、私人俱乐部等，
仍然坚决抵制黑人的存在。然而，从经济角度来分析，在决定黑人获得特权和权利方面，阶级似乎
比族裔更重要。因此，许多有才华和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在获得声誉和富有影响力方面往往超过
白人。同样明显的是，黑人底层阶级正处于一种绝望的经济停滞状态，越来越落后于美国社会上的
其他族裔。④尽管美国白人的种族主义思想几乎贯穿于黑人所有阶层。但是，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
视，会因黑人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也就是说，白人对黑人中产阶级的种族歧视往
往会弱化，白人对黑人上层阶层甚至会产生超越族裔的认同，而对黑人底层阶层却始终存在着强烈
的排斥和歧视。因此，在产业结构变化和白人种族主义思想的双重作用下，美国黑人社会阶层出现
了分化迹象。

与此同时，黑人中产阶级郊区化与中心城市“隔都区”的形成，也对黑人底层阶层形成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底层黑人易于聚居在中心城市的“隔都区”内。在美国后工业社会，大量黑人中
产阶级不满足于中心城市衰败的社区环境，不断向郊区进行迁移。⑤而黑人底层阶层则被隔离于中
心城市的“隔都区”内。因此，在美国后工业社会，黑人中上阶层与黑人底层阶层，不仅出现了阶层
分化的趋势，同时也产生居住区隔离的现象。所以，黑人中上阶层和黑人底层阶层既存在着文化上
的内在联系，也产生了居住区上的外在分化，他们彼此之间既存在着族裔上和历史上的认同，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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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许多离开中心城市的黑人，也并没有进入白人中产阶级社区，而是居住在一个尴尬的地带，居民往往比他们生活水平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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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 ２１，ｎｏ． ４，１９９５，ｐ． ４８０．尽管，黑人中产阶级打破了阶级的藩篱，但想要同白人实现种族融合，仍然任重道远。



现了经济上和阶级上的分歧。
所以，在美国后工业社会，黑人尽管争取了很多平等的权利，但在很多方面仍然不能和白人平

起平坐。由于美国后工业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社会出现了极化的现象，劳动力市场对专业技术人员
和非技术人员的需求量同时增加，为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提供了择业的契机，但是更多的黑
人仍面临着失业和低收入的困境。因此，大部分黑人处于经济和族裔双重压迫之下。由于美国黑
人中产阶级及以上阶层的形成与底层阶层的扩大，黑人内部也出现了阶层分化的现象。

四、结 论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作为世界重要的经济

体，经济全球化既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成为美国二战后经济繁荣和快速发展的重要条
件，同时也给美国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美国的产业结构和社会阶层结
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产业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看，美国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进程，以制造业为主
体的经济体系发生了变化，取而代之的是后工业产业的不断繁荣。从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角度来
看，美国原有的工人中产阶级出现了分化，同时白领中产阶级不断增多，填补了工人中产阶级所留
下来的空白。

美国黑人作为美国少数族裔的典型代表，在产业结构变化的背景下，也产生了阶层分化的现
象。并且，产业结构变化对黑人的影响远大于白人。例如，在经济危机来临之时，许多黑人往往是
最先被解雇，经济复苏之时却又是最后被雇佣。因此，黑人对经济结构变化的表现会更加敏感。如
果说产业结构变化是导致美国白人阶层分化和中产阶级结构性变化的重要因素。那么，对于美国
黑人来说，影响他们阶层分化的不仅是产业结构变化，还夹杂着种族主义的因素。尽管在反种族主
义者的努力下，黑人获得了更多平等的权利，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也变得更加隐晦，但种族主义始终
困扰着黑人所有的阶层。当然，美国中上阶层黑人通过经济地位的提升，突破了阶级的藩篱。但他
们始终难以完全融入白人的主流文化之中，相反他们与底层黑人有着族裔上的认同。至于底层黑
人，更是受到经济和族裔上的双重压迫，，进一步地被隔离在了中心城市的“隔都区”内。

因此，经济全球化作用下的美国产业结构变化是黑人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而种族主义进一步
把贫困的黑人固化在了社会底层。所以，黑人中上阶层和黑人底层之间，既存在着阶级上的分化，
也保持着族裔上的认同。同时，黑人中上阶层的少数族裔身份使他们介于白人和底层黑人之间，成
为美国黑人群体融入白人主流社会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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