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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产阶级”：一元牛排没了
文 /袁原

科技进步造成“零工经济”平稳富足日子难再维系

! ! ! !在美国文化中，“中产阶级”原
本是一个闪闪发光的词汇，等同于
富裕、体面的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来，中产阶级成为勤奋工作的代
名词，暗示着赚大钱、出人头地的远
大前程。

而如今在美国，“中产阶级”这
个称呼似乎变了味，更容易让人联
想起无望的挣扎，与富裕、舒适的生
活无缘。

穷了还是富了
衡量标准却从来没有改变：大

房子、好车和良好教育，从衣着到娱
乐享有众多消费选择。如今，拥有智
能手机和大屏幕电视的美国人并非
少数。究竟是什么让人觉得难以维
持原来的中产生活了？
马里兰州小镇弗雷德里克居民

莫里斯·埃文斯认为，物价涨得厉害
是原因。“钱不值钱了，”埃文斯说。
他上世纪 !"年代在哥伦比亚特区
万豪酒店工作，年收入 ##$万美元。
当时物价是 % 美元就能点一份牛
排，手头宽裕。“现在人们挣的钱也
不过如此”，物价却一涨再涨。
就业市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以前每天打卡上班的人收入
宽裕，生活富足。如今，机器自动化
导致大批工人和写字楼白领失业，
学历成为用人单位看重的因素，“铁
饭碗”一去不复返。以自由撰稿人、
合同工和独立工作者为代表的“零
工经济”虽然难以提供就业安全，但
正显示出更加灵活、自由和富有创
造性的特点。
实际上，根据乔治·华盛顿大学

经济学家斯蒂芬·罗斯的分析，从饮
食、住房到教育，美国人的生活水平
非但没有退步反而提高了。官方统
计数据显示，自从 !"年代以来，美
国家庭平均收入增长 &'。
也有反对者称，美国家庭收入

增长是因为更多妇女加入职场，全
家有两个人在工作。关于通货膨胀
的抱怨不绝于耳。“自认中产的每个
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大学
学费可是跑赢了通胀，”研究不同阶
层收入的社会学家莱恩·肯沃西说。
即使如此，肯沃西也指出，美国

人的平均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
一个简单的标准足以说明问题。(&)*
年，美国人三分之二的收入用于购买
食品、衣服和房屋。到了 +*(,年，只
有不到五成收入用于同类消费。在
%&-!年至 +**-年期间，美国人均
寿命也延长 -年至 -!岁。

中产阶级少了
生活水平明明提高了，人们为

什么感觉所谓的中产生活方式难以
维系？问题的关键在于，中产阶级急
剧萎缩，导致美国社会阶层呈“哑
铃”状分布：两头是为数众多的中上
收入和低收入阶层，居中的中产阶
级占总人口比例越来越低。

如今在美国，学历几乎成了划
分社会阶层的新标志。皮尤研究中
心调查显示，在 +**!年，曾就读大
学但未取得文凭的美国人近四分之
一将自己归类为“低收入或更低收
入阶层”。如今，同一比例翻番，达
.-'水平。
然而，高学历只是通往中产阶

级的门槛，并不是确保高收入和中
产生活方式的“通票”。以旧金山一
所大学的副教授比尔德为例，身为
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她如今在两所
大学教书收入微薄，还不如 %$年前
当咖啡销售经理挣得多。
她说：“我喜欢这份工作，只是

工作条件太差了。”尽管住的是廉租
房，比尔德仍然要支付大笔房租，还
要还学生贷款，而且不知道工作合
同到期后校方是否还会续签。
职业前景不明，这是“零工时

代”从业者的共同忧虑。如今，相当
一部分美国劳动力处于“待命”状
态：合同工、自由职业者和临时工，
聘用结果总是临时通知。
不用朝九晚五工作，人们或许

享有更多闲暇，生活质量会有所提
高，但仅限于双亲家庭。“对不少家
庭而言，没有两份收入可是件大
事。”身为单亲母亲，心理健康咨询
师米歇尔·茹科夫斯基/塞林深有

体会。即使后来再婚，她和丈夫要兼
顾工作和家庭也忙得不可开交，而
且养育孩子似乎比以前费钱多了。
她女儿茱莉亚喜欢体操，每年

花在培训和比赛上的费用将近
)000美元。“我上学的时候，参加球
队活动可不要钱。”

+00!年经济危机以来，美国养
老和医疗等社会福利全面吃紧，进
一步加重中产阶级家庭负担。比尔
德说：“我只想要一点点就业安全
感，希望能够掌控人生。”
只要还每周两次在旧金山州立

大学教书，比尔德就有医疗保险。夏
天没课的时候，她不得不靠失业保
险过活。

心态需要调了
经济增长，似乎是改善中产阶

级境遇的唯一解药。然而，技术进步
和全球化浪潮的步伐不可逆转，美
国中产阶级唯有调整心态、认清现
实，才能摆脱这种因时代变化引发
的集体焦虑。
随着 +0%)年大选临近，中产阶

级境遇再度成为热门话题。不少专
家认为，此时正是重塑美国中产阶
级的大好时机。哈佛大学商学院学
者约瑟夫·富勒认为，技术学校和雇
主应该加强联系，培养工人可持续

谋职的技能，进入更高收入阶层。
专家呼吁，进一步发展教育和

创新产业，创造更多中高收入的工
作岗位，以改善两极分化严重的社
会构成。即使如此，随着技术进步，
朝九晚五的工薪族迟早要成为历
史。对于众多求职者，这既是挑战也
是机遇。
对于以前的工薪族而言，只要

找到一份可靠的工作，就能指望公
司照顾自己的生老病死。然而，俄亥
俄州的勒内·莱蒙塞利认为，人们本
来就该规划安排好自己的人生。
她说：“我父母的职业安全感绝

对比我强，他们就职于当地一家公
用事业公司。在那个时代，他们忠于
公司，公司也忠于他们。”

莱蒙塞利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她喜欢设计制作首饰，并在网络商
城出售。尽管起初收入不稳定，但多
年下来，她开发的多个系列产品销
售看好，如今生活安稳。

心理健康师茹科夫斯基/塞林
和丈夫特鲁瓦在密歇根州南部开了
自己的诊所。她认为，人们应该意识
到时代变了，美国中产阶级不可能
永远享有二战后那种优越生活，那
段时光“一闪而过，是不寻常的经
历”。特鲁瓦说：“二战后，婴儿潮出
现时，正是经济高速增长时。”

中产阶级
是美国社会的
中坚力量，是所
谓“美国梦”的
实践者。然而，
由于经济增长
乏力，越来越多
中产阶级抱怨
难以维持原有
生活水平，美国
社会的贫富分
化也愈发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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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转型
造成大批失业

! ! ! !随着上世纪 !" 年代重工

业产业日渐凋零$ 美国经济转

型$技术工人大批下岗$原来的

重工业城市失业高企& 一片萧

条$形成所谓的'铁锈地带()

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浪潮进

一步重塑美国社会构成) 机器

应用和外包服务导致大批白领

职员失业$ 只有难以被机器取

代的高技术职业和低技术含量

的工种有着旺盛的市场需求)

在 #!!万人口的马里兰州

小镇弗德里克$ 这种变化尤为

明显) 镇上中等收入平均水平

勉强高于全国水平$ 房屋所有

率则略低于全国水准) 镇上的

就业人群既包括西装革履的律

师$也有餐馆服务员)要在这里

找一份中等收入的工作可不容

易)原因在于$所谓"中等职业(

对学历的要求远远高于从前)

弗德里克社区大学在读生

凯莉*比利希迈耶说+"要想找

工作得有文凭)(她父亲连张高

中文凭都没有$ 但能靠编写电

脑程序和当保安谋生) 而她和

同龄人从入读大学选择专业开

始就得深思熟虑$ 规划未来的

职业安排)

美国中产阶级
面临多种压力

! ! ! !美国中产阶级感慨日子不

好过$除了物价涨得快的因素$

还缘于几个方面的压力+

医疗保险+ 在奥巴马政府

极力推行下$ 购买医疗保险的

美国人比例显著增长)然而$由

雇主缴纳医保费用的人数却持

续减少$ 加上购买处方药时需

支付的定额手续费增加$ 美国

人家庭用于医疗的实际支出平

均水平只增不减)

紧急资金+ 美国家庭应对

失业等紧急情况的可支配现金

非常有限) 皮尤研究中心分析

指出$$%&'年大多数美国家庭

可供紧急支配的现金不足他们

的一个月的收入)

家庭财产+ 美国联邦储备

委员会调查显示$ 美国中等水

平家庭拥有的财产 !资产减去

负债%不及 $%年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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