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人如何跨越阶层？三把钥匙

开启跃迁之路（建议收藏）

普通人还能不能跨越阶层？普通人如何才能跨越阶层？今天通过这篇文章，大

圣把这两个问题给你说得明明白白，内容有点扎心，但请你一定要认真看完，

因为这是一份属于普通人的阶层跃迁攻略。 

普通人跨越阶层第一步，先整明白什么是：阶层。 

自古以来，人分三六九等，你可以排斥这个观点，说一大堆人人生而平等的场

面话，但现实生活中，阶层随处可见。 

大圣有两个朋友一前一后创业，受疫情影响，俩人都创业失败了。一个是普通

家庭，全靠自己打拼，多年攒下的资金和人脉关系，一把输了个精光，翻身已

不知何年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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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家里条件不错，创业的启动资金和资源也是家里给的，这把虽然输

了，但家里人反倒开心，认为早吃亏早成长，没过多久，又资助他二次创业。 

他俩拼的是个人能力吗？不是，是两个阶层背后的资源实力。 

中国现在的阶层，可以简单分为四个圈层：资源层、资本层、知识层和体力

层。 

体力层就是靠体力赚钱的人，比如农民工、快递员，时间是他们最大的敌人，

越老越不值钱。 

知识层是靠经验和行业知识赚钱的人，比如各行业专家，大学教授，时间是他

们的朋友，越老越吃香，但依然摆脱不了出卖劳动力。 

资本层是靠钱赚钱的人，这些人早已经不需要自己亲自干活，更多的是运作资

本和人才，比如各行各业的大佬。 

资源层是分配资源的人，他们为啥在最顶层？因为这个世界说到底是由各种资

源组成的，这种资源包括：物质资源、钱和劳动力。而不管资源有多少，资源

分配权永远掌握在资源层手里：给谁 60%，给谁 10%，是由资源层说了算。 

大圣第一个朋友，家里属于体力层，他自己经过打拼熬到了知识层，又想通过

创业跨越到资本层，最后输了，被迫回到体力层。 

再想翻身，必须继续在一个行业沉淀，学习管理、营销、专业技能各方面的知

识，然后再找机会搏一把。 

2



而大圣第二个朋友，家里是资本层，甚至可能有一部分的资源层关系，创业属

于从上往下打，典型的降纬打击，哪怕是输了，还是资本层的人，也不至于跌

的太惨。 

改革开放四十年，算是中国最密集的一次阶层跃迁，太多最底层的人，通过创

业、考公，或者其他方式，一步跨越到了资源层、资本层，最差也是行业精

英，稳稳扎在知识层，混个中产阶级也不错。 

而且很多中产阶级，在衣食住行上甚至跟资本层和资源层的人，大差不差，所

以就会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也是人上人了。 

而一旦面临巨大利益划分时，中产阶级才会明白，自己充其量只是生产率更高

的体力层，根本没有资格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 

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如何从最底层跨越阶层冲上去，大圣总结了改革开放

以后阶层跃迁的经验和教训，发现关键是走对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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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拿到门票。 

拿到门票就是找到链接更高层的支点，宋朝有榜下捉婿的传统，那是因为宋朝

经济发达，产生了大量的平民富裕阶层，但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轻商，商人没有

社会地位，要想获得社会地位，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傍大腿，和官宦阶层搭上

线。 

而给女儿找个有潜力的公务员女婿，是性价比最高的投资方式。 

到了现在也是一样，婚姻还是跨越阶层最便捷的方式之一。 

大圣有个朋友，年轻的时候打死也不愿意结婚，觉得结婚没啥用，不就是合法

同居嘛。 

后来被他叔叔一句话给拿下了。 

结婚不是两个人爱情的升级版，而是获得双方家族的资源支持。年轻人刚入社

会，没钱、没资源、没能力，是大概率事件。 

不结婚，双方家庭觉得你们都只是孩子，能提供的帮助不会太多。一旦结了

婚，买房钱不够，双方家里会主动帮忙，工作不合适，也会帮忙运作。 

最典型的，大圣朋友结婚后工作不顺利辞了职，女朋友表哥立马邀请他合伙做

生意，在没结婚之前，不管他跟他女朋友处的多好，表哥是绝不会说这种话

的。 

接下来是学历，前几天在知乎看到一个热搜，说某高校招聘了三个新老师，有

两个是学校老师的孩子，网友炸了锅，评论这是赤裸裸的“学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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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事儿早就不新鲜了，已经算是潜规则了。 

但有一点，还是很公平的，那就是学历必须达标。现在，你托人安排工作，别

人最关心的就是有没有学位证，只要有，其他不是问题。因为，学历是上层阶

层标配的敲门砖。 

另外，对于普通人来说，少看点鸡汤，别信什么一夜暴富的神话，读书真是跨

越阶层最安全的方式，我们做最坏的打算，即便没有跨越到资本层和资源层，

是不是有了知识，也能稳定在知识阶层，混个安稳的中产阶级当当。总比，打

回体力层要好吧。 

接着是考公，考公员虽然不能一步登天，但至少能扒到资源阶层的门缝，从被

分配对象变成了资源分配者。 

最后一张门票，就是创业了。因为钱是所有阶层的硬通货，不管上层的资源、

资本层，还是下层的知识、体力层。钱是衡量价值最好的标准。 

之前有个在银行工作的朋友跟大圣说过，在中国大多数县城，你只要有一个亿

的银行存款，这个县城大多数有钱有势的人，你都会认识。 

有十个亿，你一定会参与到县城未来十年的规划和发展；有 100个亿，你就能

影响县城的发展。 

这就是创业实现财富积累之后的阶层跃迁。 

婚姻、读书、考公、创业，拿到这四张门票，只是勉强进了跨越阶层的大门，

但很多人，也就止步于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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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虽然进了门，压根不知道门里面是咋玩儿的，不清楚游戏规则，连

新手村都走不出去，更别说通关了。 

所以，第二步：就是要弄清楚跨越阶层的游戏规则到底是啥。 

而想要弄清楚游戏规则，只有两个思路，要么有人带，提前告诉你通关技巧；

要么自己一层层打怪通关。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有段经典评论，如果你有当官的亲戚，就希望他像祁同

伟；如果你没有当官的亲戚，就希望当官的像李达康。是不是这样？多数人评

论说：是的。 

朝中有人好办事，不光是帮你铺路，更多的是教你跨越层级的思维模式，和提

前告诉你上层阶级的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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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圣有个朋友，个人能力和智商水平最多算中等，高考连大学都没考上，只读

了个大专。 

年轻人对未来也没啥规划，整天随心所欲的活着。但她舅舅是体制内的，很多

地方会提前替她考虑。比方说，在上学的时候，逼她考教师资格证。 

等她玩够了，明白了现实的残酷，想要收心奔事业的时候，她舅舅就安排她先

去小地方的学校磨砺，挑的学校虽然偏远，但恰好是那几年课改的标杆实验学

校。 

所以，呆了没几年，就跳槽到一个不错的私立学校，在这个学校，她舅舅让她

干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学历从大专升到了硕士，为后面的工作调动铺平道

路。 

有了学历，很快，就进了省会城市的重点学校。 

紧接着，她又有了新机会。因为她舅舅的关系，认识很多教育局的领导，她这

个人本来不太会来事，但每次她舅舅都会教他怎么跟这些领导打交道，一来二

去，也学会了上层人之间的人情世故，领导觉得这小孩很上道，对她印象不

错，就邀请她到教育局工作。 

从一个大专毕业的普通人，最终进入教育局，谈不上跨越阶层，但至少已经进

了门。 

整个过程，大圣的朋友，全靠她舅舅在前面引路，一方面是人脉资源的过渡，

另一方面是教会他上层阶级的思考方式和处世之道。 

举个小例子，很多领导批示文件，喜欢打对钩，她刚开始非常不理解，总是揪

着领导签字，搞得人家很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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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舅舅知道了，就跟她解释，领导打勾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如果这事干

好了，对钩代表同意；第二层意思，如果没干好，对钩代表看过了，但没有签

字确认，横竖都不会犯错。这叫给自己留足空间。 

这些微妙的小门道，没人会教你。但如果全靠自己领会，肯定要栽跟头；而体

制内很多时候，栽一个跟头就很难再爬起来。 

当然，多数普通人，不会有人带，那就只能自己趟了。 

拿创业来说。大圣接触的创业者，撑到最后，能成功的，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连续失败，硬扛出来的。 

大圣之前认识一个做医疗器械的老板，现在身价过亿，但这之前，创业失败了

很多次。 

最早做木材，被人骗了材料费。后来做餐饮，每天卖的饭连房租都收不回来。

再后来，还干过教培、服装。搞医疗器械，纯粹是意外，一次饭局，他偶然听

朋友说，做这行挺赚钱，于是就干了。 

听起来，这个老板的成功好像运气成份很大啊。但你仔细琢磨，他之前的每一

次失败，都是在为最后的成功积累经验，就像玩游戏的时候打大 boss，可能需

要十次尝试，才能找到打大 boss的诀窍，你不能说，前面九次不要了，直接蹦

到第十次。 

多数人，别说九次了，能撑过三次已经很厉害了。这也是跨越阶层最难的地

方，必须靠强大的个人意志，硬撑过那段无人无津、孤立无援的日子。 

第二种：日积月累下苦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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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圣之前认识的餐饮老板张总就是典型，15 岁出社会，先做学徒，从洗菜开

始，切墩、凉菜、热菜，一步步成长，三十二了才当上厨师长。 

那几年流行包厨，他靠接了一家五星酒店的后厨，赚到第一桶金，紧接着又跟

人合伙做高端餐饮，慢慢的闯出了自己的名号。 

后来，45 岁这一年，终于成立自己的餐饮品牌，现在也有几十家店。 

张总这种类型的创业者，标准的先慢后快，可能前期为了等一个机会，需要花

上十年时间，但只要机会来了，翻身就是一两年的事。 

因为，前十年，他都在琢磨游戏规则是啥，自己需要具备啥实力，最后时机成

熟了，才能一飞冲天。 

所以，普通人要想搞清楚跨越阶层的游戏规则，要么骨头够硬，凭着一股子不

服输的劲儿，反复试错，一个不行，再换另一个，在苦难中锤炼出超强自我。 

要么，选择一个领域深扎，先从体力层，进化成行业专家，再跨越到知识层，

这个过程，最重要的是，人若无名，苦心练剑，这样机会来了，才能抓得住。 

说到机会，普通人跨越阶层，第一步是拿到门票，第二步是清楚游戏规则，但

光有这两步还不够。 

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 

这个运说的就是跃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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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下五千年，看似跃迁的机会有很多，但归根结底，其实就三种。 

 

第一种是巨大的供需差。 

 

古代人做啥生意最赚钱，贩私盐。程咬金、黄巢、张士诚这些人，有钱招兵买

马造反，就是因为家里贩私盐赚钱。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古代贩私盐是违法的，而盐又是人的必需品，需求大、

供给小，所以只要敢干就能发大财。 

 

改革开放，为啥造富了一批人，也是这个原因，因为供需差足够大。 

 

有名的 92 派创业者，复旦老师郭广昌、北大教师俞敏洪、车间主任许家印，退

伍军人任正非、王建林、中科院柳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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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为啥愿意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呢？就是因为看准了当年国内的巨大供需

差，商品太稀缺了，只要是个人，能搞到货，就能发大财。 

 

而且，国家还鼓励，又不用担心像贩私盐那样掉脑袋。 

 

当然，现在不行了，这股供需差已经没有了，所以，王建林说的“清华、北大

不如胆子大”的话也失效了。 

 

这几年还有没有巨大供需差的机会？三年前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口罩算是一

次，但窗口期太短，没啥意思。 

 

剩下的，全隐藏在各个行业不为人知的角落里。 

 

举个小例子，有人靠做猫舍，给猫配种，年入千万，这种琐事还能赚钱，一般

人压根想不到，但就是利润很高。至于能不能找到全靠个人眼光。而像口罩那

种显眼的机会就更不要琢磨了，因为机会越显眼就意味着干的人多，人多了，

即便有供需差，也会被快速抹平，杀成红海。 

 

第二种是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 

 

美国曾经是全球最大的农业国家，一个农民可以养十几个人，遍地是富得流油

的农场主，后来大面积机械化提高了产量，农场主反倒没人干了。 

 

为啥？ 

 

因为，美国有了生产效率更高的产业，高科技、互联网、新能源、航天工业。

随便那个拎出来，都比种地赚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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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国内，这几年生产效率最高的工具是啥？直播。 

大圣有个做商贸的客户说，他们公司几十号业务员，哼哧哼哧干一整年，还没

有好的主播一天卖的多。 

最近新东方直播间火了，股价翻了好几番。要知道，之前的双减政策，可是把

教培行业彻底打死了啊，新东方却靠直播活了过来。 

因为，直播是一对多批量成交，从生产效率上讲，线下任何一种成交或者交付

模式，都没有直播高效。 

新东方做的事情，就是把原本线下会的东西，搬到直播间，生产率高了，业绩

好了，股价自然就涨了。 

所以，直播大概是普通人跨越阶层最好的放大器了，你原本有一分能力只能对

一个人施展；现在你的能力还是一分，可以面对几十、上百、上千人，收益就

会几何级的增加，这种机会并不常见。 

第三种是重大历史潮流。 

反面案例是：当年的下岗潮，很多中产阶级一夜之间被打回最底层。 

正面案例是：中国楼市，你可以不相信任何人，但一定可以相信中国楼市，从

2000年开始，虽然有涨有跌，但总体一直在涨，闭着眼睛买一线城市，傻子都

能赚到钱。 

大圣周边的很多人，就是靠买房发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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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从 2008年开始的互联网潮，很多只会玩电脑的宅男码农，因为搭上了

互联网的风口，快速实现阶层跃迁的。光 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一夜之间就造

就了上万个富豪，整个杭州的房价都是被这帮做电商的人推起来的。 

当然，现在这个风口也过去了，大厂开始裁员，再也听不到纳斯达克敲钟声

了。 

那么，未来重大的历史潮流在哪里，我们国家走的是计划经济，每五年有一次

规划，现在是十四五规划。 

而每次规划都会把未来发展的大事说清楚，远的不说，之前的西部大开发，多

少干工程的翻了身。 

所以，多听听新闻联播，多研究研究政府报告，啥都清楚了。 

普通人要想实现阶层跃迁，核心就三步：拿到门票，搞懂游戏规则，抓住跃迁机

会。 

门票可以是婚姻、考公、学历或者创业，不管哪种形式，先跟上层搭上线，否则

连做梦的权利都没有。 

搞懂游戏规则，要么有人带，直接告诉你规则；要么自己去趟，在一次次失败中

测试，在一次次沉淀中摸索，只要够坚持，也能搞清楚游戏规则。 

最后是抓住跃迁机会，人一辈子不需要抓住太多次机会，翻身只需要一次，但必

须搞清楚什么样的机会才是真机会，这样的机会有三种：巨大供需差、重大历史

潮流和生产率极大提升。一旦看到这三种机会，千万不要错过。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