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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共同组织和策划下，《日本学基础精选丛书》从1998
年起陆续与读者见面了。
这套丛书包括《日本文化》、《日本语言》、《日本文学》、《日本社会》、《日本经济》、《日本
教育》、《日本历史》、《日本艺术》8种。
　　本套丛书自规划之日起就有明确的目标：　　第一，填补空白，日本是我们的邻国，中日两国有
悠久的交往历史。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益增多。
在交往的过程中，人们迫切希望正确及时地认识和了解对方。
就我国而言，介绍日本有关方面的图书为数不少，但大多为学术专著。
对于大学本科高年级和研究生而言，缺少较完整地介绍日本有关方面的入门教材。
本丛书就是为与日本语言、文学、文化、社会、经济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教师及希望了解
日本有关方面概况的一般社会读者而编写的。
　　本套丛书较全面地介绍、分析了日本的相关方面。
可以说，每种图书都是某一专业的理想入门指导书，对于其它专业或一般社会读者来说也是一部较好
的参考书。
　　第二，反映当代研究成果本丛书的作者均为国内在各自专业影响较大、权威性较高且论著颇丰的
中青年博士、教授，他们朝气蓬勃、思维敏捷，可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日本学研究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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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90年代之后，泡沫经济将日本戴入长达10年的“暗淡”时期。
家庭制度的解体、日本式企业经营的动摇、社会阶层及社会流动的变化、社会意识的转变、城市化的
强化、少子高龄化、班级瘫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使日本社会正酝酿着一场深刻的社会结构变革。
　　进入21世纪，尽管日本政府积极推行地方分权和缓和限制的改革措施等，但面对信息化、全球化
、消费社会化合福利化的日本社会将何去何从？
《日本社会：结构特性与变迁轨迹》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国庆博士，在大量涉猎有关日本社会最
新研究成果并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日本社会结构与变迁等进行了精辟
的分析和阐述。
　　与其他同类书相比，《日本社会：结构特性与变迁轨迹》具有下列特点和优点：　　科学的社会
学理论方法与日本社会的结构变迁现实相结合；　　全面的日本社会知识界少于重点社会领域的详细
阐述相结合；　　相识的资料数据统计与深刻系统的分析相结合　　较高的学术性与较强的普及性相
结合　　本书由导论和六咋还能够内容构成，即日本的社会变迂与日本社会学、日本的家族制度与现
代家庭、日本式企业经营的变化与展望、日本城市的社会学、日本的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日本人的
社会意识、21世纪日本社会与日本社会学的动向。
为了便于教学和练习，每章后附有思考题。
　　总之，本书是一部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叙述深入浅出的优秀学术著作，对于学习、研究日本社
会的读者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来说是一部难得的好教材，对于希望了解日本社会的
一般社会读者来说也是一部理想的入门书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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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国庆，1963年出生于北京。
198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同年考入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社会专业硕士班。
1991年获得日本政府奖学金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研究科，专攻社会变迁理论和地域社
会学。
其间在长野县富士见町从事为期一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变迁实地调查，并在著名的精工爱昔生公司
考察日本系列生产体制与地区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
1996年获得庆应义塾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从事城市与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社会阶层研究和日
本社会研究。
参加并负责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试点村——河北省三河市
行仁庄调查。
参加了中日合作课题“中国的产业化与私营企业家阶层”，在“中国社会结构”课题组中承担私营企
业主群体的调查研究，从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角度研究地域社会的结构变迁。
同时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研究日本社会结构变迁与日本社会学。
主要著作：《日本农村的社会变迁》（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该书获2000年孙平化日本学优秀著作奖。
《内发的村庄》（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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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日本的社会变迁与社会学第一节 关于战后日本的社会变迁第二节 日本社会学研究的时期划分与
研究主题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课题导论参考书目第一章 日本的家族制度与现代家庭第一节 “家”制度1.
“家(ie)”制度2.家的基本特征3.大家族制度中的嫡亲与旁系4.旁系种的非血缘成员5.养子制度6.同族团
第二节 民法修正与家庭的变化1.核心家庭化2.家庭周期的变化3.家庭功能的变化4.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
变化第三节 从家庭看日本社会的变哈1.女性社会地位的上升2.高龄化与老人山羊3.家庭的解体与青少年
问题第四节 脱离家庭制度1.从制度家庭到友爱家庭2.家庭认同意识的变化本章参考书目第二章 日本式
企业经营的变化与展望第一节 终身雇用制：神话还是现实？
第二节 日本式企业经营的理想型1.终身雇用制2.年功序列制3.企业内部工会第三节 日本式经营的构成
原理：稳定与竞争1.村落命运共同体2.国民心理特性第四节 日本式经营中的能力主义第五节 从年功主
义到能力主义本章参考书目第三章 日本城市的社会学第一节 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经济复兴时期的开发
与国土开发法2.工业经济时期的地域开发3.向地方分散工业时期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4.解决人口过疏问
题的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5.第三次全国开发计划6.第四次全国开发计划7.21世纪的国土蓝图第二节 城市
体系与城市功能第三节 东京的世界城市化第四节 日本城市的空间结构第五节 城市社区组织1.町内会的
功能2.町内会活动的参与者本章参考书目第四章 日本的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第一节 社会分层1.阶级与
阶层2.日本的5次SSM调查3.日本的职业阶层结构第二节 社会流动第三节 影响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第四
节 日本社会阶层的新动向本书参考书目第五章 日本人的社会意识第一节 日本人社会意识的变化1.战前
对天皇制的忠诚2.近代日本的精神构造3.战后转向对企业的忠诚4.富裕社会的现实与个人的发展第二节 
作为文化的社会意识1.“世间”的结构2.集团之一的本质－协同团体之一第三节 从统计看现代日本人
的意识结构1.主要领域的社会意识2.家庭形象的变化3.生活目标与生活方式4.家庭主义5.社会意识的基
本变化趋势本书参考书目第六章 21世纪日本社会与日本社会学的动向第一节 日本社会的动向1.消费社
会化2.信息社会化3.少子高龄化与福利社会4.全球化第二节 日本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与研究热点1.研
究范式从实证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2.研究热点本书参考书目附录一、日本的社会学史与社会调查（
川合隆男）附录二、重点人名索引附录三、重点词语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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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期是从1960年到1980年间围绕经济高速增长展开的社会学研究。
这一时期，时代的主题从“民主化”转变为“产业化”。
这一时期以政府为主导实施的经济高速增长政策虽然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经济增长成为引发新的社
会问题的导火索。
为经济高速增长准备“社会条件”，同时解决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问题，是这一阶段社会学的新
的课题。
这一时期在理论上扮演了关键角色的是帕森斯和韦伯。
到了70年代后期，从6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占据“正统共识”地位的结构一功能主义受到了解释社会学
派的挑战，解释学派要求对蕴藏着深刻含义的现实社会作出阐释。
　　第三期是从1980年到1995年后现代的社会学时期。
产业化将日本推上了经济大国的地位，这一时期开始向后产业社会即信息化社会转变。
现实与信息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对符号及其含义加以分析成为社会学的主题，信息科学和符号学的
方法被引入社会学。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理论典范是福柯和哈贝马斯。
　　到了8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也开始了自我反省，创立了以社会体系论为基础的自组织理论。
与此同时，试图对社会事件与过程的意义作出阐释的解释学派也逐渐从微观分析向宏观分析转变。
社会学实际上被分为对宏观社会加以研究的社会体系论和对微观社会加以研究的生活世界论。
战后50年间，构成社会学起点并且一直成为日本社会学的认识基础的“现代化社会的原理”从内容到
实质都遭到了彻底批判，构成现代化原理的各种理念、价值观和各种规范在现实世界中出现了相互对
立、相互矛盾的现象，并且出现了冲突日趋激化的趋势。
当现实世界中各种价值观念围绕具体问题展开冲突时，就为新的价值观的选择、新的分析视角的产生
和原有范式的修正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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