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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展社会学》分上下两篇，从理论阐释和现实解读两个角度对发展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知
识和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而又完整的论述和介绍。
全书结构严谨、内容新颖、说理透彻、文字简明，极具理论性、知识性和可读性，既能帮助我们系统
学习和掌握有关社会发展的知识和理论，又能帮助我们从不同角度或层面解读现实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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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祖云，男，1954年11月生，湖北武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学士，南开大学社会学硕士，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优秀进修教师
（1983—1984年）。
1991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为湖北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2002年
为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专家。
先后牵头创建社会学本科点（1993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点（1997年华中师范大学）和博士点
（2003年武汉大学）。
先后应邀访问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新加坡南洋理T-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等高校
，1998至1999学年度为香港浸会大学访客教授。
出版学术专著和主编专业教材1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曾获教育部首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著作
类二等奖等重要奖励。
先后任教育部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届（1997——2000）和第二届（2001——2005）委员。
先后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现为中山大学国家百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港澳珠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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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社会发展的理论阐释第一章 社会发展界说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含义一、社会发展的逻辑定义二
、社会发展的学术定义第二节 社会发展的特征一、社会发展的渐进性二、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第三节 
社会发展的类型一、早发内生型社会发展的特点二、迟发外生型社会发展的特点三、迟发展效应第四
节 社会发展的模式一、社会发展模式的历史演进二、社会发展模式的合理性第二章 以“传统一现代
”为核心概念的社会发展理论第一节 现代化理论兴起的背景一、现代化理论兴起的经济背景二、现代
化理论兴起的政治背景第二节 前期现代化理论：发展经济学一、发展经济学的缘起二、发展经济学的
内容第三节 后期现代化理论：发展社会学一、发展社会学的缘起二、发展社会学的内容第四节 现代
化理论的评价一、现代化理论的可取之处二、现代化理论的不足之处第三章　 以“核心一边陲”为核
心概念的社会发展理论第一节 依附理论一、依附理论的兴起与渊源二、依附理论关于拉美国家贫穷原
因的探讨三、依附理论关于拉美国家脱贫途径的探讨四、依附理论的突破和局限第二节 世界体系论一
、世界体系论的兴起二、世界体系论的内容三、世界体系论的创新与不足四、世界体系论与依附理论
的区别第四章 以“市场转型”为核心概念的社会发展理论第一节 市场转型的前置状态研究一、“软
预算约束”与“短缺经济”论二、“再分配经济”论三、“庇护主义”论第二节 市场转型的演进过程
研究一、资本主义取向的市场转型研究二、社会主义取向的市场转型研究第三节 社会发展理论的比较
与展望一、社会发展理论的比较二、社会发展研究的展望第五章 经济层面的工业化第一节 工业化时
代的到来一、经济发展的两个时代．二、农业革命和原初工业化三、工业化的决定因素第二节 二元经
济和工业化一、经济二元与社会二元二、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内卷化”会阶层分化的状况二、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原因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特征第十九章　 转型期的社会
流动第一节 社会流动的含义与类型一、社会流动的含义二、社会流动的类型第二节 社会转型与社会
流动的理论探讨一、社会流动是社会转型的标志与机制二、社会转型对社会流动的作用和影响第三节 
社会转型与社会流动的现实思考一、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社会改革与社会流动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的社会改革与社会流动第四节 中国社会流动的发展趋势一、趋势之椰义二、城市规划的主要内容
和方向三、逆城市化、城乡一体化与社会发展第七章 政治层面的民主化第一节 民主一、民主的含义
二、民主的特征三、民主的条件第二节 民主化一、民主化的含义二、民主化的特征三、民主化的动力
第三节 民主化浪潮一、民主化浪潮的含义二、民主化浪潮的特征三、民主化浪潮的启示第八章 文化
层面的世俗化第一节 世俗化的含义和特征一、世俗化的基本含义二、世俗化的基本特征第二节 世俗
化的历史进程一、西方的世俗化进程二、中国人的信仰及近代以来的世俗化第三节 世俗化在社会诸层
面的发展一、世俗化与宗教二、世俗化与教育三、世俗化与公共领域四、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第四节 世
俗化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世俗化与本土化二、世俗化与终极关怀第九章 观念层面的理性化第一节 
理性及理性化一、理性的含义二、理性化的含义三、理性化在社会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节 社会
发展中的理性化一、从神秘主义到科学主义二、从德性至上到功利诉求三、从重视亲情到崇尚契约四
、从等级观念到平等观念下篇社会发展的现实解读第十章 中国的社会转型第一节 中国社会转型的历
史过程一、1840—1949：中国社会转型的慢速发展阶段二、1949—1978：中国社会转型的中速发展阶段
三、1978年至今：中国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阶段第二节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标志一、当前中国社会正
以前所未有的强劲步伐走向市场二、当前中国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劲步伐走向开放第三节 当前中国
社会转型的特征一、社会转型内容的特殊性二、社会转型动力的特殊性三、社会转型进程的特殊性第
十一章 转型期的二元社会结构第一节 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特征一、改革以前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特
征二、改革以来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特征第二节 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走向一、从二元走向一元的必然
性分析二、从二元走向一元的对策性分析第十二章 转型期的二元组织结构第一节 二元组织结构的现
实表现一、组织结构的分化与不分化并存二、现代的表层结构与传统的潜层结构并存第二节 二元组织
结构的未来走向一、组织结构从二元走向一元的必然性分析二、组织结构从二元走向一元的对策性分
析第十三章 转型期的二元人格结构第一节 二元人格结构的含义与模型一、二元人格结构的含义二、
二元人格结构的模型第二节 二元人格结构的现实与未来一、二元人格结构的现实表现二、二元人格结
构的未来走向第十四章 转型期的社会失衡第一节 贫富差距的测量一、贫富差距测量方法的科学性二
、贫富差距测量依据的真实性第二节 贫富差距的现状一、贫富差距的整体比较二、贫富差距的具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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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第三节 贫富差距的调控一、调控贫富差距的理论依据二、调控贫富差距的现实选择第十五章 转型
期的社会失调第一节 社会失调的历史考察一、经济增长未能带来社会进步二、社会发展未能带来环境
改善第二节 社会失调的现实探讨一、工业化与自然植被二、市场化与“社会植被”第三节 走新型工
业化和新型市场化道路一、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二、走新型市场化道路第十六章 转型期的社会失序第一
节 社会失序的理论探讨一、社会失序的含义二、社会失序的类型第二节 社会失序的现实思考一、转
型期社会失序的表现二、转型期社会失序的原因第十七章 转型期的社会开放第一节 社会开放的含义
与特征一、社会开放的含义二、社会开放的特征第二节 转型期的社会开放一、1840—1949：慢速转型
期的社会开放二、1949—1978：中速转型期的社会开放三、1978年至今：快速转型期的社会开放第三
节 转型期的区域开放一、从内向型到外向型：我国区域结构的历史演变二、现代化与合理化：我国区
域结构的发展目标第十八章　 转型期的社会分层第一节 转型期阶层分化的理论探讨一、转型期阶层
分化的必然性二、转型期阶层分化的规律性第二节 转型期阶层分化的现实研究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社会阶层分化的状况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原因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
的特征第十九章　 转型期的社会流动第一节 社会流动的含义与类型一、社会流动的含义二、社会流
动的类型第二节 社会转型与社会流动的理论探讨一、社会流动是社会转型的标志与机制二、社会转型
对社会流动的作用和影响第三节 社会转型与社会流动的现实思考一、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社会改革与
社会流动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改革与社会流动第四节 中国社会流动的发展趋势一、趋势
之一：从被动服从型到主动选择型二、趋势之二：从消极控制型到积极吸引型三、趋势之三：从单向
型到双向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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