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福利国家的社会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福利国家的社会学>>

13位ISBN编号：9787100075671

10位ISBN编号：710007567X

出版时间：2011-7

出版时间：商务印书馆

作者：[日] 武川正吾

页数：308

译者：李莲花,李永晶,朱珉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福利国家的社会学>>

内容概要

这本《福利国家的社会学(全球化、个体化与社会政策)》由日本的武川正吾所著，主要论述了在全球
化的世界背景下，各国福利体制的应对模式及其未来，尤其对日、韩等东亚福利国家的发展历程和特
征进行了论述。

 《福利国家的社会学(全球化、个体化与社会政策)》适合相关研究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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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武川正吾武川正吾，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社会学系教授，当今日本社会政策领域最著名的学者
，不仅在日本国内，在欧美和东亚地区也享有盛誉。
现任日本社会政策学会会长，东亚社会政策工作（East Asian Social Policy Network）网络主席。
译者李莲花等，均在东京大学和中央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
他们均长期在日本留学研究，通晓日本学术情况，积极参与该领域的中日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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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正如日本不得不在与西欧不同的背景下建设福利国家，毫无疑问，中国也必须在与日本和西欧都不同
的背景下发展社会政策。
例如，当日本和西欧开始建设福利国家时，像现在的全球化并不是重要的争论焦点，家庭亦维持了其
传统形式。
身处不同环境中的中国读者们会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国家过去的经验，这是我的不安所在。
是把它视为他山之石而寻求某种教训，还是仅仅把它看做好奇的对象，认为是与自己无关的另一个世
界的现象？
    这本《福利国家的社会学(全球化、个体化与社会政策)》由日本的武川正吾所著，本书的另一主题
是东亚世界，后半部分试图对以往的理论进行修改，使它们能够适用于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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