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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大商学评论》是由南京大学商学院主办的经济学、管理学类非连续的学术刊物。
创刊以来，以其规范、严密、扎实的研究风格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2012年被中国社会科学评
论中心评入CSSCI来源刊物。
在此我向关心支持本刊物的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新一轮的全球化期待中国学术研究像中国经济一样，进入世界学术研究关注的焦点和前沿。
为了鼓励源自中国的原创性研究，《南大商学评论》的办刊方向进一步明确为立足于中国经济转型和
发展实践，提倡从中国经济管理的实践中发现问题、提炼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本刊将延续以前的传统，开放式办刊，广泛接受来自国内外学者的自由投稿，采用双向匿名审稿
制度，主要发表原创性的规范和实证研究的学术论文，以及案例、综述和评论性的文章。
研究领域不限，欢迎从宏观经济学、财政金融、产业组织、国际贸易、比较经济学、企业管理、市场
营销、人力资源、电子商务、会计等相关具体领域进行专门化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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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市场时机与企业权益融资
沿海大城市新移民住房获取能力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地区经济发展与政治参与——十七大和十届全国人大各省代表数量及构成的决定因素研究
供应链占资制约企业投资的影响路径分析——基于制造业外部融资约束的经验研究
传统智能和情绪智能测验的信度——基于中国样本的研究
理解团队多样性：理论、机制与情境
员工考核方法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以组织结构为调节变量
网络零售商的品牌个性、享乐性购物价值与关系质量——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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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文认为，住房获取能力是社会个体物质资本、人类资本和社会资本在住房领域的折射和反映，
因此住房获取能力可以通过社会个体在住房领域获取住房的类型大致体现出来。
为了研究住房获取能力，可以根据不同住房类型可获得的难易程度，将住房类型进行分层，以被研究
者目前居住的住房类型来衡量其住房获取能力。
其本质就是通过住房类型评价其住房获取能力。
这种评价方式有其客观的一面，但也必然存在主观的一面，鉴于任何评价都存在主观的假定与动态的
变化，本文亦只是对新移民住房获取能力评价作尝试性的研究。
　　国内已经出现从社会分层角度对住房分层进行的研究。
刘祖云、毛小平（2012）基于广州市区住房情况问卷调查提出了社会成员的社会分层和住房分层之间
存在着对应的“三阶五级式”住房结构。
该分类方法的“三阶”从低到高指的是无产权房阶层、有产权房阶层和多产权房阶层。
其中，有产权房阶层依据其住房性质的不同又可以再分为福利性产权房、商品性产权房、继承性产权
房三类（从低到高）。
因此，由“三阶”扩展为“五级”（从低到高）：无产权房阶层、福利性产权房阶层、商品性产权房
阶层、继承性产权房阶层、多产权房阶层，上升的住房阶层代表着增大的住房获取能力。
3。
城市新移民住房获取能力　　不同于拥有本地户籍的城市原住民，新移民群体在住房选择上具有制度
层面上的很大的劣势。
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的住房差异引发了很多研究。
比如张展新、侯亚飞（2009）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以租房住为主，住房设施很大程度上属于农村水平
，并且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存在很大的不平等现象。
该研究以移民的传统定义“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亦即研究非本地户口的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
但是相对于上文界定的新移民群体，流动人口的研究范围相对狭窄，无法解释现实中存在外地出生，
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本地户口的新本地人，在住房获取能力与原居民存在的差别。
以流动人口界定的样本研究住房获取能力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将户籍制度对于居民住房获取能力的影
响剔除掉了，使得户籍制度对于住房获取能力的影响在一开始就“消失”了。
　　现实中户籍制度确实会影响居民的住房获取能力，比如拥有本地户籍，可以通过医疗、教育等方
面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使得在同等情况下，新本地人较之于无本地户口的流动人口，拥有更强的住
房获取能力。
此外，我国的住房制度与户籍分层制度的结合形成多种表现形式（Wu，2002，2004），由于户籍差别
，不同类型的新移民茌住房制度安排和住房获取性方面差异很大（见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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