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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阅读日本书系：战后日本社会阶级构造的变迁》是一部有关战后日本社会阶级构造变迁的简明
读本。
社会存在哪些阶级，各阶级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存在哪些利益冲突，这些就是阶级构造的问题。
一般来说，阶级构造是社会的框架，是显示该社会特征的要素。
　　在战后的日本，阶级这个词一直被赋予特殊的政治意味。
即使在社会差距扩大的今天，也有很多日本人不愿意使用阶级这个词。
对此，作者认为把社会差距问题忽视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问题。
于是，在《阅读日本书系：战后日本社会阶级构造的变迁》中，作者将现代日本的社会差距问题置于
战后日本的整个历史脉络中，并通过各种数据来描述作为社会现象而存在的阶级差距，进而透过这些
数据来分析解读其背后的阶级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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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桥本健二 译者：彭曦 朱冰 沈清清
　　桥本健二，1959年出生于日本石川县。
日本武藏大学社会学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阶级阶层论、阶级论等。
主要著作有：《现代日本的阶级构造一理论、方法、计量分析》（东信堂，1999）、《阶级社会日本
》（青木书店，2001）、《阶级社会一寻问现代日本的社会格差》（讲谈社，20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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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自1955年以来持续扩大，到1959年转为持平，
在1960--1963年间则显著缩小。
之后略微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但没有回到原有水平，直到1969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与此相似，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都呈扩大趋势，之后转为平稳变化，进
入20世纪60年代后则呈现出缩小趋势。
工人与职员（蓝领与白领）之间的工资差距也在一度扩大后转为缩小，1965年再度转为扩大，而1966
年以后又再次转为缩小。
农民与雇员之间直到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为止都有相当大的差距，然而随着米价每年的上涨，再加上
兼业化的进展，这一差距急速地缩小了。
 根据指标的不同，经济差距发生变化的时点会有微小的差异，有时也会呈现短暂的扩大倾向，但在总
体来说，经济差距在20世纪60年代初扩大到顶点，之后开始朝缩小趋势转变。
 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社会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现象，这一现象缩小了工资差距。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止，社会的求职人数都一直超过了招聘人数，但是随着经济开始高速增长，两
个数值不断接近，最终在1962年发生了逆转，特别是对应届毕业生的用人需求急速增长。
在50年代后半期，招聘倍率仅为1倍左右。
但到了1965年，初中毕业生的招聘倍率增至3.7倍，高中毕业生的招聘倍率增至3.5倍。
就在这一年，初中毕业生有122万人，高中毕业生有158万人，共计280万人的岗位空缺，在人才市场出
现了应届毕业生严重供不应求的现象。
n’伴随这一趋势，新就职人员的起薪也大幅上涨，特别是由于升学率的提高，初中毕业生（男性）
劳动力紧缺，在1960到1970年的10年内，他们的起薪从5900日元上涨到23800 日元，增至原来的4倍。
企业也根据起薪的变化调整了整个工资体系，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之间的工资差距也因此缩小了。
 低工资的临时工、短工的人数在20世纪50年代曾大幅增加，但进入60年代以后，由于劳动力的不足，
已经很难招到男性临时工和短工。
因此，临时工、短工在男性雇员中所占的比率在1960年还为8.8％，到了1970年便降低到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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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战后日本社会阶层构造的变迁》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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