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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展初期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但后来由于没有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体制和机
制逐步僵化，导致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停滞，至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面临严重的困难。
而在此同时，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抓住新技术革命兴起的机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调整自己的体制和政策，缓解社会矛盾
，表现出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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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中国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主编，全国各高校、社会科学院著名社会学专家学者共同合作，按学
科和研究领域划分为29个专题，由本学科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专家学者执笔，详细记述了1978-2008
年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情况、社会学各分支学科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进展，是全面记录中国改革
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学重建至今的一部权威性学术工具书和社会学发展的史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一书在手，不仅可以掌握社会学的整体发展情况，也可以全面把握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方
面面，是一部难得的了解中国社会30年变革历史的权威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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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杭生，1936年出生，浙江杭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五年制本科，留校任教。
1981-1983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
1984年受命创建人大社会学研究所、1987年建立社会学系。
1986年和1993年分别作为学术带头人建立“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硕士点和博士点，1998年建立社会
学博士后流动站。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社会学系第一任主任，副校长（1987.9-1997.5）。
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社会学会会
长，北京市社会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评审组召集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
评审组长，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人
权研究中心主任。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社会学30年>>

书籍目录

总论  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日益成熟的中国社会学 第一编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
社会学理论研究    第二章  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   第三章  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    第四章  中国社会学史
研究      第五章  中国社会学史研究      第六章  社会学方法研究  第二编  分支社会学  第七章  社区研究      
第八章  农村社会学    第九章   城市社会学   第十章   经济社会学    第十一章  劳动社会学  第十二章  组织
社会学  第十三章  法律社会学    第十四章  科学社会学  第十五章  教育社会学   第十六章  社会分层研究  
第十七章  发展社会学    第十八章  环境社会学    第十九章  女性、性别社会学    第二十章  性社会学   第
二十一章  家庭社会学    第二十二章  老年社会学   第二十三章  民族社会学  第二十四章  社会心理学    第
二十五章  社会政策研究    第二十六章  社会工作研究 第三编  社会学的其他二级学科  第二十七章  人口
学    第二十八章  人类学    第二十九章  民俗学  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社会学30年>>

章节摘录

　　社会分层研究　　社会分层研究是社会学学科绵亘不断的主题之一，社会分层研究的焦点是关于
社会的平等与不平等、公平与不公平、公正与不公正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遇
到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一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具有两个方面的
特点：一方面，它体现出1949年革命的重要影响，解放以前的那样一种阶级结构被打碎，从所有权上
看，人们的经济地位差异不大，这样，财产分层的地位大大下降，社会上分为工人、农民、干部、知
识分子等几个大的阶层；另一方面，在经济分层地位下降的同时，另一种，以身份分层为主要标准的
分层体系又开始形成。
具体说，它体现为城乡分野的户籍分层现象突出，城市里面身份制突出，工人与干部身份分层明显，
以及形成了一整套干部级别制度，和形成了与单位制密切结合的身份差异体系。
身份制突出，这反映出中国社会基本上还属于一种传统的社会分层结构。
　　改革开放以前的这样一套以身份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分层体系，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平均主
义是大体吻合的，不同地区、不同体系、不同单位很少流动，就业和职务的终身制突出，这就造成了
所谓“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分配体制。
这种体制束缚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与竞争机制和市场经济都是相抵触的。
　　197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政策有了重大调整，开始实行一套全新的改革开
放政策。
例如，在经济政策上，从单纯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形式，从单一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增加市
场调节的成分并逐步形成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农民的联产
承包责任制，等等。
又如在政治上，逐步健全了法治，调整了社会各群体的关系，提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等等。
　　在上述重大政策变迁的影响下，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种变化可以从群体分层结构与制度变迁两个方面看。
从群体分层结构看，比较大的变化包括农民队伍的变化、工人队伍的发展和新的个体私营工商层的出
现等。
从制度变迁看，比较大的变化有城乡结构与关系的变迁，单位制的变迁，社会分层评价体系的变化，
等等。
下面具体阐述这些变化。
　　(一)农民的职业分化与新职业体系的形成　　现代化与工业化基本上是同步的，而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工业化迅速推进所带来的最大的职业变化就是农业劳动队伍的缩小和工业劳动队伍的扩大。
　　改革开放以前，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问，中国的工业化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农民的职业分
化却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农民占中国全部就业者的比例始终在80％上下浮动。
　　1979年以后，人民公社的集中生产的体制被改革为将土地承包给农民家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
农民有了独立自主的经营权，或者说，农民成为“自由人”。
从此，农民才有可能从事符合个体意愿的劳动，这样，在农村实现职业分化才有可能。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农民被允许进城开店设坊，兴办一些为城市居民所需的
服务业。
起初，对农民的放松还是有限度的，提出了所谓“离土不离乡”的政策，即允许农民离开农业生产而
从事其他行业，但要求农民还只是在家乡范围内就业，而不要流入到大城市中去。
　　但是，一旦放开了农民，就很难控制住了，农民实际上是既离土又离乡了。
在政策放松的背景下，中国农民特别是青壮年农民开始纷纷脱离农业劳动，转而从事其他多种职业。
农民离开土地总是与当地乡镇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农民离开土地后，最主要的去向就是到乡镇企业就职。
据统计，到2004年，农村户口的劳动者总数为4．8724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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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1．3866亿人，即占28．45％的人在乡镇企业中劳动。
他们投身于各种工业生产，人们称此种农民为“农民工”；此外还有大约1亿农民流动到城市里去打
工，这部分人俗称“城市农民工”，但对这部分人口迄今始终得不到一个较为准确的统计数据。
　　当然，也有不少农民独当一面，干起了个体经济。
据统计，2004年，这部分农民有2066万人，占农民劳动者总数的4．24％。
1979年后，允许农民个人承包企业。
农村中的一些所谓能人承包了村社的企业，也有人自筹资金，办起了企业。
经过十余年的演变，目前，这批人有的成了乡镇企业领导者、管理者，有不少成了私营企业主，2004
年在这些农村私营企业就业的劳动者有2024万人。
　　除此之外，农村中还有一些乡村教师、医生等，他们的总数大约占农村劳动者总数的1％。
　　迄今为止，没有脱离开土地的农民仍占相当的比例，仍以2004年的数据计算，这部分人约占目前
农民总数的41．6％，人数为2．028亿，全国持农村户口的劳动者占全社会劳动者的64．09％。
这样，将上述两个百分比合计起来计算，全国真正常年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完全没有离开土地的农
民仅占全社会劳动者的26．66％。
当然，不排除还有一部分农民是“候鸟型”的，农忙时他们会暂时离开工业岗位回家帮忙。
但是，这比起1979年改革开放以前的农业劳动者占大多数的局面，已是大大改观了。
　　(二)体力劳动工人队伍的变化　　目前，中国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操作型工人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城市中的工人；第二种是农村中的工人；第三种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工。
中国城市中持城市户口的工人人数自改革开放以来变化并不很大。
1979年，全国城市工人人数为7075万，到1991年达到9068万人，平均每年增加一百多万人。
以中国这样大的人口与劳动力基数来看，这种增长并不很快。
此后，城市中，持城市户口的工人人数反而逐年下降。
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里直接的工业生产劳动、操作型工作越来越多地由农村来的农民工承担了；另
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原来的国有、集体大工业、企业出现了急剧转型的局面，很多的操
作型工人从工业企业中转移出来，也有不少下岗、离岗、买断、内退的人员。
所以，到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持城市居民户口的直接生产操作工人人数下降到了只
有461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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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为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为了从一个方面反思和总结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而组
织编写的。
 全书共分三篇，内容包括：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分支社会学和社会学的其他二级学科。
 本书的出版能够对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从一个方面做一种阶段性记录，同时促进社会学界同仁
在社会学发展进入新阶段后的自觉反思，并在反思的基础上，继往开来，拥抱中国社会学的新春天，
创造中国社会学的新成就，为正在推进的中国现代化和中国社会建设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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