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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
报告》（2002）、《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之后的第三个研究报告。
自2004年秋季以来，课题组成员先后在四川省成都市和大邑县、广东省深圳市、北京市怀柔区、福建
省晋江市、浙江省宁波市、江苏省太仓市等地的城市和农村作了长期深入的调研，研读了大量的文献
资料，召开了多次理论研讨会。
最初，我们着重调查研究当前各个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关系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但是，在实际调研过
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矛盾和问题正在凸
显，这正是研究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好时机。
所以，课题组作出决定，对社会阶层关系研究做出初步总结后，把重点转向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动的
调查研究。
跨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新阶段、新形势的基本特征是，一方面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绩斐然，捷报频传，另一方面社会矛盾
、社会问题凸显，此起彼伏，消息也是频传。
如何正确认识这种矛盾的社会现象，找准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采取恰当的政策和措施，解决好这些
矛盾，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使“社会更加和谐”，这是实践和理论工作者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
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我们已经习惯运用经济理论和方法观察分析问题，用经济
的政策和手段来解决矛盾，这在一定阶段是必要的。
但是当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出现了经济报喜、社会报忧的矛盾现象时，就有必要同时运用社会理论
和方法来观察分析问题，采用社会政策和措施来解决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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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
研究报告》（2002）、《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之后的第三个研究报告。
2004年至今，课题组成员先后在四川、广东、北京、福建、浙江、江苏等地作了长期深入的调研。
调研发现，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矛盾和问题正在凸现。
因此，本书在对社会阶层关系研究作出初步总结后，重点调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动；对中国社
会结构的历史和现状作了总体描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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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人口结构人是社会的主体，是资源和机会的基本载体，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构成社会的基础
。
人口问题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战略决策的最基本依据。
诚如中央文件所指出的，“在人口问题上的任何失误，都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
。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和把握当今中国的人口问题呢？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般认为中国就是“人多”，因为“人多”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思路来看待“人多”的问题呢比如，北京交通拥挤因而会感觉到人多，而广袤的
西部乡野人烟稀少，可能会觉得人少。
实际上，人口问题不仅仅是人口数量问题，更是结构性问题，涉及人口数量与资源环境、社会生产力
的比例关系即结构性问题，涉及人口内在质性的素质、年龄、性别，以及族群、地位和空间分布等因
素的不断变化。
也就是说，人口问题的本质是结构性问题，而且具有时空的相对性。
人口结构的特定含义究竟是什么？
一般来说，人口结构是指一定地域空间、一定时期内，人口总体中不同属性或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
从社会结构角度看，人口结构是资源和机会配置在人口属性或要素上的反映。
人口结构从狭义上讲，仅指人口的自然属性结构如年龄、性别结构等；广义上讲，还包括素质、空间
分布、族群、职业分布等社会属性结构。
我们这儿从广义上来界定人口结构，其中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素质结构和空间分布(地域结构)
是最基本的。
人口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础性结构。
什么样的人口结构是合理的？
大而言之，人口结构合理是指人口结构本身与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从根本上说即是马克思意
义上“人的生产与物的生产相适应”的问题。
就目前来看，中国人口的最大问题究竟是人口增长问题还是人口结构问题？
如果是结构性问题，那又存在哪些合理与不合理的地方？
如何调整？
这是本章需要回答的问题。
第一节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及其社会动因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
性别结构素质结构和空间分布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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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可以付梓了。
从2006年初开题至今，已近四年，这是我们课题组历时最长的一本著作（第一本《当代中国社会阶层
研究报告》历时三年，第二本《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历时两年半）。
这有几方面原因，一是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难度较大，我们几乎是从探索社会结构的定义开始的；二
是正逢当代中国社会快速变迁，新现象、新事物不断涌现，日新月异，而我们正是要通过社会结构理
论来分析这些纷繁复杂的形势，并据此提出化解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策略；三是课题组增加了多位新成
员，新老衔接用了一些时间。
好在我们课题组建立已经十年，逐渐形成了一个好的传统，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和谐相处，面
向实际，面向未来，集体调查、探索真理。
常常为了探究弄清一个问题，多次开会讨论，集思广益，形成共识。
例如本书的总报告，从酝酿到写作，先后开了九次研讨会，执笔者十易其稿，才最终完成。
我们体会到，对于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研究，集体调查、
集体研讨、集体创作是一种比较好的形式。
社会结构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在社会学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很多关于社会结构的论著。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面临的问题，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学界也开展了不少的研
究，但由于种种原因，以往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社会结构的某些层面，把社会结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
综合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
我们尤其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蓬勃发展，经济学空前繁荣，经济结构等经济学的
名词概念迅速普及到各个社会阶层，很多人耳熟能详。
但是，像社会结构这样一些重要的社会学概念，至今人们还较为普遍地感到陌生。
鉴于此，本课题组认为，在目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提出运用社会结构理
论，作为分析观察新阶段、新形势的新视角，很有必要、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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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探社会变迁之进程究阶层地位之沉浮知个人群体之命运谋国家社会之未来著
名社会学家陆学艺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流动》之后又一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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