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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村人口向城市和非农行业的社会流动，以及农村社会自身职业的结构性升级是我国成功实现现
代化不可避免的过程。
农村社会流动既是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社会景观。
由于人口结构形态、社会结构形态以及制度性安排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异，我国的农村社会
流动必然是中国式的。
《走出边缘：农村社会流动的教育张力》（周险锋编写）从教育的视角，对我国农村社会流动中的教
育张力现象进行了?为深入的探讨，采取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贯通的研
究思路，通过对农村、农村社会流动等概念在演变过程中含义的变化以及乡村熟人社会心理地理连续
体关系的变化等细节入手，通过对受过不同层次教育的人群在社会流动中身份地位的差异性变化的描
摹和分析，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流动多姿多态的面貌，揭示了教育在农村社会流动中的有为、无为或
可为。
《走出边缘：农村社会流动的教育张力》理论研究与实地调查相结合，观点鲜明，内容丰富，资料翔
实，见解独到，文字表达力求通俗。
《走出边缘：农村社会流动的教育张力》可供从?教育、科研工作的管理和研究人员以及对农村、农村
教育或者社会流动感兴趣的各类读者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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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拥军，1969年生，湖南宁乡人，博士，民革党员，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毕业于厦门大学，师从潘权懋元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进入高等教育学研究领域，现于南京师范大学师
从吴康宁教授做博士后研究，专攻教育社会学。
　　先后主持省部级科研课题7项。
其中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青年专项课题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资助项目1项，湖南省教
育厅优秀青年课题1项，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一般资助课题1项，江苏省社科基金项?1项，
全国博士后基金项目1项，江苏省博后基金项目1项，作为主要研究成员参加国家“211工程”等国家和
省部级以上项目10余项。
　　出版（含参编）著作和教材《科研论文写作技巧》、《中国教育发展的宁波模式》、《教育学新
编》、《心理学新编》等5部。
曾在《高等教育研究》、《南京社会科学》、《江苏高教》等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其
中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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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一个局内者与局外者的自我交代第一章 研究构想：教育视角下的农村社会流动问题域第一节 
选题的由来与意义第二节 对已有相关研究的梳理第三节 拟用研究方法的检讨第四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农村社会流动的理论架构第一节 农村社会流动的关联概念第二节 农村社会
流动的理论着眼点第三节 调查的展开第三章 实证研究（上）：农村社会流动的定量分析第一节 调查
区域与全国乡村组织的人口相关数据比较第二节 调查区域与全国农村社会流动状况对照第三节 教育
作为隐性力量的农村社会流动第四节 教育直接推动的农村社会流动者第四章 实证研究（下）：农村
社会流动中涌现的乡村名人第一节 精明的张氏家族第二节 在探索中致富的魏老板第三节 在流动中沉
浮的林知青第四节 现代农业的追梦人甘师傅第五节 带头脱贫致富的张书记第六节 为声誉拼搏的魏政
协第七节 现代企业的探索者刘老板第八节 技术强厂的颜厂长第五章 宏观观照下的农村社会流动的反
思第一节 农村社会流动的结构与制度依赖第二节 农村社会流动与农村发展第三节 农村社会流动与乡
村政治重塑第四节 农村社会流动与农村经济再造第五节 农村社会流动与乡村文化调适第六章 农村社
会流动研究的检讨第一节 持续有效的教育供给：农村社会流动的必要条件第二节 制造农村出身的中
产阶级是衡量农村社会流动效果的试金石第三节 农村社会流动的有序性与合理化附录A 调查区域村民
登记册（示例）附录B 调查摸底名册（示例）附录C 调查区域人口的年龄状况汇总表（示例）附录D 
调查区域人口的性别状况汇总表（示例）附录E 调查区域家庭人口分布汇总表（示例）附录F 流动人
口地域分布（不含大中专生）附录G 全镇流动人口性别年龄汇总表（示例）附录H 全镇流动人口受教
育程度汇总表附录I 全镇流动人口年龄学历性别汇总表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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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大量的个案中，我们明显地发现家族血缘集中的现象。
该镇的第一批大学生（1978年），即杨校长郎舅三人同时考上“大学”（当时杨的大舅子实际上考上
的是中专）成为恢复高考后该镇最早的大学生（这批大学生一共有4人，其中一个是下乡知识青年，
现已无法找到）。
他们具有明显的血缘上的亲密联系（在拙著《高等教育与农村社会流动》中有详细介绍）。
另外，多子女家庭，只要长子女是大学生，该家庭的大学生就比较多（甚至全部都是），同姓同宗中
大学生也特别集中。
这些现象都支持了农村中大学生血缘、家族集中的假定。
　　新一轮的调查统计已经难以发现这种现象，人们对这种现象的感受也变得模糊了。
高等教育大众化后，大学生总量大大增加，人们对大学生的敏感度大大下降，加上农村家庭子女独生
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大学生血缘家族的集中现象逐渐变得不明朗，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但仍然可以肯定，在自然村落中和多子女家庭中，大学生集中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
除了血缘和亲缘上的纽带关系外，家族和姻亲还有很多的仪式文化加强相互的联系，红白喜事和重要
节庆都成了维护这种关系的制度性方式，农闲时的聚餐聚会反映了交往中的亲疏。
中国人的聚餐绝不是美国式的AA制。
在美国社会中社会流动十分显著，社会关系带有较强的临时性，而中国式的聚餐，尤其是亲朋的相聚
，具有许多特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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