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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走到了一个转折点今日世界，美国第一，这并非人类社会的常态。
秦汉以降两千多年，中国世界第一是人类社会的常态。
中国生产总值约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约占世界三分之一，一直是人类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人类科技
教育的高峰、人类文明的灯塔。
两三百年的罗马帝国，一两百年的蒙古帝国，都是昙花一现。
直到1830年前后，欧洲总产值才超过中国。
直到1865年前后，英国总产值才超过中国，之后英国做了三十几年世界第一。
直到1900年前后，美国总产值才超过英国，美国迄今做了100年多一点世界第一。
1840年之后，中国百年国耻。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1949年之后，以朝鲜战争和两弹一星为标志，中国重新站立起来了。
60年来，中国顽强奋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2005年，中国总产值成为世界第四。
2008年，中国总产值可以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
再有5年左右时间，中国总产值可以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此后，再有二三十年时间，中国总产值可能超过美国，重回世界第一的位置，之后有可能长期保持世
界第一。
如果中国总产值能够如期超过美国并长期保持第一，那么，后代人回过头来看，几千年整个人类社会
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中国第一的历史，1865年之后这100多年，就只不过是几千年中国第一的整个人类社
会历史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个变态。
我们现在正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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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全书共分八章，内容包括：引论；中国社会分层——1949年以前；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干部制度—
—1949－1959；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干部制度——1959－1979；中国社会分层的三个主要体制；中国社会
各阶级阶层的分析等。
本书内容全面，论述透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书籍目录

我的强国梦《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中译本代序序言  我的社会学观点 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本
研究项目的确立  第二节  方法论：研究中国的历史社会学    1.方法论的困境    2.定性社会学与历史社会
学的方法论    3.研究中国的历史社会学的演变  第三节  理论：研究中国的社会学    1.中国社会的性质：
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    与东亚迟发展者    2.民族国家建立的积淀论    3.中国与全球化    4.美国与中
国第二章  中国社会分层  1949年以前  第一节  中国的延续与统一  第二节  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分层  
第三节  1905年以前的科举制度  第四节  1912年以前的公务员制度  第五节  1949年以前的干部制度第三
章  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干部制度  1949－1959  第一节  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  第二节  中国社会分层  1949
－1959  第三节  恢复全国统考  第四节  户口制度的起源  第五节  1956年体制的结构  第六节  1956年以后
的修正  第七节  干部统计  1949－1959  第八节  195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分层第四章  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干
部制度  1959－1979  第一节  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  第二节  中国社会分层  1959－1979  第三节  干部统计 
1959－1979  第四节  对社会分层的调整    1.取消高考与工农兵大学生    2.以工代干与以农代干    3.五七干
校    4.上山下乡第五章  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干部制度  1979－1993  第一节  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  第二节  
中国社会分层  1979－1993  第三节  1985年体制的结构  第四节  干部统计  1979－1993  第五节  邓小平对
干部制度的批判  第六节  党政机关的干部制度  第七节  国有企业的干部制度  第八节  专业技术人员  第
九节  大专院校毕业生  第十节  其他第六章  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干部制度  1993年之后  第一节  邓小平南
方讲话  第二节  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  第三节  1993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分层  第四节  1993年公务员制度  
第五节  1993年以后的干部统计  第六节  国有企业的干部制度  第七节  事业单位的干部制度  第八节  专
业技术人员  第九节  干部录用  第十节  人才市场  第十一节  干部制度改革十年纲要（2000－2010）第七
章  中国社会分层的三个主要体制  第一节  高考  第二节  户口  第三节  单位  第四节  中国革命最后阶段
的主要任务    1.建立消灭城乡隔离的社会体系    2.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3.建立发展耕地规模经
营与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稳定机制    4.建立免费义务教育与建立教育市场第八章  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
分析  第一节  中国社会分层：一幅条理分明、一以贯之的全景图画  第二节  中国农民阶级的消亡  第三
节  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第四节  中国资产阶级的重生  第五节  中国干部队伍的分化  第六节  中国中产
阶级在哪里  第七节  党员身份在中国社会分层中  第八节  未来中国社会分层前瞻 附录一  中国社会分层
研究英文文献附录二  社会学中国研究英文文献简编附录三  美、日、中台海战略和台独分子台独战略
的历史社会学背景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引论第一节　本研究项目的确立本研究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如同卡尔和吉尔伯特
的《美国阶级结构》（Gilert，2003）。
本研究旨在建立中国社会分层的实际模式，如同“图示1—1吉尔伯特一卡尔模式：（美国的）阶级结
构”（同上，第17页）。
基于翔实的资料，本研究终于建立了这个实际模式，这就是“图8—1李毅模式：中国社会分层1952
—2003”加上“图示8—1李毅模式：中国社会分层2005”。
以下各章描述和分析这个模式的起源、结构和演变。
众所周知，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全球力量对比正在改变（Hoge，2004）。
可是，尽管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强大，美国对中国的了解还是远远不足。
这种不足已经不利于美国国家战略利益，使得了解中国尤为迫切。
1972年，费正清总结道：我们如何总结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策呢？
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不参与中国内战非常明智。
1950年底麦克阿瑟向鸭绿江推进是愚蠢的。
大概只有斯大林从中美朝鲜战争中获益。
基于对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完全误解，随后杜勒斯五十年代对北京的冷战是根本错误的，完全不必要
。
尼克松访华终于将我们拉出了错误的泥淖，可是要到达坚实的土地，我们实在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Fairbank，1972，37—38）如果美国领导人对中国社会有起码的了解并致力于协调，中国内战、朝鲜
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有可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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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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