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

13位ISBN编号：9787538273823

10位ISBN编号：7538273824

出版时间：2004-12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作者：李强

页数：39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

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对于多年来笔者研究中国社会分层的观点做了概括，第一章到第四章都是对于中国社会分层
变化的综述，其中第二章概述了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总体变化，第三章分析新近发生了什么变化
，提出了阶层结构定型化、阶层利益碎片化等观点，第四章分析了在贫富差距问题上新近的变化。第
五章到第九章是笔者有关中国社会分层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包括：丁字型社会结构的理论，社会结
构紧张的理论，经济分层与政治分层的理论，核心群体与边缘群体的理论，四个利益群体的理论，冲
突型价值观念的理论等。第十章到第十二章是关于收入差距的研究，分别介绍了收入差距的研究方法
、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和特殊群体的差距问题。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分别研究了我国的处在上层的
富有阶层，处在中间的中产阶层和处在下层的城市贫困层。最后一章则是对于我国社会分层研究的总
体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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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强
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社会学系主任。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社
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委员，国家民政部、卫生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
等。1998年被评为国家教育部第一批跨世纪优秀人才。著有《中国大陆的贫富差别》、《当代中国社
会分层与流动》、《市场经济、发展差距与社会公平》、《市场经济、发展差距与社会公平》、《中
国扶贫之路》、《生命的历程：重大社会事件与中国人的生命轨迹》、《我国失业下岗问题对比研
究Z》、《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等著作十余种，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曾多次获国家级和省部级
学术奖励。

Page 3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社会分层概述
一 什么是社会分层
二 如何从总体上认识我国的社会分层现象
第二章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之变迁
一 社会身份分层体制的重大变迁
二 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
三 社会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
四 关于社会利益群体的分析
五 对于社会精英群体的分析
六 对于社会中产阶层的分析
七 社会分化中的一些正向因素
第三章 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
一 贫富分化更为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更高，分化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
二 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结构紧张的局面比较严峻
三 阶层结构出现了定型化的倾向
四 中产阶层有所发展，但总体上仍然比较较小
五 阶层利益的多元化为碎片化特点
第四章 怎样看待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一 社会学与贫富差距研究的关系
二 我国贫富距问题的现状
三 贫富差距与社会稳定
四 市场转型与贫富差距
五 贫富差距与社会公平
第五章 丁字型的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
一 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丁字型的社会结构
二 丁字型结构、两极型社会的核心是城乡关系问题
三 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
第六章 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
一 关于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关系的研究
二 经济分层差距的变迁
三 政治分层差距的变迁
第七章 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的两个阶段
一 我国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
二 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收和结构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三 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的两阶段理论
第八章 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
一 特殊获益者群体
二 普通获益者群体
三 利益相对受损集团
四 社会底层群体
第九章 转型时期的冲突性的职业声望评价
第十章 怎样研究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
第十一章 影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因素之分析
第十二章 两种企业家的收入差距
第十三章 当代中国社会的富人阶层
第十四章 关于中产阶段理论与西方国粗中产阶段现状
第十五章 中国的中产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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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市场转型与我国中间阶层的代际更替
第十七章 中国城市贫困层问题
第十八章 对于我国理论界社会分层理论的回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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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2017.4.5 
2、多了一种看问题的视角 
3、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
4、教你如何将国人分为“三六九等”（非贬义啊喂）。语言特别大白话，道理特别容易理解，本来
嘛，和生活相关的事何必包装的那么艰深。
5、更多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论述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分层的意义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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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每一个王朝都会重修前朝的历史，而今，每一代政权也会重修前一代政权的历史，哪怕这历史刚
刚过去几十年或几年，也要好好打扮一番。幸运的是还是有些学者，敢于实证调研，去除政治的迷雾
，为我们还原一些真像，而人大的李强教授就是其一。重点关注第四章：市场转型与我国中间阶层的
代际更替——原来咱当工人的爹妈也曾经是中间阶层——这是一个令多少青年人惊讶，而官方又羞于
承认的事实额！工人——如今，这是一个多么尴尬的词汇额。60年前直到30年前要说“我是工人”，
会令多少人羡慕；20年前，这话还一般般，表明普通身份而已；10年前，或许人家会问，“奥，没下
岗吧”；如今，则着实会低人一等，多少人都以此为耻了，甚至宁可说自己是“工薪族”，也不愿说
出工人两个字。然而，李强教授还是通过事实和数据证明，工人，曾经是共和国的支柱，是这个社会
的中间阶层，“他们是50至70年代中国社会的稳定力量，即使“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社会动荡也没有
对他们的生活形成重大威胁。”当然，他还是用了比较官方的语言称之为国企职工（30年前也没有私
企阿）。“80年代以前，无论就收入而言还是就福利而言，中国国有企业职工都是当时城市社会中分
享较多资源的阶层。国有企业职工可以从单位分得住房、享受低价格房租、享有很多劳动保护福利、
可得到免费医疗、有养老金，子女还有入托、上学等照顾。”——这是多么名副其实的中产待遇额~
然而，自80年代后期开始到90年代后期达到顶峰的国企改革后，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国企职工的地
位迅速下降。“工薪层成了今日“低收入层”的代名词。而所谓工薪层主要指的就是人数高达一亿以
上的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阶层更替迅速发生，衰落的群体是整体性
的，由一个40~50岁上下的、近于同龄的群体构成，传统的国家雇佣人员成为失业下岗群体，这些变
革，比历史上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社会阶层变革都要迅速而激烈，因而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后果会
十分严峻：“近来，人们对于社会保障体制变迁的种种忧虑，对于住房、医疗、养老体制变迁的担忧
，社会上流行的普遍缺乏安全保障感的心态，最主要地就是反映了类中间阶层的社会态度。由于传统
的类中间阶层是我国以往消费上的最重要群体，因此，该群体经济地位的下降，造成了我国消费市场
的萎缩。一段时期以来，社会上消费疲软，银行一再降利率也不能带动需求的上升，其重要结构原因
之一就是：类中间阶层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构成消费市场的主要社会群体了。”在人为的改革中，旧
的中间阶层衰落了，而新的中间阶层尚未大规模崛起（这是需要按照经济规律假以时日的），社会暂
时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态势，基尼指数也从0.18跃进到0.45的国际警戒线，但愿，这一切只是暂时。。。
。。。PS： 书中不失有很多经典的引证：“中国改革初期所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
，反映的也是这个问题。中国改革初期曾有过“谁应该先富起来”的争论。当时曾讨论，究竟应该农
民先富还是干部先富，应该工人先富,还是知识分子先富。后来的发展证明，私营企业主，外企雇员，
市场上的各种经纪人，企业或工程承包人，各类明星，涉外旅游业人员，外贸人员，以及与权力资源
比较接近的群体等，成为先富起来的群体。一部分人的相对富有，也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相对贫穷
，一部分人的地位上升，也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地位的下降。那么，谁的地位下降了呢？比较典型地
就是，国有企业职工的地位下降了。”历史的轨迹却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似乎都没有先
富起来。。。于是，李强教授提出了“权利同心圆理论”似乎尝试解读了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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