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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招标项目《新时期社会协调机制 

建设问题研究》取得丰富成果 

                       

上海大学李友梅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社会协调机制建设

问题研究》（05&ZD030）立项以来，严格按照研究计划开展工作，取得丰富的阶段

性成果。  

一、进展情况 

1、完善研究计划，定期召开通报会。课题组根据招标答辩会上评审专家提出的

宝贵意见，进一步完善了课题总体框架和各子课题研究设计，增强课题执行的可操

作性。课题组每月召开一次项目进展通报会，对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和下一步研究计

划进行集中讨论。 

2、梳理相关文献，形成研究报告。按照研究计划，各子课题系统梳理了国内外

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目前形成了《国外社会协调机制的比较分析》、《组织化的

协调机制》、《社会资本与自组织的发展》、《传统组织的社会协调机制剖析》、

《新社会空间发育中的社会协调机制》等五篇文献回顾性报告。 

3、组织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2006年3月和6月，课题组分别在上海、宁波、深

圳、苏州等地进行了实地调查。2006年10月，课题组在上海、宁波、杭州、南京、

苏州等地进行了样本为3000份的问卷调查，计划年底统计出初步结果。 

4、进行深度访谈和个案研究。课题组对社团管理局、社会服务局、统战部、民

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负责

人及其骨干成员、各个阶层的城乡居民进行了访谈，对典型社会事件或集体行动的

个案研究也在有序进行。目前已完成的深度访谈和个案研究主要是针对上海、宁波

的进城农民工和新移民中的白领阶层，已整理出20万字的访谈录音资料，计划定性

研究将进一步扩大到长三角其他地区和其他阶层人员。 

二、召开系列研讨会 

1、召开“民间组织与和谐社会”理论研讨会。2006年3月，课题组与上海市社

科联、复旦大学联合举办。上海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资深专

家和党政部门、民间组织的代表共80人参加。会议围绕“民间组织与社会发育和治



理、民间组织与政党执政和政府转型、民间组织与市场经济和社会服务”等议题展

开。会议采取多学科交叉、专家学者与实际工作部门联动、主题报告与专题评论和

自由讨论相结合的研讨方式，旨在聚合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研究力量，围绕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进行集体研讨和攻关。会上，项目首席专家李友梅教授作了《民间组

织与社会发育》的主题发言。   

2、召开“中国社会建设论纲”系列研讨会。2006年2月开始，每两个月在上海

大学召开一次“中国社会建设论纲”小型讨论会。会议围绕“中国社会建设论纲的

思路、框架和核心概念”等问题展开。先后参加讨论的有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

海市社联、上海社科院等单位的知名学者。与会者认为，在过去的20多年中，往往

重视具体制度的变革，而对基础秩序的建设却很少给予关注。在社会基础秩序中，

个人信用及其管理是极为重要的环节。制度是否有效，与基础秩序有着密切的关

系。诚信是基础制度的基础，许多制度的有效运行都要建立在诚信基础上。与会者

还就基础秩序、结构整合、社会管理、城乡协调、财富分配、市场利益条件下的竞

争机制和保障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3、召开“社会转型时期行业协会的功能集问题”全国研讨会。课题组与上海市

社会服务局联合举办。李友梅教授作《从组织社会学视角看行业协会的社会协调功

能》的主题发言，会后将研讨会论文结集出版。 

三、阶段性成果 

课题组自开展研究工作以来，取得了较丰富的阶段性成果,出版了专著2部，发

表论文21篇，研究报告2篇。 

其中，专著《阳光驿站》（李友梅、汪丹、汤艳文《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是一项关于浦东新区梅园街道基层党组织管理创新与服务职能转变的实证研究报

告。梅园街道党组织在探索新时期流动党员管理与服务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并构造

了“阳光驿站”这一新型组织载体，其诞生不仅意味着一种组织结构上的新调整、

新创造，还意味着一系列新型工作机制、工作方向的确立，体现出丰富的政治—社

会意蕴和深刻的革新内涵。阳光驿站的产生与发展是新时期基层党组织探索组织创

新的某种尝试。 

专著《社会阶层的网络分析》（张文宏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是一项关于中

国城市居民阶层结构与社会网络的实证研究，试图理解阶层地位影响网络结构特征

的方式和程度。理论架构是以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关系强

度命题和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社会人口特征、阶层位置、社会交往机会与

网络特征之间的关系模式。 

论文《民间组织与社会发育》（李友梅《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4期）将民间组

织视为社会发育的一个过程，以民间组织成员的社会属性为主线，从民间组织与社

会发育的关系出发，概述了相关理论、国际经验；尝试从社会分层视角看民间组织

的社会功能，提出关于民间组织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议，最后论述了社团组织的作

用。该文已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报中宣部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协调小组办公室及上海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

协四大班子的主要领导。同时作为内部信息交流材料由上海市委局决策咨询小组上

报上海市各委局办的主要领导。 

论文《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李友梅《社会学研究》2005年

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6年第2期转摘）通过分析今日上海社会职业结构

中的新兴白领群体所处特殊历史阶段、文化适应、价值取向及其与体制之间存在的

某种结构性分离，提供一个观察研究的视角，并以某种方式与当前国内关于白领研

究的一些理论预设形成对话和讨论，进而引发对白领群体未来作用的再思考。该文

被评为上海市第6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 

研究报告《新时期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李友梅、黄晓春 提交《上海率

先实现现代化专报》，2006年8月）认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其作用，

需要整体性体制创新与基层党组织的构架建设相配合。基层党组织要转变工作方

式，及时把握社区新需求，创新工作机制，改善资源汲取方式和福利执行模式；基

层党组织要拓展工作空间，建立“回归日常生活世界”的政治动员机制，为基层党

员实现自我价值提供系统的“区别性激励机制”，建设在职党员制度参与的新平

台，努力建立面向社区组织成员的“精确协调机制”，建立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层

面社区共治平台。 

此外，已发表的论文还有《目前社团组织的作用及其管理体系》（李友梅《探

索与争鸣》2005年第12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失地研究》（沈关宝、王慧博

《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2期）、《当代中国宏观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网络构成的变

化》（张文宏 载李文主编《东亚社会的结构与变革》第110-123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06年）、《阶层地位对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模式的影响》（《开放时代》

2005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6年第1期转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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