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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8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蓝厅会议室举行了“当代中国社会结

构变迁研讨会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新书发布会”。出席发布会的专家有中国社会科
学院社会学所陆学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
系孙立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陈光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谢寿光社长。会议由谢寿光社长主持，光明日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等10多家媒体与
会。 

 
会议首先由该书主编陆学艺教授发言，他详细的介绍了该书的写作背景及主旨。 

 
这本书经过5年多的时间的深刻调查与研究，今日付梓，是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

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之后对中国经济社会进行全面阐述和剖析的第三本著
作。 

 
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两个最基本结构，是解释经济和社会现象

的理论工具。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我们已经习惯运用经济理论和方
法观察分析问题，这在一定阶段是必要的。但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城乡差距扩大
的趋势总是遏制不住”、“内需总是扩大不了”等等，这些重大问题难以有效解决，究
其原因，就是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单纯运用经济理论和经济方法
是不能完全解释得了的，有必要同时运用社会理论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问题，采用社会
政策和措施来解决矛盾。国外的学者对社会结构有不少的专著和研究，但是中国国内对
社会结构的研究却比较少。在新阶段新形势的背景下，提出运用社会结构理论，作为观
察新形势的新视角，并运用相应的理论和方法，制定社会政策，改革社会体制，调整社
会结构，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是适应我国进入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也
是从根本上解决多年来不少经济社会难题的需要。 

 
从一些具体的指标来看，我们现在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方面

都滞后于经济结构。据课题组测算，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 5年。当
代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达到工业化的中期水平，但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这
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结构性矛盾。如果不及时调整社会结构，那么中国经济社会中的许多
问题将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近年来，我们党相继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社会建设摆在了

更加突出的位置，这表明，中国已进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调整社会结构，形成
与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这既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也是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建设的核心。社会结构调整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许多社会
政策也将逐渐地改变。 

 
目前，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加快社会建设，调整社会结构的突破口是推进城市化。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也是现代化的载体。现在是到了打开城门让农民进城，大力推
进城市化的时候了。通过改革户籍、就业、社保等体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是符合
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总之，社会结构概念是新阶段、新形势条件下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新视角，也是解决

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新方法。该书的出版，意在“抛砖引玉”，向社会和广大读者推荐关
于“社会结构”的理论和方法，促使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中国当前社会结构的问题，加
快我国社会建设的步伐。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陈光金教授的发言，将重心放在了收入不平等方

面。他指出：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是目前我国存在的重要问题，收入差距过大必然影响社
会安定和谐，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我国的收入不平等嵌入在社会结构不平等中，是由
于各种利益关系失衡以及公共政策的偏向等原因造成的。要想改变收入不平等的状况，
首先需要公共政策方面要有重大调整，另外还应进一步调整整个社会的组织体系，使得
社会的弱势群体能够通过有序的渠道来参与谈判、定价等利益分配过程，增强社会自我

 



的协商与协调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教授的发言指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

的出版，标志着社会学界对社会结构的研究实现了“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社会
政策的应用”的重大转变。我们以前习惯运用经济理论和方法观察分析问题，曾简单地
认为调结构即调整产业结构，但实际上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同等重要，社会结构必须与
经济结构协调发展。当前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如何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成为我国面临的
重大难题，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强调靠投资、出口和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过度倚
重出口使我国陷入美元贬值的困境，而过度投资则可能造成重复建设、产能过剩、通货
膨胀等种种问题，此时，扩大内需就成为迫切的要求。但是如何扩大内需？单纯依靠经
济学理论和方法是无法解决的，其根源在于社会结构，尤其是不平衡的城乡结构、就业
结构和分配结构。因此，只有适时调整我国的社会结构，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点
已经开始在经济学界与社会学界达成一定的共识。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认为社会学应该紧跟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反映深刻的
社会变革，而社会结构是整个社会生活，包括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背景，具有极端的重
要性。他高度评价了陆学艺教授及其带领的课题组“紧紧抓住中国社会中的重大问题进
行研究和探索”的优良传统，并称其为“陆学艺传统”。此时，《当代中国社会结构》
力著的出版对于中国社会学乃至世界社会学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指
出：中国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久而不决的问题与矛盾，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政
府在制定政策时忽视了阶层利益分化等社会结构方面的问题，没有建立起与社会阶层结
构相适应的政策结构。同时，他还提出并详细分析了优化社会结构的四个有效途径， 即
“扩大中产阶层、改善下层和底层、保护和拓宽阶层向上流动的渠道以及实现各阶层的
互惠与共生”，这四点应该是政府进行社会政策调控的重要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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