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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立平，男，辽宁省人，1955年5月7日出生。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1981年入南开大学社

会学专业班学习。1982年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2000年1月调入清华大学社会

学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被《南风窗》评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 

研究领域 

  在80年代，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现代化。曾出版《社会现代化》、《走向现代之路》、《发展的反省与

探索》等著作，并发表论文多篇。其间，提出现代化的时序模式、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等理论。特别是后发外

生型现代化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进入90年代之后，研究的兴趣逐步转向中国社会结构变

迁，相继发表《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合作）、《改革前后中国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和民众互动

关系的演变》等论文，并提出了“总体性社会”、“总体性资本”、“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

等重要概念和理论。发表在《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五期上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

（合作）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转型社会学。其主持的大型研究计划“二十

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关注的是作为一种文明的共产主义在日常生活实践中

的运行逻辑。另外主持的“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和“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社区建设研

究”则关注于“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的转型过程。  

 

孙立平 

个人履历 

1999年，在北京大学“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提出“过程—事件分

析”的研究策略；    

2000年，与其同事和学生一起在《清华社会学评论》上发表“当代中国农村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一

组文章；    

2001年，在“过程—事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实践社会学”，倡导对中国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研究。《迈

向实践社会学》发表在《学海》2002年第三期，《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发表在《中国社会科

学》2002年第五期；    

2002年，在有关研讨会上宣读了《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长篇研究报告。是为研究改革以

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第三个系列报告，对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2003年，出版《断裂----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书，其中“断裂社会”的理论观点被海内外报刊广泛转

载。同年提出“新失业群体”的概念；  

     2004年，出版《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和《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提出社会断裂的基础是社会权利的失衡。    

    2005年，在《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中提出发展社会学中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

的构想；出版《博弈：断裂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与和谐》，提出利益博弈开始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主题和

形塑利益格局的重要机制。    

    2006年，出版《守卫底线—转型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提出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和重建社会基础秩

序，并以此对“制度是如何失败的”问题提出新的解释；提出以延长社会学核心概念解释链条的方式，强化

社会学学科的解释力度，以适应社会转型对社会学的新挑战。    

    2009年，出版《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提出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思

维，即用秩序思维替代稳定思维。我们要准确判断中国发生的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判断社会发生大的危

机的可能性。在这个前提下，用充分的自信来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时代。作者认为，我国社会的冲突是

基于利益的冲突，利益冲突是理性的冲突、是正常的社会现象。我们的任务不是消灭这种现象，而是要为这

种现象的发生设立规则，为这种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地方法。  

主要著作 

《社会现代化》    

《发展的反省与探索》    

《传统与变迁》    

《断裂》    

《转型与断裂》    

《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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