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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李路路教授（图）

[ 作者 ] 中国人民大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 单位 ] 中国人民大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 摘要 ] 李路路教授，博士生导师。1954年2月7日出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系主任，国际社会学会个人

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社会变迁和社会现代化、单位制度和组织。 

[ 关键词 ] 中国人民大;博士生导师;教授;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变迁;社会现代;单位制度

       李路路教授，博士生导师。1954年2月7日出生，现任中国人

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系主任，国际社会学会

个人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社会变迁和社

会现代化、单位制度和组织。承担课题： l、“体制转换时期单位

制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1999），经费3.5万元人民币。 2、“体制转型中企业组织的决

策行为：对企业运行内在机制的社会学研究”，国家哲学科会科

学基金（1997-1999），经费 3.5万元人民币  3、中国大陆私营企业

的发展研究，福特基金会（1996-1998），经费 2.5万元 4、“中国

城镇地区的劳动就业与职业流动”，国家科委科技促进经济发展

研究中心（1996-2000），经费20万元 5、“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

士研究”，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1995-1997），经费15

万元 6、“城镇地区企业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家财政部、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998-1999）经费 25万元 7、体制转型背景下

的社会分层结构变革，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1-

2003年 8、企业决策与企业行为：制度转型背景下的企业组织分

析，教育部2002年人文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出国交流: 1993年11月－

1994年12月，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鲁尔大学访问学者 1997年7月－

1997年 9月，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 1998年 8月10日－18日，香

港科技大学“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变迁”国际研讨会 1999年 3

月一4月，香港城市大学学者交流 1999年10月22日－25日，香港中

文大学“第二届华人社会社会分层研讨会” 1999年11月15日一12

月13日，丹麦哥本哈根人学讲学学术成果著作： l、社会指标理论

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2

万字 2、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25万字 3、中国单位制研究数据分析，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1995年。 4、转型社会中的私营企业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5、中国的单位组织：权力、资源与交换：浙

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6、专著《再生产的延续——制度转型与城市社会结构》2003年12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2000-2001年

度基地重大项目“转型社会中的社会分层结构与变迁”的研究成果之一。摘要如下：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分



层结构的结构化机制，改变了阶级阶层地位获得的机制，但是，社会分层的秩序、社会分层的相对位置和相对关系在这一制度转型过程中

被持续的再生产出来，原有社会分层秩序和社会分层的相对位置的再生产构成了变化的主导特征。论文: 1、我国未来教育增长模式试探，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第76-80页； 2、关于完善北京市市级决策研究体制的设想，北京，中国县行政管理，1986年第2期

第15-19页； 3、实践范畴在马克思早期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常德：常德师专学报 1986年第 1期第9-14页。 4、企业社会行为

试析，北京：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87年第1期第40-46页。 5、“社会现代化”理论论纲，北京：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3期第105-112页。  

6、我国社会指标研究的几点探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第12-20页。 7、试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北

京：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5期第33-41页。 8、对中国社会分层的理论研究--关于分层指标的理论背景和制度背景的阐述，北京：社会学研

究1989年第5期第32-41页。 9、Theoretical Theses on " Social Modernization ",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Vol.4, No.4,  Dec.1989, P365-377. 10、当

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与现代化进程，天津：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第36-42页,1.2万字 12、对近代中国现代化迟缓的社会学结构分

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地25-32页，1.2万字 13、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当代中国制度化结构试析，北京：

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1期第65-76页，l.8万字 14、大同煤矿的企业文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1.5万字 15、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Vol.6, No.1, March 1991. 

16、社会结构的转型：结构主体和结构规则的变革，北京：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5期16-30页，2.5万字 17、当代中国制度化结构下的社会心

理特征，北京：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1.5万字 18、对一个国有企业和一个民营企业的社会学思考，北京：管理世界1993年第4期第77-

85页。1.l万字 19、对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与单位现象的思考，北京：管理世界1993年第6期，1.3万 20、谁是企业，中国社会学年鉴

（1994），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1万字 21、中国的单位现象与体制改革，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总第 6期（春季

卷）1994年第5一16页，1.8万字 22、我国私有企业主的经营状况和私有企业主的群体特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 4一5期，3.3万字

23、全国首次私有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及分析，中国私营经济年鉴（1994）第116-153页，香港：香港经济导报社1994年，7.5万字 24、社会

资本与私营企业家--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动力，北京：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 6期第46-58页，1.5万字 25、Das Danwei-

System im Prozess der Reform, 1995 26、私人企业的人力资本与企业成功，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总第15期（春季卷）1996 年第32-43

页，2.5万字 27、社会结构变迁与私营企业的发展，北京：管理世界1996年第1期209-214页，l万字 28、评“社会中间层”，北京：中国书

评，1996年第1期，1.5万字 29、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制度化结构，北京，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3期第30-34页，15万字 30、社会结构变迁中

的私营企业家--论“体制资本”与私营企业的发展，北京：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第93-104页，2万字 31、全国第二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

数据及分析，中国私营经济年鉴（1995），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 32、论社会结构变迁的机制，中国私营经济年鉴

（1995），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 33、私营企业主的个人背景与企业成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134-146

页。 34、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与社会转型--结构性优势和结构性障碍，‘香港：中国研究］ 997 年第3期第25-44页。 35、私营企业家的

社会来源--对第1次全国性调查的数据分析，东京：中国研究月报，Vol.51，No.4 1997， p.10－20. 36、

The Personal Background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 the " Success of Their Enterprises ",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Third Issue，

Autumn 1998. p.52－63. 37、中国私营工业企业：背景、现状与前途，北京：改革，1998年第4期第116-125页，第5期第 106-112页。 38、向

市场过渡过程中的私营企业主，北京：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6期，第85-102页。 39、论社会分层研究，北京：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

期，第101－109页。 40、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第151-158页，总第53期。 41、资源与交换：中国单

位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北京：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第44-63页。 42、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

期第90-105页。 43、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取与行动方式，北京：中国社会学年鉴（199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44、单位组织

中的资源获取与行动方式，福州：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第18-24页。 45、《Ethnicity and earnings deternination in urban China》

New Zealand Journal of 2001.6Asian Studies 46、《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与社会转型——结构性障碍和结构型优势》发表于《改革发展与

社会变迁》（论文集—华夏出版社2001.1） 47、国工作组织转换与制度变迁”，北京：《管理世界》（Management World）2002年第1期

第35-40页。 48、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理论与问题”，江苏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7－12页。 49、度转型与社

会分层模式变迁”，江苏南京：《江海学刊》2002年第5期第82-89页。 50、‘单位’研究”，北京：《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第23-32

页。 51、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第105-118页。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s in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Continued Reproduction of the Pattern of Relative Relati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No. 6, December 2002， pp. 105-118.）获奖情况： l、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国家教委首届



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995年。 2、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层结构，国际社会学学会世界青年社会学

论文比赛优秀论文奖，1991年。 3、社会结构转型：结构主体与结构规则的变革，“社会学研究”创刊10周年优秀论文一等奖，1996年。 

4、私营企业主的个人背景与企业成功，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8年12月。 5、转型社会中的私营企业主：社会

来源与企业成功，著作，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学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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