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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一直是社会学的主要分支之一，也是经验研究方法运用得比较成熟的领域。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学者分析中国》（三联书店，1996）翻译、收录了1996年以前关于中国
社会分层研究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受到了国内学者的极大欢迎。
本书是其后续之作，选译了1996年以来发表在美国主流社会学三大学刊《美国社会学评论》、《美国
社会学杂志》和《社会力》上的关于中国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的12篇经典论文，提供了国际分析
与比较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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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边燕杰，曾为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社会科学部主任，调查研究中心主任。
现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与流动。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经济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著有《中国城市的工作与不平等》（英文，1994
），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2001），《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2001），《社会调查实践：
论中国经验与分析》（2004）。
自2003年起， 与中国人民大学李路路教授合作并主持“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的长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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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结论　市场与中国农村的收入不平等：经济扩展中的政治优势　　一、引言　　二、变化的
机制：市场化还是经济扩展？
　　三、一项对经济扩展的分析　　四、来自1996年一项全国调查的证据　　五、1996年干部和企业
家的收入　　六、收入决定机制的分析　　七、对研究发现的解释　　八、结论　　附录第二部分 社
会流动研究的新进展　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精英生成的二元职业路径
（1949—1996）　　一、政治与人生机遇：研究问题的路径　　二、欧洲“新阶级”理论传统的贡献
　　三、二元路径模型　　四、以往研究的局限　　五、数据与测量　　六、研究方法　　七、对职
业路径的事件史分析　　八、政治统合再探　　九、职业路径的分野及维继　　十、改革开放以来的
变迁：市场的影响？
　　十一、结论　政党庇护下的职位升迁：通向中国管理精英的庇护性流动之路（1949—1996）　　
一、引言　　二、政党庇护下的庇护性流动　　三、政党庇护的过程分析　　四、数据和研究设计　
　五、结论　共产党党员身份与中国的变迁　　一、引言　　二、政治审核持续性的动态模型　　三
、中国政治审核的程序　　四、研究设计　　五、模型　　六、结论和讨论　大学文凭和中共党龄在
政治精英选拔中的作用　　一、西方关于政治精英选拔的主要理论观点　　二、四个假设　　三、数
据和变量　　四、分析与解释　　五、总结及讨论　干部和市场机会：中国进入自雇职业的模式
（1978—1996）　　一、干部和转型经济中的市场　　二、中国进入自雇职业的路径及其收入分配的
结果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四、结果分析　　五、总结和讨论第三部分 国际比较视野中的新
理论　转型经济中的精英机会　　一、引言　　二、精英机会论　　三、体制变迁的广度　　四、对
资产挪用的制约　　五、转型经济的类型　　六、精英机会的模式　　七、资产结构的影响　　八、
总结　　九、结论　不靠资本家而创造资本主义　　一、引言　　二、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文化资本与
阶级　　三、第四波的“新阶级”计划？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英文文献后记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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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个重要证据说明本研究中核心概念的操作化是符合理论解释的，而且实证发现(主效应)为比较
不同时期这些协变量作用的变化建立了基础。
　　实证证据揭示，改革前和改革时期之间存在一些醒目的变化。
与市场转型理论一致的最强证据是新收入体制里私营／混合企业的显著作用。
这些新的组织形式反映了挣脱传统再分配经济的制度变迁。
鉴于这种组织类型与市场交易联系最紧密，我推断市场进程已经确实改变了中国城市资源分配的渠道
。
而且，教育回报的增加部分可归结为新兴的劳动力市场比以前更好地实现了人力资本的价值。
　　另一方面，亦有证据表明制度有着强大的持续性。
首先，关于政治资本和职位权力回报，没有证据显示(在两种测量里)党员身份或干部地位的“作用下
降”。
也就是说，相对于“生产者”(技术和非技术工人)而言，我们没有观察到“再分配者”(高级干部)的
回报有显著变化。
_2。
_其次，在这两个研究阶段里，除了私营／混合企业员工的收入显著增加之外，单位级别状况并未发
生显著变化。
集体企业员工，他们比国有部门的职工更接近市场活动，并没有比国有部门的职工增加收入。
　　把这些发现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里，我注意到收入决定因素的变化对经济活动的变化最敏感，并
能捕捉中国城市经济转型中最主要的方面。
而且，我们的数据包括了直到1994年的信息，比起以前的研究来拥有更为近期的证据。
此外，我们的抽样框拥有更大比例的大城市居民；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大城市比其他城市变化会更迅
速。
所有这些因素应该有助于我们掌握由于市场扩张而引起的更新、更急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它们
应该支持由市场转型理论演化出来的理论假设。
　　这些发现和我的解释绝不意味着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城市没有显著变化。
恰恰相反。
变化是根本而广泛的。
然而，变化又是多层面的，产生变化的过程也一样。
例如，改革时期教育回报的增加体现出市场交易中人力资本重要性的增加。
但是，在改革时期它也与人事管理的国家政策一致。
相似的，即使我们观察到与政府机关和干部职位权力相关的收益，这些收益的来源可能部分地与市场
交易有关，因为现在已经很少有公有部门中的单位或者个人仅仅只依靠国家的再分配资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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