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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家庭结构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当代农村家庭在社会变革和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动，通过剖
析有代表性的家庭类型揭示家庭结构与家庭功能的关系，从人口迁移流动行为增多、出生人口大幅下
降、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提高等视角探讨家庭变动的原因和未来趋向。
本书以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及作者主持的多项小型调查数据为基础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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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领域为家庭人口学、制度人口学和人口社会学。
代表性论著有：《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1995年）、《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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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家庭结构是指具有血缘、姻缘及收养关系成员所组成生活单位的类型和状态。
家庭结构分析是对同一时期不同类型家庭的构成比例、家庭成员的关系形式进行研究，并对其变动及
其原因加以探讨。
它旨在透过家庭相对静态的存在形式观察其成员生存方式，通过结构状态认识家庭的功能。
家庭结构的时期研究建立在纵向阶段性数据基础之上，借以认识不同类型家庭的维系方式和变动原因
，把握社会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对家庭形态的作用机理。
　　中国家庭结构一直处于变化之中。
但相对于私有土地制度为主体的农耕社会，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更为显著。
家庭结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所发生的变化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实行了四分之一世纪的集体经济制度让位于家庭经营①；在计划生育政策制约之下，农民的生育行为
从传统的多育转变为少育；中国的人口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成为农民家庭增
加收入的主要途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少育之下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农村社会老龄化初显端倪。
这些变化对农村家庭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书将对这些重要社会变化背景下的家庭变动进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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