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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系:对我国粮食市场秩序的结构性解释》用“体系”一词来概括新出现的社会结构。
所谓“体系”指的是社会系统结构在权力与资源分布上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它通常是一种中心一边缘
结构。
粮食市场体系是一个由粮食生产、经营和管理主体构成的多层次多维度的中心一边缘体系，包括中心
结构、中间结构和边缘结构。
粮食市场体系的中心结构是国家管理粮食工作的科层体系；中间结构主要是由储备粮系统、全国性和
区域性的粮食批发市场、各种规模的粮食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中的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构成；边缘
结构则由未能成为国家重点扶持对象的农民集体、基层农业服务部门、中小粮食企业、个体户和种粮
农户组成。
在体系的内部，中心结构、中间结构与边缘结构之间存在主从关系，但这种主从关系逐渐被制度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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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万胜（1972— ），男，安徽宣城市广德县人，祖籍湖北松滋。
先后在吉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和华东理工大学就学，现为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副
院长，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领域为：农村社会转型。

代表性著作
1、《农民合作的新前景》，2013年。

2、《体系：粮食市场秩序的结构基础》，2013年。

代表性论文
1．《社会学研究》2010(3):《基层自主性何以可能：乡村集体企业兴衰现象的制度分析》;
2．《社会学研究》2009(5):《合作社：作为制度化进程的意外后果》；
3．《社会学研究》2009(1)：《小农地权的不稳定性：从规则确定性的视角》；
4．《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冬季号：《关于小农组织化道路选择问题的百年纷争》；
5．《上海市委党校学报》2007（7）：《县以下行政区划演变规律及启示：对一个县150年区划演变的
纵贯性研究》
6．《东亚季刊》2004(秋季):《乡村干部利益独立化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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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而且，假如有个很大的企业却不是国有的，国家甚至会将它进行一定程度的国有化
。
从2004年起，国家曾对投资规模较大、企业基础较好、带动能力强、资金需求量大、愿意国有资本参
股的龙头企业，采取投资参与经营的扶持方式，实施某种程度的国有化改造。
这个做法到2009年后暂停发展新的项目，原有项目继续实施。
当然，规模只是规划企业等级的主要变量，国家也会重点支持高科技企业或出口型企业，也会对较小
的此类企业实施高级别的扶持。
我们可以注意到，很多的农业科研单位和进出口企业也都是国有的，这是原有体制的遗迹。
国家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重点扶持的是粮食主产区的主要企业，从事粮食行业的企业就更有可能获得
较高级别的扶持，这也就是将横向的产业性质集成到了纵向的等级序列里来了。
 4.场域与身份。
市场体系不仅是一种关系结构或制度结构，也是一种场域。
场域是很难被经验所观察的，它的存在需要基于一种合理的直觉。
我们可以把它与另一种生活中常用的词语联系起来，使得它略微具体一些，这个词语是“身份”。
 我们对于身份会有着比场域这个西方词语更真切的感受。
张宛丽曾经提出，中国人的地位身份观念其实类似于一种势力范围观念。
这个说法很符合这里的需要，我们可以说势力就是场，势力范围就是场域。
但在社会系统中，场域不是由一个人单方面构成的，一个场域是由多个人的场域耦合出来的。
场域是众多行动者共同构成的，就如同磁场由多块磁铁共同构成的一样，但其中有些磁铁的磁力更强
，对于场域构形更有决定性力量。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身份是场域的个体化，它是个体的场，以及在整体的场中由个体来解释的那部分
。
我们说企业家和官员或者组织是具有身份的，这个身份可以理解为这个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及其
对场域构形的改造能力。
 场域是一个不平衡的结构，同一个场域中不同主体的身份也必然是不平等的。
企业的身份体现在，企业之间不只是产业或资源量不同，而是获取资源的可能性不同，甚至不同企业
适用的游戏规则也不同。
由于这种不平等主要是权力造成的，也使得企业之间的差别变成了与行政体系相联系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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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系:对我国粮食市场秩序的结构性解释》由熊万胜著。
体系的出现是粮食市场化改革的结果。
在粮食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市场稳定与粮价放开是一对尖锐的矛盾。
其中，市场稳定是粮价放开的前提，构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体系的形成使得这对矛盾的化解成
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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