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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北京奥运将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市民良好的素质及积极的公共文明参与将有助于树立
中国文化底蕴深厚、现代文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形象，然而当前人们的公共文明参与却不尽如人意，
政府采取多种方法进行干预，试图提高市民的公共文明的参与程度，但效果甚微。
是什么导致人们公共参与冷漠？
为什么政府试图提高人们公共参与程度的干预收效甚微？
影响公共参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
这是本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以往学者们对公共参与的解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行为者与社会结构（文化）割裂开来的缺
陷。
或者偏重社会，或者偏重个人，忽视了将行为者与社会结构（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能，因而大
大降低了公共参与的解释力。
本研究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场域一惯习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研究市民的公共参与行为，克服了结构与
能动、系统与行动者、集合体与个人之间进行二者择一的局限性，更好地发掘影响公共参与的深层因
素，从而为社会管理提供理论基础，进而通过为社会管理提供有意义的政策性建议，提升公共参与，
推动社会管理向善治转型。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研究的准备，由导论和分析框架两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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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场域-惯习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研究市民的公共参与行为，更好地发掘影响公共参与的深层因素，
从而为社会管理提供理论基础，进而通过为社会管理提供有意义的政策性建议，提升公共参与，推动
社会管理向善治转型。
本书研究有三方面的启示：第一，反思重塑家文化，弘扬其利于参与的积极因子；第二，重视家庭教
育的作用，推动家庭道德的社会化；第三，社区文化建设是推动公共参与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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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烽，中华人力资源研究总会理事，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员，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心理学硕士，传播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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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职业及受教育程度。
在公共参与的实证研究中，人们发现职业及受教育程度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影响公共参与程度的变量。
在北京市公共文明调查中，通过北京市常住居民与进京建设者的公共参与的比较发现，北京市常住居
民与进京建设者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公共交往、公共观赏以及公共参与等方面有显著差异，其中
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公共交往、公共观赏四大类，北京市常住居民得分高于进京建设者，但在公共
参与意识方面，后者略高于前者，并且进京建设者参与行为层面低于参与意识层面。
进京建设者之所以参与程度低，主要原因在于对规则缺乏了解，并且缺乏市民身份的认同感（姜磊
，2005）。
同时，有学者通过调查揭示弱势群体如下岗工人、进城农民工公共参与程度较低，认为弱势群体公共
参与冷漠的原因存在于两个方面：内因包括经济收人低、政治效能感弱、文化水平低；外因包括参与
机制不健全、缺乏法律保障、传统臣民文化影响（金太军、林莉，2006）。
还有学者通过对w市农民工为样本的农民工社区参与现状调查，发现农民工城市社区参与呈现出无序
化、狭隘性、被动性和无组织的特征。
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种种社会排斥是影响农民工社区参与的主要因素：第一，城市法律、制度和社会
政策的排斥导致了农民工社区参与权利的缺失；第二，城市社会关系网络的排斥堵塞了农民工社区参
与渠道；第三，社区市民群体心理的排斥加剧了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隔离。
城市社会形成了一个对农民工的排斥系统，这个社会排斥系统使农民工社区参与权利被剥夺、参与渠
道被堵塞、参与积极性被打消（姚华平，2007）。
总之，学界普遍认为，教育程度低、经济状况差、社会地位差的弱势群体普遍参与意识和参与程度较
低（周晓丽，2005；王金平，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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