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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广州、中山、长沙、湘潭、郑州、开封、西安、天津、长春、吉林等十个城市的抽样调查
为基础，将我国城市居民划分为管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员阶层、工人阶层、自雇佣者阶
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其他难以确切划分的阶层等七个阶层，从历史演变、收入分配、工作转换、社
会心态、有关阶层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等方面对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作了深入的研究。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大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

作者简介

　　郑杭生，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36年生于浙江杭州。
1956年就学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五年制本科，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1-1983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
1984年受命创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1987年建立社会学系。
1986年和1993年作为学术带头人分别建立“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硕士点和博士点，1998年建立社会
学博士后流动站。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主任、副校长(1987年9月－1997年5月)。
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社会
学会会长、北京市社会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学科评审组召集人、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基金社会学评审组组长、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有著作多部、论文多篇。
社会学方面的代表作有《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社会运行导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
会的转型》、《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
版)等。
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方面的“七五”、“八五”、“十五”重点课题，“九五”重大课题
。
作品多次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
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进行讲学活动。
1991年10月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证书。
1998年受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聘请，赴日本担任该校产业社会学部客员教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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