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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胜泉教授一生著作甚丰，发表的学术论文有数百篇之多。
在人口学方面，他曾协助世界人口学会前副会长、清华大学陈达教授完成斯德哥尔摩世界人口大会主
题报告《晚婚、节育与中国人口》，参与中国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前校长马寅初教授名作《新人口论
》的写作，参加中共中央1980年召开的“人口问题座谈会”，对制定新时期的人口政策发挥了作用。
他积极参与“文革”后恢复人口学的研究活动，提议和编写了一系列人口学方面的开创性著作，如《
人口学概论》《人口与劳动资源》《人口社会学》《中国移民问题》等。
　　在社会学方面，他协助中国著名人类学和社会学者、清华大学费孝通教授完成有关乡村社会学和
中国绅士的学术研究，直接参加“文革”后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指导并主编了《中国农村社会
学》《中国乡镇社会学》《1980-2000年中国社会发展战略》《劳动社会学》诸书。
从安徽凤阳出现“包产到户”起，一直到近年的“村民自治”，他长期进行社会调查，参与指导和推
动新的社会变革。
他曾担任“乡镇建设与政策研究”课题组长，对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推动城市化发挥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
　　在经济学方面，他协助中国著名经济学者于光远教授建立“中国经济学家团体联合会”并担任培
训中心教授，参与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所组织的各省、市经济发展战略的制订，在国家体制改革
委员会的指导下，完成了《中国县级经济管理学》《中国乡镇经济学》等著作，还参与了《中国劳动
经济学》《中国城市经济学》的写作。
他的专著有《中国经济的再认识》《中国崛起的选择》《改革经济学》等。
自1989年以来，他多次访问我国台湾、香港及美国、加拿大，与中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学术文化交流
。
在担任北京台湾经济研究中心副理事长期间，他为推动两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作出了有益贡献。
　　作为业余作家，他的作品有短篇小说《传达》《月光下》《湖边徘徊的人》，中篇小说《天作之
合》，武侠小说《龙争虎斗》，长篇小说《人生何处不相逢》《世家子弟》及诗集《吴生诗抄》等。
　　我是王胜泉教授在“文革”结束后所带的第一批学生。
作为他所授课程的课代表和他指导的留校教师，我得到他多方面和长时间的亲自指导。
他不仅是我的学术启蒙导师，而且是引导我走自己的路的前辈。
自从王胜泉教授和我的第一次见面开始，在近30年的交往中，我一直称呼他为王老师。
所以，我还是觉得以王老师称呼他，更为亲切。
　　王老师的一生是义无反顾、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的一生。
在他的青年时期是这样，走入社会后更是如此。
为此，他不知经历了多少人生的风风雨雨，但他执著地在自己的路上坦坦荡荡地走了一生。
　　记得就在“文革”刚刚结束，解放思想的工作刚刚起步的阶段，我们作为“文革”后第一批正式
考试入学的大学生，提出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劳动力仍然是商品，有些人对此感到惊惶失措，说
这种认识是大逆不道。
而王老师则鼓励我们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理论研究上敢于走自己的路。
　　为了让我们学会走自己的路，王老师早在1980年夏天就支持我们开展了中国自改革开放后最早的
社会问卷调查。
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王老师多次的叮嘱，要读万卷书，要行万里路，要走进社会做实地调查研究。
　　王老师不断地以自身的实践教育我们怎样走自己的路。
当“只生一个孩子好”的宣传铺天盖地之时，王老师不随波逐流，提出了只生育一个孩子将带来的人
口年龄结构的急剧变化和若干年后将出现的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高的考虑。
当GDP几乎成为发展的唯一指标时，王老师提出经济的高速发展不能忽视保障就业、保护环境、节约
能源和持续发展。
　　王老师不仅著作甚丰，而且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
他一生中参与了无数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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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前的学生运动，到近年来促进台海两岸之间的交往，他都无偿地付出了毕生心血。
他是最早推动成立社会学会和建立人口学专业的活动家之一，又是推动中国劳务服务走出国门最早的
倡导者之一。
　　王老师在人生的路上经历了不少沟沟坎坎和磕磕碰碰。
即使走过弯路，他也从不计较别人说些什么，仍然执著地、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一个人能在自己的一生中坚持走自己的路是非常难的，但王老师就是这样走了一生。
不论是淫雨霏霏，还是春和景明；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都义无反顾，潇潇洒洒地
走过了他的既坎坷艰辛，又丰富多彩的一生。
　　作为他的学生之一，我为他感到骄傲，也为我自己感到荣幸。
借王老师的论文精选出版之际，用我的心写了以上追忆，作为我对王老师的祭奠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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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胜泉教授论文精选的文章。
王胜泉教授一生著作甚丰，发表的学术论文有数百篇之多。
在人口学方面，他曾协助世界人口学会前副会长、清华大学陈达教授完成斯德哥尔摩世界人口大会主
题报告《晚婚、节育与中国人口》，参与中国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前校长马寅初教授名作《新人口论
》的写作，参加中共中央1980年召开的“人口问题座谈会”，对制定新时期的人口政策发挥了作用。
他积极参与“文革”后恢复人口学的研究活动，提议和编写了一系列人口学方面的开创性著作，如《
人口学概论》《人口与劳动资源》《人口社会学》《中国移民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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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胜泉，1929年出生于江苏省肖县。
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系，先后在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国家劳动部工作。
1958年调入北京劳动学院（后改为北京经济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任教、兼任北京大学，河北大
学、山东经济学院教授。
并担任合肥、蚌埠、莱芜、高密、乳山等市的政府顾问。
曾任中国社会学会、中国经济学总会、中国人才学会、中国行政学会、城市经济学会、人口学会理事
，北京台湾经济研究中心副理事。
　　由于在发展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发展高等教育方面的卓越成就，1987年得到国务院书面表扬，成
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并享有国务院颁发的终身专家津贴。
2005年6月11日逝世，享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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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该表根据父亲的职业测度了儿子们的职业流动。
例如，那些就业于下层白领职业中的父亲的孩子们有42．3％捞到了上层白领的工作，表明了上向流动
；有19．7％干的是和他们父亲一样的下层白领职业，表明了水平流动；还有15．3％干上了上层体力
劳动职业，成了下向流动。
（引自美国《社会》杂志，1979年，16卷第7页。
）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D．Pope Hoe曾提出如下论断：“在开放和封闭的标度尺上，美国处于什么
位置？
实际上，作为一个激进的实验，这个国家是建立在平等的前提之下的。
它曾被称为“机会之国”，表示上向流动的机会很多。
但是西摩·M·利普塞特和莱因哈特·本迪克斯在一部著作《工业国家的社会流动》中指出，美国的
社会流动其实只比其他发达国家略多一点。
通过衡量人们从体力劳动（蓝领）向脑力劳动（白领）的流动量，他们发现这种上向流动率在美国
是34％，瑞典为321《，英国为3l％，法国为29％。
联邦德国和日本为25％。
根据利普塞特和本迪克斯的看法，这种流动率接近的现象正反映了它们经济发展的共同模式。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口劳动与社会学问题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