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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
”今年，在我们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可以像孔子一样，非常有信心地说中国是真的“
三十而立”了，尽管今后的路还很长，中国仍要“志于学”。
　　想要了解世界在过去30年中发生的变化，我们需要研究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
回首过去，即便是最乐观的改革拥趸者们也会吃惊于中国发展的步伐和规模。
中国国内曾经敦促中国赶超英国的有关人士也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国家已经在国际贸易方面赶上了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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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从最初探索改革开放之路的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算起，到今年的11月初，中
国人民探索、实验和实践改革开放已经整整30年了。
当然，如果从更为长远的视角观察，中国人探索新的制度、新的体制已经有大约100年历史了。
100年前，1908年11月15日，晚清时代的强权人物慈禧死去，从此清王朝就难以支撑其统治了，武昌起
义以后的清帝退位，不仅标志着清王朝的结束，也是秦统一中国以来，维持了2100余年的君主专制制
度的结束。
从此中国人开始了寻找新的不是用君主的血统继承来保证其政权合法性的政治体制的实验。
这种被称作“共和制”的100年的社会实验，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中华民国建立、清帝逊位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大约37年。
这是内忧外患最为严峻的一段历史，大部分时间是在列强瓜分、军阀割据、外敌入侵和内战频仍中度
过的，虽然也曾尝试政治、经济体制的实验，但是处于“乱世”的社会，无法进行稳定的体制变革。
第二阶段，以1949年革命建立新政权为起点，直到新中国的创始人毛泽东主席去世，以及其后两年的
过渡期，延续到1978年底的改革以前，也有将近30年时间。
在这个阶段，有两个振奋人心的成绩或标志:一是列强和外敌被赶走了，当然，也有代价，就是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与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几乎中断了交往。
二是战争和内战终于停止了，基本上处于和平时期。
和平的环境本来可以进行不同于传统君主专制的新体制的实验了，但是，由于外部关系紧张，内部政
治斗争仍然频繁，所以，社会还是不稳定，有时候连正常的经济运作都受到干扰。
这一阶段创建了延续至今的政治管理的基本架构，进行了一部分是从苏联学来的计划经济的实验，仅
就计划经济体制来说，实验的结果是不成功的。
第三阶段，就是本书所要描述、分析的改革开放的30年。
如果比较近100年里的三个阶段的实验，那么，显而易见，改革开放这个阶段的实验，成绩是突出的、
巨大的。
　　改革最初被称作“经济体制的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引入市场化的运作机制
。
所谓市场化的运作机制主要是三个市场：商品生产、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信用市场。
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也是沿着这个顺序走了三大步，第一步是商品市场机制的建立，核心是物价、价
格机制，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经因为价格机制的改革付出了惨痛代价。
到了90年代中期，终于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价格机制向市场的转型终于成功。
第二步，90年代改革的核心是劳动力市场机制，为此，曾经引发严重的失业下岗问题，高峰期时出现
过大约2700万人失业下岗的局面，短痛也是明显的，老职工一代人为改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到了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初叶，传统的“铁饭碗”体制终于被打碎了，劳动力由市场来配置，并且已
经被全社会所接受。
第三大步是近来的金融信用市场化实验，改革也不是平静的，股指的暴涨、暴跌，也令人惊心动魄。
迄今为止，也只能说，这第三步也还在试验之中。
三大步是对30年经济体制改革所走道路的概括。
对于引入市场机制30年道路的总结，是经济学家的任务，经济学家最有发言权。
　　本书的任务不是从经济学方面对30年改革进行总结，而是从社会学视角进行剖析。
30年的改革虽然是以经济改革为起点的，但是，社会是一个整体，经济体制变革了，其他部分不可能
不发生变化，30年的变革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围，早已演变为全社会的变革。
问题是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社会学家怎样总结这些变化？
对于30年社会变迁的总结，难度很大。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的概念太大，几乎无所不包，还有什么不是社会呢？
除了自然，都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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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分析哪些，不分析哪些？
怎样取舍？
确实是个难题。
笔者以为，社会学家的总结可以把握两个原则：一个是人群的原则，社会是由人群构成的，所以，社
会学家关注的重心是人群，人群的概念也不小，可以是阶级的人群，年龄的人群，性别的人群，利益
差异的人群等，总之，社会是集合为群体的。
另一个是总体原则或整体原则，因为社会是一个整体，虽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等试图从
自己学科的视角考察社会，但是，社会本身不因为学科的分野而发生变化，社会变革也是整体的，正
像一个人的肌体不因为医生们的分科而变化一样，所以，社会学家的一个特点是关注社会变革中那些
具有总体特征的变化。
　　在对于改革中群体的分析上，社会学家更为关注的是群体利益的变化。
本书第一章对于社会各个群体在改革以后利益关系、地位关系变化的探讨，第二章对于农民的分析，
第三章对于从农村流往城市人群的分析，第四章对于市民的分析，以及第六章消费者群体，第八章妇
女群体等，都是这种视角的研究。
总之，社会学关注的核心是群体利益、群体地位、群体之间的关系。
　　那么，怎样分析总体的或整体的变革呢？
笔者以为，结构的变化、政策的变化、制度的变化、城乡区域的变迁，都具有整体的特点。
在本书中，第一章对于整个社会结构变化的探讨，第二章对于农村社会的剖析，第三章对于城市社会
的剖析，第五章对于单位体制的分析，以及第七章技术与社会，第九章社会政策，都属于整体的分析
。
总之，全书对于社会变迁的探索大体上体现了人群的原则和整体社会的原则。
　　全书各章的编排顺序和逻辑如下：第一章，从整个社会结构角度讲30年的变化；第二章从作为改
革起点的农村社会开始，讲述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变化；第三章从农村转向城市，研究农民向城市的
转移，即所谓的民工潮；第四章进入城市社会，讲述城市社区、城市管理和市民生活的变化；第五章
继续城市的主题，讲作为城市社会基础的“单位制”所发生的变化。
以上第二至第五章研究了中国社会的两个最主要的区域即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
关系。
第六、第七、第八三章，分别从三个具体的领域分析社会的变化。
第六章研究作为消费者的人群，当经济领域的大量商品被生产出来以后，消费与消费者受到了什么影
响，发生了什么变化；第七章讲技术发展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第八章分析作为性别的人群，妇女
特别是妇女的社会地位在改革以来的30年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最后，以第九章对于30年社会政策变化的剖析作为全书的总结。
　　30年变革的冲击力是巨大的。
与30年前的社会比较，每一个人都会承认，社会巨变了。
当然，最容易受到国际社会瞩目的还多是一些外在的变化，比如：经济的高速发展，城乡面貌的变化
，城市林立的巨大建筑，全国范围的高速公路网，以及人们衣着、生活方式的变化等。
而社会学家关注更多的还是社会内在的变化，即体制变革、制度变革、政策变革、关系变化、观念更
新。
３０年的经验证明，这种内在的变化比外在的变化要艰难得多、缓慢得多。
而且，变革与不变革总是并存的、交互影响的。
在每一个方面都是有变的部分也有不变的部分，既有变革，也有传承。
正像一个人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而离开地面一样，中国的改革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中国社会自身的
逻辑，中国人血液中既有新创的因素也有传承的东西。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就会发现中国社会也是变革与不变革之间的一种均衡。
借此作序的机会，笔者试阐述以下五方面中国社会变革与传承的特点。
　　第一，政府主导型社会。
秦汉以来的中国始终是政府主导型社会，即政权机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重大事务的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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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上起着主导的作用。
对于我国改革30年的观察，可以发现，无论是改革的发动，重要改革措施的提出、实施，改革战略、
路线、政策的修正等，都是按照政权机构的指令进行的。
当然，事物是矛盾的，改革的市场化导向就是在国家政权以外创建一个区别于政权的资源配置中心，
而这与政府主导型社会当然是矛盾的。
中国的改革就是试图在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间寻找到一个均衡点。
本书在这方面的探讨包括：第二章关于农村改革的分析，第三章关于城市治理的分析，第六章关于私
人消费与国家制度安排关系的分析，以及第七、第八、第九章关于技术变革、妇女地位变化、社会政
策变迁的分析，都与这一主题相关。
　　第二，整体利益社会。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强调整体利益，大禹治水是一种整体利益的思维。
改革以来的中国也具有这个特点，在改革以来无数次的抉择中，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考虑整体的利益与
个体利益的关系。
中国社会这种重视整体利益的现象在梁漱溟看来，是以家庭家族为本位而忽视个人的。
但是，在新中国前30年的实验中，这种整体利益则体现为国家、集体或单位的利益。
改革以后所要处理的基本问题也是整体、个体两者之间的关系。
30年改革实验的特点之一是集中起来办大事，30年改革中，土地的规划、开发区的建设、拆迁改造，
动辄就是多少个平方公里的规划，这样的事情在个体本位的西洋社会（梁漱溟语）是做不到的。
但是，改革的趋势是愈加激发出每一个人的活力，更加体现以人为本，所以，30年改革导致的结果是
，越来越尊重和重视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人的利益。
这样，近年的发展就越来越体现出，那种牺牲个体利益推进整体利益的规划越来越难以实施。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我们的改革也是试图在国家的整体利益与每一个个人的个体利益之间寻找
到一个新的均衡点。
而本书所有九章都属于在这个领域的探索。
　　第三，关系社会。
中国自古就是人际关系极其发达的社会，孔夫子儒学的突出贡献是阐释人际关系的规则，所谓君臣、
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关系有一套准则，成为社会运行中最为核心的内容。
30年的改革也是社会关系的一次大演练和大变革。
然而，矛盾的是，改革的重要逻辑之一就是试图从依靠人情关系运作的社会转变为法理社会，要走向
以法治国。
所以，30年的改革也是试图在关系社会与法理社会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
在这方面，本书第一章关于分层资源的重新配置的研究，第二章关于农村变革中宗族家庭关系的分析
，第三章关于民工潮中社会网络、家庭作用的剖析，第四章关于城市基层社会关系重构和民间组织的
描述，第六章关于人际信用与消费者信用的分析等，都是属于这方面的探讨。
　　第四，身份等级社会。
中国历来是十分重视身份等级的社会，将人分三六九等的现象，比比皆是。
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对于身份等级社会是个巨大冲击，但是，新的身份等级又在形成之中。
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突破身份等级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也有维系身份等级的因素。
所以，改革也是试图在竞争社会与身份等级社会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
本书的很多章节也是在此领域的探索。
　　第五，家庭伦理本位社会。
梁漱溟讲，中国是家庭伦理本位社会。
由于改革以前频繁的政治运动，对于家庭伦理本位有重大的冲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社
会上居然流行起了动辄“背叛父母”、“断绝父子关系”的政治潮流，但是，这种东西与中国家庭伦
理本位社会是尖锐对立的。
所以，自改革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家庭伦理本位“复归”的社会趋势。
改革以前，人民公社体制的核心在于试图打碎家庭体制而实现对于劳动力“跨家庭”配置，而改革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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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成功之举则来源于家庭本位的复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核心是家庭又重新成为组合生产、配置劳动力的中心。
但是，矛盾的是，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要建立社会体制，要突破原有家庭关系的束缚。
改革以后，农村家庭的小型化，年轻人的出走，以留守老人、妇女、儿童为特征的农村社会，流动人
口不稳定的婚姻关系等，又是对于传统家庭伦理本位社会的巨大冲击。
所以，也是两个方面的影响同时并存，可以说，改革也是要在家庭伦理本位与个人自由之间寻找一个
均衡点。
本书中，属于这一类的探讨有：第二章关于作为改革起点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分析，第三章
关于流动与农民家庭关系的分析，第四章关于城市居民家庭社区生活的分析，以及第八章妇女的婚姻
与家庭等。
　　在所有上述五个方面，都既有变革的动力，也有不变化维持原状的动力。
也可以说，所谓和谐社会，就是试图不断地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
　　本书的九位作者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山大学，各
位作者在社会学界都是各自研究领域的佼佼者，都已经是卓有建树的著名学者。
本书是九位社会学家通力合作的成果。
本书的成书过程是：2007年底，先由主编提出全书框架，经各位作者讨论修改框架，各位作者都贡献
了各自领域的真知灼见，2008年6月完成初稿，由主编细心阅读之后，提出修改意见，各位作者完成修
改稿，并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编辑胡涛细心校阅，完成编辑稿，主编及各位作者再次修正，终成
此书。
在本书成书过程中，笔者的友人、同事，清华大学的沈原教授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在编辑过程中，笔
者在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刘洋协助做了很多联络和稿件汇总的工作。
　　笔者在此对于所有对本书作出贡献的人士表示深深的谢意，并且也感谢福特基金会对于研究和成
书的资助。
为了赶在改革30年纪念之际出版，成书还是仓促一些，书中恐有疏漏之处，敬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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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强，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兼职包括：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卫生部、民政部、北
京市政府政策咨询顾问，北京市政府参事，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等。
1978～198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获法学学士学位和法学硕士学位。
1 985～199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曾任社会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导等。
l999年9月调入清华大学。
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
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应用社会学、城市社会学、贫困问题等
。
主要著作有：《社会分层十讲》（2008）、《中国水问题》（2005）、《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
（2004）、《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2000）、《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1 993）、《中国大陆
的贫富差别》（1989）等十几种，发表论文150多篇，多次获得学术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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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改革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　　本书研究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变迁，为什么
要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为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呢?笔者以为有以下三重原因。
　　第一，我们需要理解，什么是改革?改革是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体制或规则的变化。
比如，改革以前的农村只能是人民公社体制，改革以后农民可以“包产到户”了，换言之，农民赖以
生存的生活规则、劳动规则、经营规则发生了变化，这样管理生产的权力就从社队干部的手里转移到
了一家一户农民的手里。
于是，农民与干部、农户之间、农民与城里人之间等关系，就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改革本质上是改
变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
　　第二，什么是社会分层结构?所谓社会分层，大家恐怕都有所了解，就是社会各个群体因占有社会
资源不同而形成的地位高低不同的关系体系。
所谓社会分层结构，与社会分层的含义是一致的，加上了“结构”两个字，不过是强调它是一种比较
成型的“关系体系”。
所以，可以这样定义“社会分层结构”，即它是组成社会的各个群体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关系体系，尤
其是从社会各群体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差异的角度去观察，它们所形成的可以持续的社会关系体系
。
所以，也可以说，我们30年的改革，本质上是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或者可以说，从社会学角
度看，改革以来的最主要变化可以归结为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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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巨变，无论是社会的宏观领域还是微观层面，无论是经由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农村，还是单位制式微和社区重建背景下的城市，莫不如此。
究竟30年来中国社会主要领域都有了哪些重要变化，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发生变化的，且看九位著名中
国社会学家给出的精彩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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