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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产阶级的形成及其成长是影响社会分层形态演变趋势和社会政治转型发展走向的关键因素。
在欧、美、日等发达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导致了新中产阶级的形成，并因而改变了以
往的阶级阶层结构形态。
后来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亚洲四小龙”）也是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迅速推进时期出
现了中产阶级迅速崛起的现象。
目前，中国和印度等经济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和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转型国家，也出现
了中产阶级兴起的现象。
尽管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中产阶级产生的环境和条件各不相同，但是世界各地区的中产阶级还是具有某
些共同特征和相似的发展规律，国际比较取向的中产阶级研究对于深入认识各国、各地区的中产阶级
发展状况和把握其特征是十分有益的。
21世纪以来，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成了一个热门话题，社会学家对这一群体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兴趣
，许多研究者开始收集相关的数据资料，对这一群体进行研究分析，还有一些理论家在理论层面对中
产阶级的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不过，总体而言，中国的中产阶级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级的认识还不够深
入。
在此情况下，与国外研究中产阶级问题的学者进行交流，了解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发展过程以及国外
学者研究中产阶级的方法和理论，将有助于促进中国社会学家的中产阶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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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国内外研究中产阶级问题的知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中产阶级的形成、发展、特
征、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政治功能和相关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特别重点分析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概念
界定、发展规模、价值认同、社会态度、收入和消费特征。
同时，在国际比较视野下，中外学者也研究了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后发的“亚洲四小龙”的中
产阶级、新兴经济体国家和转型社会的中产阶级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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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春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和教育社会学研究。
代表论著有：《中国城镇社会流动》、《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分
层理论》、《我国社会分层研究30年》、《中国中产阶级的增长及其现状》、《当代中国社会的消费
分层》、《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和《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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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研究：理论与经验　东亚中产阶级研究的理论与发现　中国中产阶级研究的理论取向及关注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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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产阶级的现状及特征第四编　中外中产阶级比较　亚洲儒家社会中两种类型的城市新中产
阶级——2006年亚洲民主调查数据及其意义分析-　中国和保加利亚中间阶层的发展模式　中俄中产阶
层：构成、趋势与功能的宏观比较分析　印度与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与关注　印度和中国的中产阶
级兴起第五编　国外中产阶级研究　欧洲阶级体系的转型以及中产阶级的飘零　全球化、地方制度与
日本中产阶级　韩国中产阶级政治的动态：以“中民”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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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未来的研究方向　　十年前，研究者有理由去做探索性的研究，因为作为先行者，他们写下
的任何文章都有助于我们对亚洲中产阶级的理解。
然而，在有十年研究经验和发现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新宏观力量重构亚洲中产阶级之后，现在
是超越亚洲中产阶级研究的探索阶段的时候了。
对于如何在第二个阶段进行研究升级，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可能需要超越调查的方法。
尽管调查研究是有用的，但是它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调查数据需要采用诸如种族学田野工作、深度访谈、焦点小组、内容分析、话语分析、文献分析、政
府报告、历史材料等其他方法进行补充，从而提供对亚洲中产阶级复杂性的充分、深入的理解。
　　第二，可能需要超越对亚洲小国的研究。
EAMC项目启动的是对“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的研究。
SEAMC项目将研究拓展到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第二个阶段的研究可能需要进一步扩展到对重要的大国如中国、印度和日本的研究。
纳入这些大国可能会拓展新的研究议题，开拓中产阶级研究的新疆域。
　　第三，超越中产阶级研究中的国界可能是有益的。
因为在全球化的时代，跨国活动越来越多。
亚洲区域生产网络是否会产生更为统一的（或者更为多元和更加对立的）亚洲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成员的种族多元化和重构又以何种方式改变亚洲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认同政治？
　　第四，超越将个人（甚至家庭）当作分析单位可能是重要的。
之前的研究聚焦于个人和家庭。
尽管这种微观研究很重要，但第二个阶段的研究应超越将个人或家庭作为分析单位。
除研究社会出身、婚姻伴侣和家庭特征之外，还可以研究中产阶级组织、中产阶级社会运动、中产阶
级邻里和社区、中产阶级政党、国家的中产阶级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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