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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的宗旨，是希望对跨学科的、经验实证的城市社会研究有所贡献、有所推动。
    在这套丛书中，我们所要描述和分析的，是作为社会的城市。
城市社会的转型及其扩充、发展，是当今中国社会演变的最重要、最深刻的内容之一。
如何记录、描述这样一种社会变迁的过程，并对其作出相应的解释、阐述，是需要各门学科从事城市
社会研究的研究者们共同努力的艰巨工作。
由于城市社会研究的内容涉及到从人口生态、空间形态、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社会意识以及人的行
为、心理等各个层面，还涉及到全球化的背景以及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跨地域、跨文化的共通性
，所以，其研究的艰巨性不仅在于这项工作需要有实证性的调查研究，需要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更需
要有各种形式、各种层面的比较研究，包括国际间的、城市间的对照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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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映芳，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文学博士（社会学专业）；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双聘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兼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高校都市文
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出版的个人专著有《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
《图像中的孩子：社会学的分析》，主撰有《征地与郊区农村的城市化：上海市的调查》、《棚户区
——记忆中的生活史》、《移民上海：52人的口述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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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章　城市开发的正当性危机与合理性空间——中国的“城市奇迹”何以可能  一、城市开发的正当
性危机  二、城市政府的机会结构和城市开发的合理性空间  三、动迁居民：未被转换成公平正义的补
偿愿望和动迁创伤  四、进一步的讨论第一部分　引子　80年代以来上海的“城市更新”　  一、关于
“城市更新”　  二、上海的“城市更新”历程　  三、重大动迁工程与动迁居民安置基地　第一章　
郊区动迁安置基地——居民的生活空间如何被生产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意识　  二、动迁安置基地
产生的背景及脉络　  三、政府主导的空间安排　  四、空间再生产：居民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实践　  五
、结论与讨论　第二章　农民集中居住区——居住形态与日常生活　  一、农民集中居住区：由来及
问题　  二、上海市嘉定区H小区的实例  　  三、居住转变是否推进人的城市化？
　  四、简要的总结　第三章　动迁与居民家庭结构的变动  　一、导论　  二、调查点及其背景　  三
、动迁前后居民家庭结构及居住模式的演变　  四、总结与讨论　第四章　成为“新城人”——社区
身份认同的型塑　  一、研究问题的说明与既有文献综述　  二、研究对象、方法与分析框架　  三、“
松江新城”发展脉络及其概念的推广　  四、“成为新城人”——JZ社区居民自我新身份认同的获得过
程　  五、“新城人”自我身份认同与他者身份确认间的非重合性　  六、讨论与反思第二部分　第五
章　业主的权利实践　第六章 都市邻里的形成——从“业主”到“市民”第三部分　第七章 城市历
史文化风貌保护区——“摩登上海”的更新　第八章 文化产业园区——文化在空间生产中的结构性作
用第四部分　第九章 廉租房的空间政治——政策为什么难以落实　第十章 开发体制与城市准人制—
—住房吸纳与住房排斥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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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第一章 郊区动迁安置基地——居民的生活空间如何被生产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意识　　（一）问题的提出　　上世纪以来，作为一个迅速扩展的大都市，上海的住宅建设在两个背
景之下得以迅速推进。
一是中心城区的更新。
进入90年代以后，上海加大对旧式里弄、棚户、简屋等旧区的改造力度。
据统计，仅l99l——2000年，上海共拆迁了近2600万平方米的旧房，安置了600多万居民（上海统计年
鉴，2002）。
在另一向度上，则是城市的扩张，市区范围向周边逐步延展。
城市的更新与城市的扩张是紧密相连的～市区居民向郊区的大规模动迁正是联结城市更新与城市扩张
的重要环节。
　　上海的城市更新与扩张，以及由其所带来的市区居民向郊区的大规模动迁，在开始阶段，首先是
由政府主导和规划，而非是市场行为。
“动迁安置基地”这一政府主导的郊区化进程，最初即是在这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四）小结：居住为人的城市化提供了外壳　　农民集中居住区，有着城市一般居住小区的外壳
，甚至比它们拥有更为光鲜的外形设计，大多数的小区有着标准化设计、合理的空间布局，小桥流水
。
如果仅从外观来看，这样的居住环境已然迈进了城市化，可以被纳入城市；然而，进入其中居住者的
生活，轻易就可以发现他们的生活还是沿袭着村落的习俗，他们与小区的空间规则也有着隔膜，在观
念上，也正经历着细微的变化——洗脚上田瞬间的转变，迁入居住区的不可逆转的变化，正逐渐地改
变着他们的种种观念。
从村落到居住区，改变的不仅仅是居住形态，而一切的改变都是始于居住的改变。
身临其境于农民集中居住区，它们拥有了城市的外壳，同时也有村落的性格　　然而，它们既不属于
城市，也不属于农村，尽管它们的出现是城市化脚步所致。
　　然而，当城市化浪潮席卷郊区，在一夜之间农民洗脚上田的神话成为事实，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建
筑物——居住的外壳，至少证明了城市的足迹。
但是，时至今日，这些居住区中的人仍然大量地沿袭着村落的惯习，表现在对于空间规则的认知、日
常生活的实践以及缓慢渐变的观念世界。
久而久之，人们的惯习随着生活实践的积累而发生内在的演变　　一尽管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城市外壳下，居住着农民的小区，既非城也非村，这是现阶段的写实。
　　人的城市化，即人获得城市性的过程。
农民在居住转变的同时，其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经历了再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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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都市大开发：空间生产的政治社会学》的宗旨，是希望对跨学科的、经验实证的城市社会研究
有所贡献、有所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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