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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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
授，兼任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员。
　　出版个人专著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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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大开发：空间生产的政治社会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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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城市重建的空间故事
　 ——香港荃湾七街重建项目的真实记载
　 一、概要
　 二、荃湾市中心重建项目
　 三、结论与启示
　第二章 “旧区改造”中的都市利益关系与市民行动的逻辑
　 ——上海的个案
　 一、引百
　 二、调查对象区位特征
　 三、社区环境与居民参与的强烈愿望
　 四、简要分析
　 五、结语
　第三章 住房动迁与家庭关系
　 ——房产权纷争中的亲密关系和经济理性
　 一、绪论
　 二、家庭改造中的历史遗留问题追溯
　 三、住房制度改革与动拆迁政策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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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城市中的摊贩：规划外存在的柔性抗争
　 ——以上海市E高校周边小贩为例
　 一、导论
　 二、当摊贩遇到街头一一摆摊行为与街头的关系事实
　 三、街头世界的逻辑困境
　 四、问题发现及讨论
　第五章 都市的社会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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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某成员户口在一住房内，而该住房即将面临动迁时，该成员不管是作为同住人，还是因住房条
件困难形成的“人户分离”，在动迁安置补偿中，同住人或户口在内的成员都争取属于自己的动迁补
偿利益，但这种争取往往导致承租人等成员的不满和他们自身利益的“受损”，诉求者试图争取以自
己户口名义取得的动迁补偿安置款的做法，引发家庭（亲属）成员内部的动迁补偿分割纠纷。
　　针对这一现象，上海市于2006年出台《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面积标准房屋调换应安置人口认定办
法》（2006年7月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61号公布），俗称“61号文”，意在减少或者制止当时因户
口问题出现的家庭产权纠纷，规定，要重点考察“实际居住”这一因素，户口作为必不可少的参考因
素。
尽管“61号文件”对应安置人口做出了居住时间、户口、有无其他住房、特殊人群等的限制，政策内
部依然有可操作的利益空间。
实际动迁过程中，考虑到时间的紧迫和工作的艰巨性，动迁组与被拆迁主体也各自实行不同的策略，
进行一场持久性的心理和智力的较量，耐力和战术的交锋。
事实上，认真分析“61号文”对应安置人口的认定，不难发现，其背后隐含着“人口”这一至关重要
的因素，根据该文对应安置人口的认定标准，配偶和孩子也可认定为应安置人口。
相比“户口”这一硬指标，婚姻和生育方面的可操作空间更大①。
未婚者可以通过结婚引进人口，已婚者可以通过“假离婚”分户，从而为当事人双方谋取更多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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