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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以来国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

王爱云 李荣田

[摘 要1 国外学术界一直比较重视对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研究 , 2008 年以来 , 国外对中国, 当

代社会史的研究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 涌现了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国外学者对当代中国社

会 构成的研究多集中于人 口政策及 人 口结构 的变化 城 乡二元社 会结 构 当代 社会 阶级 与 阶层构

成等方面 , 且呈现出研究进一步细化的特点 与国内研究相比 , 国外学者对中国当代生活的研究较

早 , 研 究成果也 比较成 熟 , 虽然其 中有其研究的局限 , 但在某些方面 , 他们 的研 究走在 了前面 这

与其 开展 中国社会史研 究的悠久传 统有关 此外 , 其采用 的研 究方法有 的值 得借 鉴 , 如近年来国外

学者越来越 重视在研 究中运用 数量分析的方法 , 从而进一步提高研 究的科 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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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术界一直比较重视对中国当代社会 问题的研究 , 2008 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 ,

加上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的表现 , 使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研究热再次升温 , 国外关于中

国问题的研究成果如井喷之势涌现 在这种形势下 , 国外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 , 出现了很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 其中 , 既有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综合性著作 ,

但更多的是对当代社会史的各领域的专题研究 现择其要者 , 按专题内容综述如下

一 当代中国的社会构成

在新 中国成立后的60 多年中 , 当代中国的社会构成也发生了急剧 的变化 近年来 国外学

者对当代中国社会构成的研究 , 多集中于人口政策及人口结构的变化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当

代社会阶级与阶层构成等方面

(一 ) 关于当代中国人 口

20 08 年以来国外对中国人 口问题的研究 , 首先是关于当代 中国的人 口管理政策 美 国加

[收稿 日期] 2011 一05 一25

作者简介1 王爱云 , 副编审 , 当代 中国研究所 , 100009 李荣田 , 副教授 , 中共 临沂市委 党校 ,

276005 ; 博士研 究生 , 中共 中央党校 党史教研部 , 10 0091

* 在 国外的中国当代社 会史研究中 , 以美 国为主体 的西 方国 家 俄 罗斯 日本是最 具代 表性 的 限 于语

言 , 本文 以西方 国家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为主要分析对象 , 兼及俄 罗斯 日本 的有关研 究概况

例 如 , 20 09 年英 国劳特利 奇出版公 司出版了一套四卷本的 当代中 国社会与政 治 丛 书 , 汇集 了 目前

西方关于 1949 年以后当代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基础和前沿研究成果 参见 A nd re w Ki pnis , Lui gi Tom ba , Jona-

th a n U n g e red s , C o n te呷 o ra 理 C h in ese S o e ie t丁a n d P o litie s . R o u tle d g e , 2 0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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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大学欧文分校社会科学学院人类学教授苏珊 格林哈尔希 , 20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的人

口政策研究 , 曾发表了很多研究成果 2010 年她的新著 培养全球公民: 中国崛起中的人

口))= , 从大国崛起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在人口管理政策方面的努力 该书回顾了毛后时代中国

人口政策的发展 , 指出在过去的 30 年里 , 随着人口的增加 , 国家管理人口的作用不断扩大

人口政治己经成为中国全球化 日程的核心 , 通过将农村群众转变为工人 公民 , 通过努力加强

中共政权的技术科学化 合法化 , 从而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 提高了综合国力 , 人口管理对全

球化的中国来说越来越重要

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 , 即计划生育政策也是国外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例如苏珊 格

林哈尔希对计划生育政策就有深人的研究 她 2008 年出版的著作 只生一个: 邓小平时代的

科学与政治 {2 , 是西方研究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该书将目光聚焦于改革开放起

步的 1978 一1980 年 , 描绘了当时人 口政策非同寻常的变化和人 口政策的决策过程 , 是迄今为

止国外对计划生育政策缘起的最为翔实 中肯的论述 , 有助于国外全面地理解中国计划生育政

策的制订

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自制订以来 , 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 ,

但计划生育一味地只控制人口数量 , 忽略世代更替 , 造成人口严重老龄化等社会问题 目前国

外也有学者开始较深人地研究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 2009 年 , 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政治

经济学学者尼古拉斯 埃伯斯特在 远东经济评论 上发表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出了问

题 一一文 , 重点研究了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 劳动力增长停滞 人口急剧老龄

化 男女 比例失调导致出现无法结婚的男性等 作者认为这些问题制约经济发展 , 影响社会和

谐 , 给中国传统家庭结构带来严峻的压力 , 实际上也许会撼动中国文化最深处的根基

中国人 口结构不平衡也引起 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从人 口年龄结构来说 , 国外普遍认为 自

2000 年中国就进人到老龄化社会 , 或者说老龄化进程急剧加速 至于其中的原因 , 国外学者

多将之归于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低生育率 , 还有学者兼论了 1949 年后死亡率的下降

国外学者还从家庭 经济 社会等各个方面深人分析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 如亚洲发展银

行的约兰达 费尔南德斯 罗门从劳动力不足 影响居民储蓄结构 对社会保障提出更高要求

等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6

在当代中国人口构成中 , 国外对妇女的研究较多 近几年来 , 国外学者普遍 比较重视 当

代妇女的政治参与 , 通过研究 , 均得出了中国妇女政治参与不足的结论 如 2009 年 , 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高级研究员赵力涛等的 中国妇女的政治参与 一文 , 集

中论述分析了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 , 党和政府在实践中扩一大妇女政治参与的措施和做法

作者指出: 到 2008 年 , 尽管在全国人大中女代表的比例已从 2003 年的 20.2% 上升到 21 .3% ,

但是与国外相比 , 中国仍远远落后 于许多 国家 , 2005 年全 国人大 中女代表 的国际排名 已从

1994 年的第 12 位 下降到第 42 位; 与过去相 比 , 2002 年 中共 中央的女性 比例为 7.6% , 与 70

年代的 13 % 相比也大为下降 所以作者得出结论 ,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社会里 , 男女平等

方面的进展很难 , 妇女的政治参与将 面临很大挑战 20 10 年英国诺丁汉大学 中国政策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王正绪等的文章 妇女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中的参与: 体制 社会经济和文化因

20 世纪 90 年代末 已有学 者对 70 一90 年代 国外学者对 中国妇女和社 会性别研 究的情 况作 r 系统 梳理 ,

参见王政 : 国外学者对中国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的现状 , Ll_l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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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一, 则以江苏省一个县为个案 , 研究了农村妇女在村民自治中的政治参与和作用 文章指

出 , 80 年代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 , 妇女在村民自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却一直进展缓慢 , 社会

经济 文化和体制因素阻止了妇女在当地的政治参与

(二) 关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 , 中国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城乡隔离的社会结构 , 其特点是城市与农

村 工业与农业 城市居 民与农村人 口的人为隔离 ; 维护机制包括户籍制度 就业政策 城镇

粮食供应制度以及单位制 收容制等等 中国的这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吸引了很多国外学者

20 10 年哈佛大学亚洲中心 哈佛当代中国系列 丛书出版了由哈佛大学社会系教授怀默霆

(马丁 K 怀特 ) 主编的 一个国家 , 两种社会 : 当代中国的城乡不平等 9 一书 , 收入了

15 位相关专家的文章 , 分析了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的形成 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获取社会资源

的差距 农 民工问题 解决农民工问题和城乡差距 的政策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该书认为 , 尽管

1978 年的改革改变了中国农村和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 , 改变了城乡关系的性质 , 但

是 中国仍然是城乡分明 , 农村和城市在生活中有着不同的权利和机会 , 造成 日益严重的社会紧

张局势 但是对那种认为 民众对社会不公平 的不满不断积聚 , 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社会

和谐与政治稳定 的看法 , 怀默霆也不予认可 他在另一部著作 社会火山的迷思 : 当代中

国的不平等感与分配不公  中 , 对 1978 年以来形成的社会不平等的后果进行评价 他在书

中指出: 对于个人财富的积累 , 中国人抱有一种近乎于美国式的宽容 , 他们认为这主要归功十

个人努力和所接受的教育; 这与东欧经济体在剧变后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 那里的人们对待新

富阶层兴起的态度更为负面 他还认为中国确实存在对城乡分化的愤怒和下岗的不满 , 但是在

现实中弱势群体可能对社会不平等更加接受 , 而优势群体则更容易对之产生不满 ; 农村居民

农民工和下岗职工未必会因心怀不满而成为 社会火山 的引发者

国外学者还分析了城乡二元社会形成的根源 , 不少学者将之归因于户籍制度 如怀默霆就

明确指出: 在我个人看来 , 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产生城乡差距的根源 , 导致农村人口和城

市人口一生中的权利和机会都存 在巨大差异  持这种观点的还有美籍华人学者 华盛顿大

学地理系教授陈金永 , 他多年从事中国城市化 民工 户籍制度问题研究 , 近年来发表 中

国正在废除户 口制度吗?))  中国户 口制度 50 年  2 等文章 , 从社会政治视角分析了户 口

制度的起源 50 年的发展历程 以及对国家工业化 城市化及社会地域分层的影响 , 认 为在过

去的 30 年里 , 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进步 ; 但作 为农村人 口与城市人 口之间 一条 主要的

鸿沟 , 户口制度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在 21 世纪 , 中国不能继续依赖二元经济和二元

社会 , 建设一元社会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 户 口制度已成为中国发展为现代化 一流国家的

障碍 , 必须加以改革

也有学者对中国 目前的户籍政策给予了积极评价 如 日本福岛大学教育学部境野健儿教授

认为 , 中国现行的户籍管理政策可以控制农村人 口大量流人城市 , 对于保证一定的农村人 口数

量和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同时 , 还可以利用户 口管理有效控制农村人 口育

目 无序地涌入城市 , 使教育经费 福利设施等社会资源分配更准确合理 , 减少人 口盲 目流动

引发的大量社会问题 日本 的人口流动完全不受户 口限制 , 所以几十年来 , 造成 r 日本农村人

转引 自 王洛忠 : 中国经济转型 的社会学解 读 访哈佛大学 社会学教 授马 丁 怀特 , 2009 年 6 月

22 日 , ht*p : // w en ku. baidu. eom / view /6 ae7 792 0 af4 5 b30 7 e87 19 79 5. htrn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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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锐减 , 农田因无人耕种而荒芜 , 环境恶化 日益加剧 ,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出现危机 , 目前日

本农业已经由 妇孺产业 进一步退化为以祖父母为主要劳动力的 老雯产业 如果中国现

行的户口政策可以控制农民工在城里滞留的时间不超过一定年限 , 农民就不会丢下土地 , 盲目

携带子女进城就学的现象也会相应减少 , 所以中国的户口政策应该得到更加有效地运用 川

(三) 关于当代社会阶级与阶层构成

国外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阶级与阶层的研究 , 多集中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阶层构成的变

化 改革开放后 , 我国以 两个阶级一个阶层 (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 ) 为框

架的 刚性结构 正在逐步消解 , 并由此分化出分层次 多梯级的社会阶层结构 国外学者

尤其关注中国社会出现的新阶层 例如农民工就吸引了很多学者来研究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社会学系副主任范芝芬是研究农民工问题的知名专家 , 她全面分析了农民工对社会的影

响 , 认为一方面 , 农民工成为城市经济的一支主要劳动力 , 对城市发展作出很大贡献 ; 另一方

面 , 农民工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如交通 住房的负担 , 一些人从事犯罪活动 违反计划生育政

策 , 造成城市管理混乱等 对于总体 上农民工对城市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的看法 , 她表示

认同 她认为农民工的收人提高了农村家庭收人 , 缓解了农村贫困 , 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城乡

差距 {4: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 些地方政府认识到农民工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 , 出台政策 , 从

信贷 土地 税收等方面给予农民工优惠 , 以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 返乡农民工的作用究竟如

何 , 国外学者也进行了考察研究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赵力涛的文章 中

国的返乡农民工 : 社会不稳定的来源还是促进农村转型的力量?)) [ , , 全面考察了返乡农民工

的作用 他认为 , 返乡农民工对农村有两大贡献 : 第一 , 他们返乡成为生意人和企业家 , 丰富

了农村生活 , 扩大了非农就业 ; 第二 , 返乡农民工多在城镇而不是村庄定居 , 他们建造房屋

成立企业 , 在农村城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而农村城镇化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渠道

中国的新富阶层也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个新阶层 国外不少学者将这个阶层视为全球化

的产物 , 视他们为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 , 是社会主流价值的承载者 , 由此他们认为中国的彻底

转型是很有希望的 但澳大利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悉尼大学中国

研究中心主任戴维 古德曼教授在 中国的新富: 未来统治者 , 目前的生活 !6 一书中认为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根据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的大量调研 , 戴维 古德曼分析了中国新富

阶层的产生 构成和特点 , 指出无论从其产生的途径 政治性以及在社会所占比重来说 , 他们

都不是真正意义的中产阶级 , 他们的中产阶级特征只是表现在其生活方式上 戴维 古德曼指

出: 中国新富大多是各类企业家 , 他们是中国 80 年代以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受益者和推动者

他们有三个清晰的特点 : 第一 , 他们是一个复杂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类别 , 不仅包括私营

企业主 , 还包括国家 集体 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士等; 第二 , 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仅是

富裕 , 而是非常富有 , 甚至超级富有; 第三 , 他们与党政在结构上和联络上存在非常密切的关

系 从他们的社会地位 经济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关系 , 戴维 古德曼得出结论 , 中国的财富新

贵可能不是新的中产阶级

失业阶层也是国外学者比较关心的内容 有学者对新世纪以来青年的失业情况进行 了深人

研究 , 指出中国青年一代存在奇特的现象 , 一方面是大学生不能充分就业 (主要是 20 世纪 90

年代 中期以后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所引起的) , 另一方面却是劳动力短缺 (因为第二代农 民工

要求更高的工资 更好的工作条件) , 第二代农 民工也是潜在的失业者 这种失业是体制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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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了还有学者对下岗工人进行了专门研究 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托马

斯 B 金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治学副教授威廉 J 赫斯特等人合著的 工人国家

的下岗工人: 有中国特色的失业))[ 81一书 , 研究了90 年代国企改革造成3000 万工人下岗的来

龙去脉 , 分析了下岗对工人及其家庭的影响以及他们对这种生活中前所未有的混乱的各种

反应

二 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与社会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来 ,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建设与社会政策 , 一直是国外学者的研

究重点之一 2008 年以来 , 国外学者既从总体上对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作出评价 , 也从各个方

面对党和政府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调处社会矛盾 协调利益关系而采取的社会政策进行了具

体而深人的研究

(一 ) 关于当代 中国社会建设的总体评价

虽然社会建设的概念是 2004 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 , 但中国的社会建设是一直在

进行着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 , 在规划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时 , 常以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

化建设为架构 ; 1982 年在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时 , 增加了社会发展 的内容 , 从此 以后的五年

计划 , 都冠名为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 , 这时的社会发展亦即社会建设 但国外学者在

对当代中国社会建设进行研究时 , 往往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 所以没有能对中国社会建设给以

客观的总体评价

多数国外学者认为 , 1978 年以来 , 中共注重经济发展 , 但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对社会建设

问题予 以应有的重视 如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黄世英博士认为 , 1978 年开启了改革 开

放的历史新时期 , 发展压倒一切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维 , 已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

先富起来 , 但同时也忽视甚至牺牲了社会建设 , 导致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 , 城乡贫富差距不断

扩大 , 就业 教育 卫生 社会保障等问题十分突出; 直到近年来 ,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中

央才开始从倾斜发展思维向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思维调整 ,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布局 中加上了

社会因素  ]俄罗斯格尔布拉斯教授在 20的 年撰文指出: 多年以来 , 中国政府没有对社会保

障和社会保险予以应有的重视 商业化触及了包括医疗和教育在内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

了能够看得起病 让孩子上得起学 有钱养老以及干很多其他的事情 , 居民们不得不将相当部

分的收人存人银行 近些年来中国通过的大量法律 法令具有 比较重要的意义 , 因为它们有

利于改革劳动关系 建立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体制 增加发展城镇化的投 资 建设 新农村

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方面的现代化  !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授克里斯 布

拉莫尔在文章 走出黑暗 中国转型之路 中也认为 , 自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一直在

快速增长 , 但中国也错失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 即没有继续发展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医疗和

教育方面的福利制度 , 而是转 向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 , 过于一味地追求增长 , 这造成 了很多问

题 而 2008 一2009 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这一模式遭到 了质疑 , 这同时给 中国提供 了一个建

设小康社会主义的机会 , 而中国目前的领导人也认识到了另一种现代性的可能性 { J

(二 ) 对社会政策的具体研究

近几年来 , 国外学者对中国社会政策的研究 , 多集中于改革开放时期 有著述从宏观上对

30 多年中国的社会政策作 出梳理 , 如 2009 年 , 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 所高级研究员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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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 研究助理林田生主编的 中国新的社会政策: 倡导建立和谐社会 2,一 书 , 分为 10 个专

题 , 依次考察了医疗 高等教育 住房 环保等方面的改革 , 并评价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势

下这些社会政策产生的影响 2008 年 , 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社会政策教授陈泽群等所著

中国社会政策 : 发展与福社 { 一 书 , 详细考察了就业 社会保障 卫生 教育和住房政策

等 5 大社会领域 , 深人分析了过去 30 多年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和福利变化对人民生活质量的

影响 , 对国外了解中国的社会政策大有裨益 还有一些学者对社会政策的各个方面分别开展了

较深人的专题研究 , 具体如下 :

1. 关于社会保障政策

传统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是以城镇职工为主 以单位提供保障为主 , 实行广就业

低工资 , 辅之以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 (包括养老 医疗 住房等) 的模式 随着计划经济体

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 我国的养老保障体制 医疗体制 住房制度等均逐渐进行了改革

国外学者对这些改革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都予以了关注

2009 年 , 新加坡学者赵力涛 盛思鑫等对中国的养老保障体制进行专门研究 他们的文

章 中国的养老保障  ]梳理了 1953 年之后老年人在整个中国人 口中所 占比重的变化 , 认为

自2000 年中国就进人老龄化社会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 的变化 计划生育政策 的实行 和

大量农民向城市的迁移 , 家庭在中国养老保障中的作用大为削弱 在这种形势下 , 中国政府开

始在扩大养老 医疗保健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比较了城市与农村的养老保障体制后 , 文

章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差距

20 02 年 10 月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 明确指出: 要

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 到 20 10 年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吸引了诸多国外学者予以研究 例如维也纳大

学 新疆牧区医院能力建设 项 目的一个研究团队 , 自2006 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个哈萨

克族自治县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考察 , 研究了当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有关计划 , 写出了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新 在哪? 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个哈萨克族县的评估 一 一

文 , 评价了该制度的主要特征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安娜 劳拉一威恩赖

特 2004 一2005 年在四川东北部间中市一个村子居住了 巧个月 , 作有关农村卫生和医疗保险的

实地调查 以此为基础 , 她写了 中国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险 6{一文 , 介绍了农村地区医疗

保险计划实施的情况 , 农民对新型医疗保险的看法和顾虑 , 新型合作医疗计划在实施中遇到的

困难以及解决这些困难所需采取的措施 , 指出中国农村地区要实现更好更公平的医疗保险还有

很长很曲折的路要走

在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政策方面 , 国外学者比较重视住房商品化 市场化 私有化所产生的

社会影响 2009 年 ,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惠小西 (音 ) 向城市国际论坛第四届国际会议提交

的论文 中国的住房改革及其引发的新城市问题 LZ, , 考察了中国自20 世纪 80 年代启动的社会

主义住房制度改革历程 , 分析了住房改革的影响 , 认为激进的住房制度改革破坏了城市住房存量

的平衡 , 并没有解决反而造成了更多的城市问题 , 包括社会两极分化 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

威胁 他指出 , 虽然近几年来 中国政府重新评估社会住房的发展 , 并开始干预房地产市场 然

而 , 面对政府干预经验不足 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和公民参与不足的挑战 , 用正确方法来重新平

衡中国城市住房存量仍然是一个问题 同年 , 哈佛商学院的拉克希米 艾耶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的孟鑫 美国布朗大学的南希 钱合写的文章 分拆产权 : 中国的城市住房私有化和劳动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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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8], 认为城市住房私有化主要对中国劳动力的流动产生重大影响 住房改革改变了只有从

国有部门才能得到住房的局面 , 从而减少了劳动力对国有部门的依赖性 , 作者认为住房改革可解

释为何在 1986 一2005 年期间 , 城镇私营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增加了 1/4 文章的结论是 : 住房私有

化的主要影响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到私营部门工作的机会成本 有的学者则分析了住房私有化对

婚姻家庭尤其是离婚的影 响 201 0 年 9 月 , 耶鲁大学德博拉 戴维斯发表 谁得到房

子? 在后社会主义中国城市重新谈判产权 一文 , 指出中国城市住房私有化已经改变了

1980 年以前盛行的那些导致家庭离婚的基本参数 在毛泽东时代离婚是罕见的 , 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用人单位对城市住宅的控制 30 年后 , 在城市房地产私有化的同时 , 离婚革命也

开始了 1978 年 , 每 20 桩婚姻中有 1桩离婚; 到 2008 年每 5 桩婚姻中有 1 桩离婚

2. 关于社会福利政策

中国的社会福利改革与政策一直是国外学者比较关注的领域 2009 年 , 美国田纳西大学

政治学系李博 钟扬的文章 改革时代中国转型如何影响了人民的福利金  !∀, 利用 1988 年

和 1995 年中国家庭收人项 目 (CHI P) 数据考察 了在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背景下

中国福利计划的变化 , 认为在转型时期 , 中国政府大幅度减少 了公 民福利覆盖面 , 城镇居 民的

福利收入主要由他们 的就业类型确定 也就是说 , 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起到了决定社会福利

的重要作用 , 而经济部门基本上没有任何重大影响 文章结论 , 以工业化和资源为基础的福利

制度在中国的改革时代还没有实现

美国罗林斯学院经济学系的托尼亚 瓦内克 , 20 09 年写了 性别与中国的社会福利状

况 一{一文 , 从性别的角度考察了中国自 1949 年以来社会福利状况的演变 , 尤其是福利机制

的演变和对性别区分的影响 文章认为 ,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福利政策就没有惠及所有社会

群体 , 无论是文化还是体制都对妇女存在偏见 ; 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 , 这些偏见仍然存

在 ; 经济改革和福利改革的交互作用影响了妇女对社会福利的获得 , 中国在其发展和福利政策

方面存在重男轻女的倾向

3 . 关于社会调控与社会管理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社会发生 了一系列 巨大变化 , 与此同时 , 政府管理社会的方式和 目标

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2009 年 , 悉尼科技大学 中国社会文化研究学者伊莱恩 杰弗里斯 主编的

中国的治理 : 治理的变化与变化的政府 一书 , 专门考察了这一主题 该书收人相关领域

专家的 8 篇文章 , 梳理了城市创建社区的新战略 城市建设中的环保 当代中国对性健康的治

理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 探讨了社会变迁与社会管理变化的相互作用

20 10 年 9 月 ,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格雷姆 史密斯在 中国季刊 发表 空心状态 : 中

国的乡村治理)) { }一文 , 在安徽省的 16 个乡镇 的田野调查 采访 95 名乡镇干部的基础上 , 对

中国农村治理情况进行 了研究 文章指出 , 在过去的 10 年中 , 农村 乡镇政府一直在进行密集

地精简和调整 文章考察了正在进行的改革和进程如何造成 乡镇政府成为 空壳 , 并探讨了

空心化 对 乡镇政府领导 工作人员和农村居民的影响 文章认为 , 虽然地方政府改革的 目

的是为了将 乡镇政府改造为以 服务为本 的机构 , 但 当前乡村治理的逻辑造成 乡镇政府受

到上面和下面的双重挤压 , 村庄合并 取消农业税费也削弱 了干部的服务能力 对农村居民而

言 , 尽管在农村卫生和教育投资方面获得了很大改善 , 但他们面临的仍然是将其视为问题需要

处理而不是视为公民为之提供服务的政府

还有学者分析了农村民主与农村抗议间的关系 , 认为实行村民选举制度后 , 中国的抗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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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增 , 其原因在于乡镇插手村民选举 选举失败和其他问题相结合 , 促成了农村的广泛抗议 [3

三 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

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民众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相比

而言 , 国外学者对中国当代生活的研究较早 , 研究成果也比较成熟 近两年来 , 国外学者对

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研究呈现进一步细化的特点

(一 ) 关于婚姻与家庭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社会的市场转型导致农村婚姻与家庭生活出现的变化是国外学者关注

的一个问题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卫国重点研究了市场改革和计划生育政策对

农村婚姻家庭的影响 20 08 年 , 张卫国发表 国家 性别与当代中国华北农村的人赘婚

姻  !一文 , 考察了改革开放后 , 在计划生育政策和市场改革的影响下人赘婚姻的演变 作者

指出 , 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独生女家庭越来越多 , 但人赘婚姻并没有增加 ; 在当代中国 , 独

生女家庭扩展了婚姻家庭形式 (如出现了既不在男方也不在女方家居住的婚姻模式 ) , 使人赘

婚姻只是成为其 中的一种选择 ; 而且人赘婚姻出现了改良形式 , 如在男方家举行婚礼 , 在女方

家居住 作者结论 , 这种家庭制度明显的灵活性 , 使婚姻形式呈现多样化 复杂化 , 并随着时

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变化 2009 年 , 张卫国又发表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改革后华

北农村已婚妇女与娘家的联系和纽带日益加强 {6 一文 , 考察了市场改革和计划生育政策在华

北农村如何重塑了性别 家庭和亲属关系 此外 , 美国科尔比学院的张虹根据在湖南一个农村

所作的田野调查来讨论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后 , 农村出现的第一代 女儿户 家庭中的女孩的

生活经历 , 探讨新的家庭人口组成 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婚姻模式如何重构代际关系 , 进而挑

战传统家庭制度和父权观念 {7

在对城市生活的研究中 , 国外学者比较注重中国家庭角色的变迁 如圣克劳德州立大学左

际平的论文基于 2006 年以来对 130 位已婚妇女的深人访谈 , 分析了市场化过程中传统男主外

女主内家庭角色的强化现象背后复杂的原因 7

还有学者对一些特定群体的家庭生活进行一r 研究 如 2008 年范芝芬的著作 中国在变化 :

移民 国家与家庭)) 8 , 对改革开放后农民工的婚姻和家庭模式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美国迪金

森学院政治系主任内尔 J 戴尔蒙在 2009 年出版的新著 四面楚歌的荣耀 : 中国的退伍军

人 军人家庭和爱国主义政治 (1949 一2007 )  中 , 专门考察了抗美援朝 越南战争后退伍

军人 (包括残疾军人 ) 的生活 , 分析 了雇 主 官员 家庭及同胞是如何对待他们 的 , 以及他

们为工作 医疗 住房和尊重而作 出的努力奋斗

如 20 世纪 七八十年代 , 哈佛 大学研究 中国问题 的社 会学专家 怀默霆就 出版 了 中 国的政治 学习小组

与政治仪式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辛1 1974 年版 ) 气代中国的村庄 与家庭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78 年

版 ) 当代 中国的城市生活 (芝加 哥大学 出版社 !984 年版 ) 等 著作 , 对 当时 中国的政 治生活 农 村城市生

活进行了深人细致的研究 90 年代后 , 他又陆续发表 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家庭 婚姻的论文 , 如 成都的婚礼

行为与家庭 策略 (1993 年) 中国城市 : 从包办婚姻到 自由恋爱 (1995 年 ) 中 国家 庭的子 女义务 : 现

代化的悖论 (2004 年 ) 中国的家族和经济发展: 阻力还是动力? (20 05 年 )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生活的

延续与变迁 (2005 年 ) 等 , 对新中ltr] 成立后中国婚姻家庭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和改革开放对家庭 婚姻等

社 会关 系的影响进 行了深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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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还有学者从多角度研究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图景 4 { ,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

城市的变迁等 , 使国外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研究呈现了比较丰富的内容

(二) 关于群体性事件

近年来 ,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 政治 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 不同社会阶层的利

益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 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经济矛盾 , 从而导致了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不断

发生 , 对中国的社会调控与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国外学者对此非常重视 , 并作出了较深入的解

读 20 10 年 , 美国犹他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童燕齐联合博士生雷少华在 东亚政策  中国研究

国际杂志 先后发表 中国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4, 中国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与政府的反应 , {

两篇文章 , 对 2003 一2009 年中国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和政府的应对作了详细考察 ) 作者认

为 , 大多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都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与地方治理质量差而产生的不满引起

的 , 随着经济困扰的解决 , 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减少了; 但是社会混乱和由小事件酝酿成的骚乱越

来越多 作者认为 , 这些骚乱的参与者通常与这些事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 , 只是借此机会发泄

对当局的愤怒 针对以往国外社会多认为中国政府用武力镇压社会抗议的看法 , 作者提出了不

同的评价 作者指出 , 中国政府对大规模群体事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 极少使用武力 ; 而且政

府用经济补偿的方式解决了 30 % 的事件 作者认为 , 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根据 自己的经验 ,

吸取教训 , 作出体制调整 , 中国政府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 , 引发社会抗议的失败政策往往被撤

销或予以变更 作者结论 , 这种社会抗议机制保证而不是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稳定

201 1年 , 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研究助理 Vi cto r Cheung Yi n Chan 的文章 试论中国群体性

事件 [, , 对 19 89 年后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原因进行了详细梳理与分析 他指出 ,

19 89 年后 , 中国的抗议 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急剧增多 , 但这些群体性事件与 1976 年 1978 年

1989 年的示威活动不同 19 89 年后的示威者不再挑战中央政府的合法性 , 也不寻求民主化 , 相

反 , 他们试图获得中央政府的重视 , 以迫使地方政府纠正他们不满的问题 所以作者认为 , 这些

群体性事件 , 是由于地方政策导致抱怨而产生的 , 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出现的土

地纠纷和劳资纠纷是很多不满的来源 作者运用数量分析方法 , 也就是负二项回归模型 , 估算出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某些元素对 31 个省份发生抗议活动的影响 , 并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 ,

在省里 , 城市越大 , 群体性事件发生率越高 ; 第二 , 城市土地与农村用地的比率越高 , 群体性事

件发生越多; 第三 , 国有企业相对于外资企业的数 目越大 , 群体性事件发生率越低

四 ! 结 语

从总体上看 , 国外学者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比较全面 !深人 , 其 中虽有研究立场等所

导致 的不足 , 但在某些方面 , 他们的研究走在了国内研究的前面 " 国外研究之所以能取得这种

进展 , 其一在于他们有开展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悠久传统 " 国外学者对中国社会史研究非常早 ,

例如 , 在近代外国传教士就首先开创了对西南 民族宗教和 中国农村社会 的研究 ¹ , 20 世纪 20

¹ 186 1 年英国传教士威廉 #洛克哈特 就写 r 5中 le] 的苗人或土 著居 民6 一 书 , 对 苗族 的风俗 习惯有 详

细介绍 ; 英国传教士克拉 克 191 1 年著 5在 7},国西南 部落中 6 一 书 , 记录 了苗 ! 布依 ! 彝 ! 讫佬等族 的宗 教 习

俗 " 第一 个调查中国农村社会生活情形 的是 美国传 教士 史密斯 ( 中文 名为 明恩溥 ) , 他在 山东 ! 河 北等 省 农

村 布道 40 余年的 同时 , 兼作农村 田野调查 , 1899 年写成 r 5中国 乡村生活 6 一 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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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国外己有社会学家出版了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专著卫"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 ,

尽管国外学者很难到中国开展实地调查 , 但仍然对中国社会进行了一些研究 , 他们有的研究五

六十年代农村社会变迁和家庭生活 , 有的研究五六十年代中国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 , 在相关研

究领域都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 " 例如 1959 年美国学者杨庆望的 5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

国农村 6一/{一书 , 以广州鹭江村的调查为案例 , 描述了集体化之后 , 在新的治理形态下 , 村

庄 !居民 !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其变化 " 戴卫 #柯鲁克夫妇 19 66 年出版的 5阳邑公社

的头几年 6 -, ] , 讲述了 1958 一1960 年 卡里店地区的公社化运动 " 1975 年怀默霆在 5中国季

刊 6 发表 5中国的不平等和分层 6 46 一文 , 分析土改 !农业集体化 !社会主义改造对中国社

会分层和经济收人不平等的影响等 " 可以说 , 对中国社会史悠久的研究历史 , 从研究方法 !研

究理论 !研究资料等各方面为国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奠定了深厚的研究基础 " 其二 , 90

年代以来海外华人学者崛起 , 将国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不断推向深人 " 目前很多华人成为

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中坚甚至领军人物 , 例如研究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主要机构之一

) 新加坡国力大学东亚研究所 , 目前汇集了郑永年 ! 赵力涛等知名学 者以及一批青年学者 ,

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开展全面的研究 "美国杜克大学的 /中华人口与社会经济研究中心 0 包

括主要负责人曾毅等在内有 6 名华人学者 " 这些华人学者以对中国社会的深人了解和田野调

查 !资料占有方面的优势 , 结合国外社会史研究的理论 !方法和研究框架 , 深化了国外对中国

当代社会史的研究 "

从研究方法看 , 国外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史的方法有值得借鉴之处 " 国外社会史研究方法最

基本的当属田野调查 " 这也是国内学者最为熟悉并在研究中普遍应用的方法 , 在此不多作评

论 , 值得一提的是数量分析方法 "

国内史学研究中较多运用的是定性分析 , 也就是通过逻辑分析 !相互比较和基本推理来认

识事物 固有的本质特征 ; 而定量分析是通过对数据的研究来表征事物的特征 " 国外通常认为 ,

在某种程度上讲 , 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 , 定量分析比定性分析更具有客观性和易操作性 " 因

此 , 为了进行更科学的定量分析 , 作为定量分析的方法体系 , 数量分析方法近年来越来越受到

国外学者的重视 "这种数量分析 , 不仅指文章引用大量数据予以分析 , 而且还有一些学者运用

数学模型来研究中国问题 "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 , 使用数学模型可以解释任何 问题 " 在对中

国当代社会问题的研究中 , 国外学者普遍重视数量分析 , 其文章中多有大量统计数据和表格 "

如 2008 年法国学者西尔维 #德姆希尔 ! 马克 #格甘特用数学解析模型分析了农民工的收人 ,

写出了 5农民工是中国城市的二等工人吗? 6 -,一 文 " 意大利学者唐娜提拉 #萨科则用泰尔指

数分解的参数 , 研究了 1975 一2004 年间中国教育的不平等与教育的贫困 "}-8-

近年来 , 虽然数量分析方法为国内学界所熟知 , 但是在史学研究领域 中应用甚少 , 这与学

者的现有知识结构有关 " 希望这一方法能够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 , 在研究中进行定性分析 的

同时 , 尽可能地运用数据加强定量分析 , 从 而进一步提高相关研究的科学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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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 a p p ro va ls of th e tw o e o u n trie s, le ad e rs an d im p lem en te d th e seh ern e to ge th er. T en ye ars, d e ve lop -

m e n t of th e / S in o 一B ritish F rien d s h ip S e h o larsh ip S e h e m e 0 tra in e d a large n u m b e r o f ta le n ted p e oP le ,

p ro m o te d C h in a ,5 h ig h e r ed u ea tion d ev e lop m en t an d so eio 一ee on o m ie d e ve lo p m e n t, e re ate d a n e w e d u -

ea tion m od e l fo r th e fo llow in g ed u ea tion in E n g lan d , p ro vid e d ex p e rie n ee of la ter ed u eatio n in E n g-

lan d , stre n g th en ed th e re lation sh ip s w ith ov erse as C h in ese an d d e velop e d th e S in o 一B ritish rela tio n s.

T rila re ra l in terae tio n of th e e d u e ation al ex e h a n ge m o d e l o f / S in o 一 B ritish F rie n d sh iP S eh o larsh iP

S e h em e 0 h e lp e d th e sm o o th tra n sition of p ow er in H o n g K o n g a n d its ste ad y d e v elo p m e n t aft e r th e h a n -

d o ve r , a n d p ro m o te d a stron g im P e tu s to rh e e o m P reh e n siv e d ev elo p m en t of S in o 一 B ritish rela tio n s.

T h is trilate ra l in tera etio n w as th e resu lt of C h in e se go v ern m e n t.5 e ou ra ge a n d e re ativ ity in th e e arly p e ri-

od of th e refo rm a n d op e n in g u p , w h ie h n o t o n ly sh o w e d th a t th e C h in e se g ov ern m e n t e o u ld a d op t va ri-

ou s fo rm s o f th e d ev e lop m e n t of e d u e atio n in E n g lan d , b u t a lso p ro ve d th at th e C h in e se g ov ern m e n t

eo u ld u n ite w ith a ll th e fo re e s th a t ea n b e u n ite d to ea卿 o u t so e ia list m od e rn iza tio n e on stru eti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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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tr a e t : F o re ign ae ad em ie e ire les h av e b e e n a tta e h ed g re at im p ort an ee o n C h in a, 5 eo n tem p o ra 刁

so eia l issu es . S in e e 2 0 0 8 , fo reign rese areh ab ou t th e so eia l h istory o f e on te m p o ra即 C h in a h ad ae h iev ed

u n p re e ed en te d d e ve lo p m e n t a n d e m e rg e d a larg e 耳u m b e r o f h ig h 一 q u a lity re sea rc h re su lts. F o re ign

seh ola rs . re sea reh o n e on te m p o ra 理 C h in a .5 so eia l e o n stitu tio n m a in ly fo e u se d o n p o p u la tio n p o liey an d

th e e h a n g e of P o p u la tio n stru etu re , u rb a n an d ru ra l d u a l soe ial stru e tu re , e on te m p o ra叮 C h in a .5 so eia l

elasses and strata an d ete. , and show ed a eharaeteristie of fu rt her d etailed study. C om paring w ith do-

m 悦stic research , fo reign scholars. study on contem pora叮 C hina w as a little earlier , researeh re sults

w e re rela tive ly m a tu re. A lth ou g h th e stu d y h ad its lim itatio n s , in so m e w ay s th e ir re se areh too k a n e ar-

ly le ad b ee au se of its lo n g trad ition o n C h in a ,5 so e ial h isto ry re se a reh . In ad d itio n , fo reig n re se areh

m e th o d w a s w o rth y of le arn in g , su eh a s q u a n tita tive an aly sis m e th o d s w h ie h go t m o况 an d m o re atte n -

tio n b y fo reig n se h ola rs in ree e n t y e ars , th u s im P ro v ed th e se ie n tifi e ity of th e rese are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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