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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书实证性地考察了在现代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产业化、城市化对城市居民社会关
系网络的影响。
本书的特征及意义有以下两点：**，在美国和日本有关产业化、城市化与社会关系网络
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实证性研究但是在中国，产业化、城市化对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的
影响是否与美日社会相同？本书实证性地回答了这一问题。第二，在中国城市化分为两
种类型，即由社会政策主导的计划性城市化和与美日社会相同的自发性城市化。本书选
择了城市化类型不同的两个城市地区——大庆市和上海浦东新区利用调查数据进行了比
较研究。
本书的独创性尤其体现在以下两点，**，根据一个家庭保存的不同辈份家庭成员的结婚
礼财，考察了不同辈份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关联性。第二，把导致自发性社会
流动的业绩达成意识分为职业地位达成意识和经济地位达成意识并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
。——日本山口大学东亚研究科科长 小谷典子（三浦典子） 

内容简介

《中国的城市化与社会关系网络——以大庆市和上海浦东新区为例》受美国学者沃斯的
城市性理论、索罗金的社会流动效果论以及费舍尔的亚文化理论的启发，以城市化背景
、城市化类型以及社会结构完全不同的大庆市和浦东新区为例，从人口规模和社会流动
的视角，考察了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城市化对居民关系网络的影响，并得出影响居民
关系网络的要素是城市社会存在的归属性社会群体；社会政策对于关系网络的影响效果
大于城市化本身，在这样的社会中，人口城市化不能引起生活的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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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城市社会学领域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
城市社会学自20世纪初由于美国芝加哥学派的诞生而被社会学界认知以来，社会关系网
络作为分析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城市社会结构最具操作性的分析工具，一直被城市
社会学家所研究。很多学者根据各自的问题意识，利用各种调查方法，从各种角度对由
工业化、城市化引起的居民社会关系网络的变迁进行了考察。可以说，这些考察都是或



多或少地受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关系理论的影响而展开的。
  本章以美国、日本的城市社会学家的调查研究为中心，整理城市社会学界有关社会关
系网络的研究。在第一节，阐述芝加哥学派社会关系理论之后，按照研究目的不同，梳
理、概括受其影响而展开的城市化与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并指出这些研究的研究成果
及存在的问题。另外，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1970年以后被各国社会
学家所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受诸如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Granovetter，1973）、林
楠的社会资源理论（Lin，1990）、博特的结构洞理论（Burt，1992，2001）以及科尔曼
和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Coleman，1990；Bourdieu，1986）等新经济社会学家的关系
网络理论的启发而展开的。因此在第一节的最后，主要整理一下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
  在第二节，概括一下中国学者所做的有关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并指出他们的研究存
在的问题以及考察当代中国社会关系网络时所需要的研究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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