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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是陆益龙博士的一部新作。作者从历史、理论和经验三个层面上系

统地对户籍制度进行了梳理、考察、分析和解释，探讨了这一制度的结构和变迁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或转型

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该书表现了作者对本土社会学研究的一种努力和尝试，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帮助我

们在某种程度上深化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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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全面而又深刻的社会转型，它涉及文化、价值、制度、组织、资源配

置、产业结构以及职业分化等社会的各个领域。所有这些因素及其所蕴含的无数内在质料的

每一细微的变化，都无不昭示着从传统到现代这一巨大的社会连续体上社会转型运动的进

行。当人们有意识地研究这一转型或变迁的过程的时候，或浓墨重彩地直接揭示或隐晦曲折

地间接暗示这样一个由现今社会所共享的价值前提：如何切实地健康地加速这一转型过程，

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并进而引导全民或全社会走向理想的、幸福的未来。 

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条件和机制，特别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

条件和机制的具体社会科学。我早些时候曾给自己提出了研究中国社会学研究两大目标，实

际上也是两个大方向：一是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即社会学要回归本土，发

展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当然这种中国特色社会学是有世界眼光和国际品质的，也就是本

土化是与国际化相结合的；第二就是要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这种认识包括

宏观与微观两个大的维度，就宏观来说，主要是要把握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现代性的关系，

即中国社会如何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并研究社会生活是如何

沿着这种趋势变迁的，这可以说是以大见小；就微观方面来说，则反之，可以说是以小见大，

从具体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社会事实中揭示出社会运行的状况、现代性在中国的进展。

陆益龙博士的《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一书涉及了上述两个目标或两个方向，就第

一方面来说，该书可以说是作者在本土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一种努力和尝试；而就第二方面来

说，该书也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帮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深化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 

中国社会转型包含了社会结构从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不断向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

变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包含了经济体制从集中的计划经济到效率较高的市场经济的转轨。

这一转型过程在 1970 年末以后进入了一个加速期，各种结构要素和体制要素都在不同程度

上发生着变化。在社会的快速运行和转型时期，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协调问题显得格外重要，

因为在事物的快速运动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需要相互配合、协调，如果某些结构要素或体

制发生了变化，而其他要素没有变革并进而形成系统运行的障碍或阻力，那么，这种不太协



调或失调的状态将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鉴于这一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

展的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需要，我一直主张并倡导对中国社会的微观结构以及社会子系统的转

型状况进行理论和经验两方面的探讨，以便丰富和发展中国社会学的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理

论。 

从结构转型过程来看，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结构具有很强的身分属性。一系列将人

们区分为不同身分群体的次级社会制度，构成了一种弹性很低的社会结构体系。身分制主要

由四个方面构成：一是阶级身分，在 1979 年以前，阶级成份对社会成员的就业、通婚、入

学、入党、参军等地位晋升和流动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二是户籍身分，从 1958 年开始，

中国户籍制度严格地将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加以明确的区分，户籍身分对个人及社会的流动

性起着较大的限制作用；三是就业身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成员按其就业地位分为三

种主要身分——干部、工人和农民；四是所有制身分，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要存在两种

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和城镇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身分的职工在收入和地位方面

都有重大的差别。 

户籍制度属于一种次级社会制度，对社会关系特别是城乡关系有着重大的影响。在当今

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和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一次级制度对社会协调发展的迟滞效应依然存

在，因此，探讨户籍制度的创新和户口政策的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陆益龙

博士从历史、理论和经验三个层面上系统地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梳理、考察、分析和解释，揭

示了户籍制度的结构及其变迁与社会结构变迁或转型之间相互关系和作用。 

在本书中，作者以较为翔实的历史和经验调查材料，论证了与中国传统户籍文化有着一

定联系的、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形成的现行户籍制度，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对社会结

构刚性特征的形成曾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以及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至

今仍具有“瓶颈”效应。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这一制度的诸多方面与社会系统的运行不相协

调，因此，促进户籍制度的创新，是社会转型对次级制度的配套改革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

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 

当前，中国社会在快速转型过程中，也显现出一些与社会良性运行不相协调的社会问题，

其中贫富两极分化或社会差别问题，就较为突出。如何缩小社会差别，促进社会公平，也就

成为社会学的重要课题。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的角度，探讨了社

会差别与社会公平问题。作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考察和分析了户籍制度对资源配置、收

入分配、阶层地位、职业流动、通婚关系等方面的影响，解释了户籍制度在以城乡差别和身

分差别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研究发现，对于解决当

前中国社会中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贫富分化等社会不公问题，无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

理论视角。尽管造成社会不公问题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但制度的设置或安排无疑是其中最

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探讨和追求制度的创新，不仅有利于经济和技术的快速发展，而

且有利于社会效益的提高。 

陆益龙博士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深入研究社会转型期的户籍制度改革和政

策，完成了《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一书，我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尽管本书可能

还存在诸多不足，但为社会学在户籍制度这一领域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和尝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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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Control an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s a recently completed 

book by Dr. Lu Yilong, in which the writer summarizes, examines, analyses and explain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n a systematic way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history, theory and experience,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d interaction of the structure and change of this system and 

change/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The book shows the writer’s effort and attempt to make a study 

of Chinese sociology, and it can help us in some degree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ransformational 
Chinese society from a uniqu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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