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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当代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学者，陆学艺学术思想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思想精髓包涵两大体系，

即从三农主义到结构主义，而这两方面 在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后 期 以 来 的 研 究 中 是 互 构 推 进 的，且 具 有 很 大 的 社 会 影 响

力。陆学艺的三农主义思想主要涉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和农民工问题及其学理价值、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农

村现代化、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研究，其结构主义思想大体包括社会结构理论及其体系、当代中国社会阶层

划分及其流动、中国进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等研究内容。

［关键词］陆学艺；社会学思想；三农主义；结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Ｃ　９１－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９１６２（２０１７）０２－００３６－０９
［ＤＯＩ］１０．１６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ｎｗｎｕｓ．２０１７．０２．００５

　　陆学艺是当代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他的影

响和贡献不仅仅限于社会学界或三农研究领域。对

他的学术思想进行进一步总结和挖掘，日益成为学

界一件不可或缺的事业。

一、议题缘起与三农主义、结构主义简释

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２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中

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邀集原 “当代中国社会

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主要成员开会，研讨修订

陆学艺先生生前主编的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

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结

构》和 《当代中国 社 会 建 设》等 四 部 著 作。会 上，

李春玲等认为，陆学艺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界结构主

义学派或曰新结构主义学派的代表，著作修订要着

重突出他的这一社会学思想。

２０１６年三、四 月 间，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拟

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们的传记。鉴于

陆学艺先生在社会学界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出版社

认为即便他已辞世，传记书中也不能缺席，因而委

托由笔者主要承担整理其生平传记的任务。在对陆

学艺的生平资料和大家对其评价的资料整理中，笔

者越来越认识到，陆学艺对于中国社会学界的贡献

非常多，包括三农研究、社会结构研究、学会创建

和学科地位提升、人才培养、研究方法的中国路线

等诸多方面，但他的三农思想、社会结构思想，应

该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界不可撼动的闪光点，也是他

本人为学５１年来 （从１９６２年北京大学毕业来到中

国社会科学 院 哲 学 部 读 研 开 始，直 到 他２０１３年５
月辞世）的学术思想 精 髓。关 于 陆 学 艺 三 农 思 想、

社会学思想的探索性文章和论著近年日益增多，在

此不赘述［１－１１］。

所谓 “主义”，当是一种主张、理论学 说 或 思

想体系，一种思潮；也含有马克斯·韦伯所指的人

对事物赋予一种 “主观意义”的意思；或者是指将

一种主张、思想学说加诸社会有关事物，体现思想

改造社会，影响全社会或部分人群、或为全社会或

部分人群所坚信和追随的一种理想或信仰体系。

三农主义① （鉴于三农说法已通俗化，不加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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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大体意思是以三 农 视 角 观 察、解 释 和 改 造 社

会，这是中国很长时期作为农业大国所独有的一种

社会思潮，以至于诸多三农问题专家、历史学家、
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都认识

到这样 的 命 题： “不 了 解 农 村，就 不 了 解 中 国”、
“中国 农 民 问 题 是 中 国 革 命 和 改 革 开 放 的 核 心 问

题”、“农村没有现代化，就不谈不上中国现代化”、
“农民没有过上小康生活，中国就谈不上小康社会”
等等。这种三农主义思想弥漫在整个中国学界、政

界。可以说，三农主义也必然是社会学中国体系中

的重要研究议题。
所谓结构主义，即用一种社会结构思想来理解

和改造社 会，并 成 为 一 种 思 想 理 念 影 响 学 界 和 政

界，这在西方学界已经成为一种理解社会或某一社

会子系统的主要社会思潮。它可分为客观结构主义

与主观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有时与建构主义 （结构

是人们互动中有意无意的突生性结果，代表人物如

韦伯、布 迪 厄）相 对 或 结 合，有 时 与 行 动 主 义 相

对，有时与功能主义 （其代表人物如帕森斯、亚历

山大）相对，有时与解构主义 （即对结构的破解和

析分，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对。
当然，“思想”、“理论”、“主义”都是指一种

学说或理 念、一 种 主 观 意 识。相 对 而 言， “思 想”
往往是一种关于事物的零散的真理性认识，而 “理
论”则是前后有一定逻辑关系的思想理念体系，即

系统化的思想理念，有时二者合称为 “思想理论”；
“主义”既可以是思 想，也 可 以 是 理 论 体 系，还 可

以是 “思想”和 “理论”兼而有之。在本文中，陆

学艺的三农主义、结构主义是作为一种社会学思想

或社会思潮进行探讨的。
陆学艺一生的学术研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

阶段：第一阶段 （１９６２－１９８７年）：是他考取中国

社科院哲 学 研 究 所 （当 时 为 中 科 院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部），后留在哲学所做研究，１９８５年调入农村经济

研究所 （后改为农村发展研究所），直到１９８７年调

入社会学研究所；第二阶段 （１９８７－２０１３年）：进

入社会学所直到退休，后返聘于北京工业大学人文

社会科 学 学 院。在 第 一 阶 段，他 主 要 从 事 三 农 研

究，间或研究宋明理学；在第二阶段，他的主要精

力逐步转向社会学尤其是社会结构的研究，但没有

间断三农研究。可以说，陆学艺进入社会学界后，
充分运用社会学、社会结构理论等研究三农问题，
开拓了思路，其三农主义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同

时，也使得其结构主义思想深深地浸印着中国特色

的乡土底蕴，其三农主义思想与结构主义思想一脉

相承、相得益彰。

二、陆学艺的三农研究与三农主义思想

陆学艺毕其一生都具有浓厚的三农情结。他在

高中最后一篇作文里就写到要成为农村经济研究方

面的专家。大二、大三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很多人

被饿死，所以他立志要成为农业经济学家，解决老

百姓吃饭 的 问 题。１９６０年 前 后，上 级 要 求 北 京 大

学学生去大兴县芦城开门办学，他便有机会去那里

调研了。以 后 多 少 年 来，他 一 有 机 会 就 去 农 村 调

研，直到２０１３年他去世前不久，还撰文呼 吁 将 东

北平原建成全国 “大粮仓”［１２］。
在哲学研究所２０多年里，他也是一边 从 事 哲

学 （宋明理学）研究，一边干三农研究的活儿，而

且争取利用搞 “四清”的机会到农村调研，并写出

了一些有 分 量 的 文 章。１９７８年８月 写 就 的 《关 于

加速农业 发 展 的 若 干 政 策 问 题》一 文，４万 多 字，

１０月初 新 华 社 《国 内 动 态 清 样》分 三 期 登 载，后

被该社 《内部参考》转载，引起有关领导重视，有

些内容被政 府 采 纳。１９７９年６月，他 去 安 徽 等 地

考察，写出 《包产到户 问 题 应 当 重 新 研 究》一 文，

１１月初 被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未 定 稿》采 用。１９８０
年下半年，他和王小强写成 《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

后的发展》一文，甘肃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均

有批示。后来又写出 《关于包产到户的几个问题》、
《安徽包产到户后的新形势和新问题》、《中国农村

市场正在兴起》等文章，最后在１９８３年结成论文

集 《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正式出版 （甘肃人民出

版社）。时年他４０岁。

１９８５年，陆 学 艺 调 入 农 村 发 展 研 究 所，任 副

所长，专职研究三农问题，但这３年主要是蹲点山

东陵县搞县政改革，写出 《关于棉花政策的若干问

题》一文。同 时，他 通 过 大 量 调 研，尤 其 对 当 时

“农业生产由非常规转入常规发展”的观点非常不

认 同，由 此 写 成 《农 业 面 临 比 较 严 峻 的 形 势》
（１９８６年 发 表 在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要 报》上），得

到邓 小 平 等 中 央 领 导 同 志 的 重 视［１３］ （Ｐ１５９）②。

１９８６年正式 出 版 自 己 的 第 一 本 专 著 《联 产 承 包 责

任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后来主持过中国国

情的百县市、百村调查，所有这些，对于了解中国

基层实情、为高层决策提供政策咨询发挥了巨大作

用。

１９９０年代以 来，陆 学 艺 又 连 续 出 版 了 多 本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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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三农研究的著作 （专著或主编）：《当代中国农村

与当代中国农民》（１９９１）、《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
（１９９２）、 《县 级 综 合 改 革 与 经 济 社 会 协 调 发 展》
（１９９３）、《传统农业县的社会转型》（１９９３）、《百县

市经济社会调查·陵县卷》（１９９３）、《房干村的变

迁》 （１９９４）、 《百 县 市 经 济 社 会 调 查·香 河 卷》
（１９９４）、《晋江模式与农村现代化》（１９９５）、《社会

主义道路与中国农村现代化》（１９９６）、《中国农村

现代化道路研究》（１９９８）、《光辉的历程》（１９９９）、
《内发的村庄》 （２００１）、 《中国农村现代化基本问

题》（２００１）、《“三农”论》（２００２）、《“三农”新

论》（２００５）和 《“三农”续论》（２０１３）等。
陆学艺的三农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１．关于改革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研究

（１）陆学艺认为，调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有

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增加

农业投资，有利于增强农业生产能力；调整粮食征

购政策，要考虑级差收入问题；充分发挥农业副业

和剩余劳动力的优势，积极发展工商联合企业和乡

镇企业，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热情［１４］。
（２）陆 学 艺 一 直 认 为，包 产 到 户 是 一 种 责 任

制，一种联产计酬的形式，不是分田单干；其效果

非常显著，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农民积极性得到大

力发挥。包 产 到 户 是 搞 社 会 主 义，不 是 搞 资 本 主

义；提出包产到户后，可以不回到 “三级所有，队

为基础”的老框架，可以走 “包产到户—兼业户—
专业户—再联合”的新路［１５－１６］。

（３）陆学艺指出，随着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

发展，农村经济基础变了，那么上层建筑也应该跟

着变化；县级是关键层级政权，需要进行县级体制

综合改革 （尤其是县级政治体制改革），而这同时

需要上层作出决定。因为如果只是县级改了，上面

省市不改，那改了也白改；某一地、一县改革，孤

军奋战，难有成效［１６］。实际上，３年陵县县政改革

试点未果，直到今天，全国性的县级体制综合改革

也杳无音信。

２．关于农民、农民工问题及其学理价值研究

（１）陆学艺撰文指出，三农理论是中国特有的

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产物，是中国社会科

学界的一项重要成果，对于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很 有 意 义［１７］。三 农 问 题 是 一 个 整 体，核 心

是农民问题，因为农业是农民从事的职业，农村是

农民聚居生产生活的社区。三农问题如不首先解决

农民问 题，农 业 问 题 即 便 解 决 了 也 还 要 反 复。所

以，国家要把解决好农民的问题放在第一位，而不

是像计划经 济 时 期 那 样 把 解 决 农 业 问 题 放 在 第 一

位［１８］。保护农 民 利 益、保 护 农 民 的 生 产 积 极 性 是

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１９］。
（２）陆学艺提出，社会学要重视研究当今的农

民问题。改 革 开 放 以 来，农 民 的 经 济 地 位 发 生 变

化，同土地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农民的身份必然

发生变化。全社会的农民的职业结构发生变化，利

益关系也发生变化，已经分化为８个不同利益诉求

的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农民

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

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
农村管理者 阶 层［２０］。此 文 实 际 上 奠 定 了 陆 学 艺 后

来开创的中国社会结构学派的基础。
（３）陆 学 艺 强 调，要 从 根 本 上 解 决 农 民 工 问

题。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

我国在特殊 的 历 史 时 期 出 现 的 一 个 特 殊 的 社 会 群

体。农民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民工包括

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离土不

离乡的农村劳动力，一部分是外出进入城镇，从事

二、三产业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

民工主要是 指 后 一 部 分 人［２１］。农 民 工 流 动 有 利 于

沟通城 乡 关 系，调 整 城 乡 社 会 结 构，缓 解 过 剩 劳

力，增加 农 村 收 入，缩 小 城 乡 差 距，利 于 社 会 稳

定。他们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建设作

出了卓著 的 贡 献，其 伟 大 业 绩 永 载 中 国 现 代 化 史

册，是新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但长期以

来，农民工在政治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工人身份；在

经济上，不能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在

社会方面，没有城市户口而被边缘化，伤残民工被

退回农村，不能很好地抚育和赡养其子女和老人。
因此，根本上改革农民工体制，就要放在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高度制定规划，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改

革户籍制度、人事劳动制度、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财政体制等［２２］。

３．关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问题及其改革研究

（１）陆学艺认为，农村诸多问题长期解决不好

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结构性矛盾，
包括城乡结构、产业结构不合理；另一方面是体制

性矛盾，城乡管理体制和政策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发展要求。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最主要的就

是工业化、城市化。解决农村、农 业、农 民 问 题，
要学会 “反弹琵琶”：一 是 加 快 乡 镇 企 业 发 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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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加快城市化乃至区域现代化发展进程，最根本的

是解决城乡二元社 会 结 构 问 题，改 变 “城 乡 分 治，
一国两策”的局面，尤其是户籍制度到了非改不可

的地步了［２３－２５］。
（２）陆学艺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是造

成诸多社会问题的主要根源，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

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没有得到改变的恶果。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现行的城乡二元

结构体制，改革以农养工、以乡补城的国民收入分

配格局，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基层财

政制度等［２６］ （ＰＰ．４９７－５０５）。
（３）陆 学 艺 研 究 指 出，农 村 要 进 行 第 二 次 改

革［２７］。农 村 第 一 次 改 革 是 改 掉 了 “政 社 合 一”、
“三级所有，队为基 础”的 人 民 公 社 体 制，实 行 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热情。第二次改革就是要在第一次改革的基础

上，进一步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继续给农民

松绑解 带，建 立 新 的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第

一，要在理论上确认农民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主体地

位，尤其要打 破 “一 国 两 策”的 城 乡 二 元 社 会 结

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第二，要抓紧改革户籍

管理制度。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阻碍城镇化的发展、固化城乡

二元社会结构，造成 诸 如 “民 工 潮”流 动 困 境 等。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做到：一是取消城镇户籍背

后附着的诸多特权利益，确保城乡之间的成员权利

平等；二是建立统一的、可流动的户籍管理制度；
三是 加 快 户 籍 证 件 化、信 息 化 管 理 方 式 变 革［２８］

（ＰＰ．４１７－４２０）。第 三，推 进 农 村 土 地 制 度 改 革，
推行农民对土地的永佃制，按照 “自愿、依法、有

偿”的政策原则进行土地流转。第四，改革教育制

度，实现城乡一体的教育制度。第五，尤其要改革

现行的基层财政体制，改变省级以下事权与财权不

相称的基层制度安排，这是加重基层乡镇干部工作

压力、引 发 干 群 关 系 冲 突 的 重 要 根 源。但 时 至 今

日，农村第二次改革也遥遥无期。
（４）陆学艺对 城 乡 二 元 结 构 体 制 进 行 集 中 阐

述［２９］。第一，城 乡 二 元 结 构 体 制 源 于２０世 纪５０
年代国家实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是指在全国实

行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把全部居民分成农业户口

和非农业户口，一经登记入册，一般就不能变更。
第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本质特征是：把全国的

公民分成两类，对城市居民和农民实行不平等的政

策，由此使得城乡居 民 之 间 形 成 “社 会 区 隔”，并

且通过农民 工 的 流 动 将 此 二 元 结 构 体 制 复 制 进 城

市，形成城内二元结构。第三，国家先后进行过破

解该结构体制的几次实践。第一次是１９７８年改革

开放，农村率先改革，解散人民公社，重建乡镇村

的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发生几大

变化：农 产 品 大 增，农 村 富 余 劳 动 力 即 农 民 工 进

城，乡镇 企 业 大 力 发 展，小 城 镇 崛 起。第 二 次 是

１９９０年代，城 市 经 济 体 制 改 革 逐 步 取 得 成 效，特

别是邓小平南巡谈话后，城市二、三产业大发展，
数以千万计农民工进城，但农民工体制没有根本解

决。第三次是进入新世纪，中共十六大以来，党中

央明确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工作重中之

重的位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建

立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彻底废除

农业税费，提出新农村建设，但城乡差距并没有回

落，反而增大。第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解

决三 农 问 题 的 根 本 途 径。党 的 十 八 大 报 告 指 出：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加快完善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生产

要素平等 交 换 和 公 共 资 源 均 衡 配 置，形 成 以 工 促

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 型 工 农、
城乡关系。”要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就一定要破

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这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

根本途径。第五，根除城乡二元结构有三项重要举

措。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是

由法律、法 规、政 策 支 撑 形 成 的 一 整 套 体 制、机

制，而且 是 全 国 性 的。现 在 正 在 进 行 的 就 业、教

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对实现这些方

面的城乡一体化，是有意义的，也有一定效果，但

不可能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践证明：户籍制度、
土地集体所有制、财政制度这三项是城乡二元结构

体制的基本框架、基本制度，不通过改革，实现城

乡一体化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财政制度，城乡

二元结构体制是破除不了的。第六，中共十七届三

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首次在官方文件中使用 “城乡一体化”
概念 （之前早有学者提出过该概念）［３０］。

陆学艺认为，城乡一体化包括四方面 的 内 容：
一是就城乡关系讲，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城乡

是一个整体，整个社会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城和乡

都是相互依存的；二是就城乡发展的目标来说，统

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城乡

一体化；三是实现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四

是要 实 现 城 乡 一 体 化，必 须 对 城 乡 体 制 进 行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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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３１］。城中村是城乡一体化的一阶 段［３２］。成 都 是

统筹 城 乡 一 体 化 发 展 的 重 要 典 型［３３］ （ＰＰ．３０２－
３１６）。

４．关于县域现代化、城镇化、新 农 村 建 设 的

研究

（１）１９９３年，陆 学 艺 就 提 出 了 “县 级 经 济 社

会协调 发 展”问 题［３４］。早 在２０００年，他 又 提 出

“开展以发展小城镇化为中心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建议”［２４］。这些基于中国社会实践的论断为后

来中央十 六 大 及 以 后 提 出 “促 进 经 济 社 会 协 调 发

展”、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奠 定 了 思 想 基

础。
（２）陆学艺认为，城镇化内涵有三：一是城镇

人口要增加，二是劳动力要大部分转移到二、三产

业上 来；三 是 城 镇 文 明 要 普 及 和 大 幅 度 提 升［３５］

（ＰＰ．４３０－４３４）。目前，农民工体制已经将城乡二

元结构引进城市里了，一个单位、一个企业里出现

两种 体 制，出 现 一 城 两 制，形 成 了 “新 的 二 元 结

构”，这 是 社 会 不 安 的 重 要 原 因［３６］ （ＰＰ．１７５－
１８６）。

（３）陆学艺调研后指出，县域现代化是农村现

代化的集大成，可以在全国整体性现代化进程中率

先取得突破，其实质是县域内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协调发展［３７－３８］。
（４）陆学艺强调，推进新农村建设，要让农民

当家作主，他 们 是 新 农 村 建 设 的 主 体［３９］，要 落 实

科学发展观，注重农村综合配套改革；要处理好与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系，新农村建设是工业化和城

市化的重 要 组 成 部 分；要 处 理 好 干 部 和 农 民 的 关

系；党中央要建一个新农村工作办事机构［４０－４１］。

三、陆学艺学术研究的转折及其

结构主义思想

１９８７年，因为 中 国 社 科 院 社 会 学 所 所 长 临 时

借调中央写作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调陆学艺到

社会学所主持工作，当时他还醉心于三农研究。比

如，１９８８年，在庆祝社会学所建所１０周年纪念会

上，他发表了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的成就、经

验和前景》的讲话；不久，还在 《人民日报》上发

表 《农 业 发 展４０年 的 成 就 和 基 本 经 验》。直 到

１９８９年，他提议 社 会 学 研 究 所 应 该 仿 照 经 济 学 研

究所的做法，主编出 版 《中 国 社 会 学 年 鉴》，这 时

他才写成一篇关于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文章 《重新

认识中 国 农 民 问 题———十 年 来 中 国 农 民 的 变 化》，

发表于 《社会学研 究》。按 他 自 己 的 说 法，此 文 是

他写的第一篇社会学的文章，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

三农的。这篇文章实际上切中中国特色社会学之肯

綮，也奠定了他后来决心探索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即

社会结构问题的基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此前后，他先后从城乡二元结构的角度研究

分析过三农问题、农民工进城等问题。他认为 “三
农”问题的本质是城乡分割，要解决中国这类特有

的问题，就 必 须 “反 弹 琵 琶”，破 解 “城 乡 分 割，
一国两策”的困局，根本上是要突破城乡二元结构

的束缚，深化户籍制度等方面的社会体制改革，彻

底解决农民工问题，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
他担任社会学副所长、所长 的１２年 期 间，还

组织开展了全国百县调查、百村调查，组织编写中

国社会形势年度分析预测报告，至今具有很大的影

响力。
陆学艺真正 涉 入 社 会 结 构 及 其 变 迁 是 在１９９４

年前后。那年７月，他应日本青山学院邀请，赴日

参加该院１２０周年校庆，同时举办主题为 “二十一

世纪的中国”的学术会议。该大学石川子教授当时

给他出了个题目———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后 来

这篇讲话发表于中国 《社会学研究》。

１９９８年８月，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中 国 社 科 院

院长李铁映约陆学艺谈话 （第二轮所长聘任期间），
要求他成立一个课题组，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结

构的变化。随后，陆学艺他们设计了方案，决定先

从调研当前 的 阶 级 阶 层 现 状 做 起。１９９８年１１月，
“当代中 国 社 会 结 构 变 迁 研 究”课 题 组 正 式 成 立。

２０００年，他被聘 为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学

院院长。也就是说，１９９８年退休后的１５年里，陆

学艺的主要精力就是带着自己的弟子们和课题组潜

心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课题组首先用了３年多的时间，对全 国１０个

县市和２个国有大型企业、１个大学进行了长期深

入的调查，取得了１．１万份问卷和近千份各阶层人

员的访谈资料。在此基础上，课题组深入分析、研

讨，于２００１年底正式出版了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

研究报告》。该书是在 当 代 中 国 正 处 于 由 农 业、农

村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社会转型期，由

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期的大

背景下，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分

析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这本书一经出版，就

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刚出版的５０００册被一抢而光，２００２年初连续加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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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００册、２５０００册，车 站、报 刊 亭 等 都 有 出 售，
还有盗印此书出售的。该书不仅成为学术研究的理

论工具，而且对于当政者研判社会形势和分析社会

结构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课题组并没有仅仅停留于此，而是更加坚定地

对中国社会 结 构 进 行 更 深 入 的 研 究。先 后 于２００４
年出版了课题组第二份研究报告 《当代中国社会流

动》。该书是 《当代中国 社 会 阶 层 研 究 报 告》的 续

篇，以阶层报告为理论根据，深入分析和回答了当

代中国十大社会阶层是怎样从 “两个阶级，一个阶

层”结构分化演变而形成的，社会流动机制发生了

哪些变化，这十大社会阶层今后各自将怎样继续演

化，现有的社会流动机制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

合理的，需要怎样的改革和调整等问题。
在第二份研究报告出版后，课题组认为应该着

重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类型及其变迁，并

从社会结构理论的角度回答这些基本问题。因而，
课题组于２００４年秋季又开始马不停蹄下基层调研，
先后在四川成都市和大邑县、广东深圳市、北京怀

柔区、福 建 晋 江 市、浙 江 宁 波 市、江 苏 太 仓 市 等

地，对农村和城市的不同阶层群体进行深入调查和

访谈，研 究 了 大 量 的 文 献 资 料，召 开 了 多 次 研 讨

会，历时６年时间，于２０１０年１月推出了课题组

第三份研究报告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勾画出了

当代中国十大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基本面貌。这本

书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

显著成绩，但社会问题和矛盾却日益凸显，而这些

问题的根源是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协调。这样的

分析判断弥补了中国社会结构理论的空白，成为学

界、政界分析社会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

２００６年初，中 央 主 要 领 导 人 在 听 取 社 会 学 家

景天魁、李培林的讲课后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 会，加 强 社 会 管 理 和 建 设， “社 会 学 的 春 天 来

了”，并明确提出 将 “社 会 建 设”与 经 济 建 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格局

的四 位 一 体 （２００７年 再 次 加 入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内容，使之成为五位一体）。

不久，陆学艺非常敏感地意识到，加强社会建

设是中国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现在已经到了必

须重视并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转折时期，这也是

当前 中 国 社 会 学 研 究 的 重 要 议 题。为 此，他 在

２００７年写就 的 《关 于 社 会 建 设 的 理 论 和 实 践》被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年初发表。文章论述

了中国社会建设研究的历史和当前中国社会建设实

践必须把握的基本内容，具有很强的框架性和指导

性，在社会学界引用率非常高。在上述２０１０年 年

初出版的第三份报告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总报

告里，就明确提出 “中国进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

阶段”。
因而，在完成第三份研究报告的基础上，课题

组即着手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为回应当时政界

力倡加强社会管理的理念，课题组首先向国家社科

基金会成功申报 “当代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

新研究”重 大 项 目。２０１３年４月，该 重 大 项 目 的

主要成果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由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出版，样书并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署推荐为

宣传十八大精神的７０种重点出版物之一。
天有不测风云。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３日，陆学艺先

生却因积劳成疾，心脏病突发而离世，留下非常巨

大的遗憾。这份报告实际上勾画了中国社会现代化

建设的宏伟蓝图。
另外，陆学艺一直打算探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

关系。２００７年，福 特 基 金 刚 好 需 要 这 方 面 的 研 究

成果。于是，他组织自己的博士生开展初步研究，

２００８年夏天 拿 出 了 《当 代 中 国 社 会 阶 层 关 系 研 究

报告》（未出版）。他一直打算静下来组织大家深入

研究这个问题，但未能如愿。当然，当时经济社会

发展的客观形势也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观察，涉及的

问题也比较敏感。目前，课题组的两代学术骨干开

始沿着陆学艺的思路展开了这方面的深入探索。
总体来看，陆学艺从第一篇社会结构论文或论

著开始，２０００年 之 后，其 大 量 精 力 和 时 间 均 花 在

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问题的研究上。后来出版的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社会建设论》等著作，都

是以优化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阶层结构调整为依归

和核心而提出推进社会建设的。
在２００６年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出台 《构 建 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京

城社会学界关于社会建设的重点和方向问题逐渐显

现四大流派：一是民生事业学派，主张中国目前的

社会建设重点在于解决人们的基本民生 （衣食住行

用）和社会事业 （教科文卫体）问题；二是社会管

理学派，即按照中央政府的思想，认为社会建设的

重点是加强社会管理，尤其是通过政府的力量加强

社会管理，推进社会建设；三是社会结构学派，即

认为社会建设的根本是要加强社会结构优化调整，
尤其是要调整社会阶层结构，逐步形成橄榄形的中

产化社会，也就是社会现代化趋势；四是社会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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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认为社会建设 就 是 要 重 建 “社 会”，通 过 社

会运动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溃败，也就

是社会与政府、市场之间力量均衡。
陆学艺的社会建设思想即属于社会结构学派，

其结构主义思想大体可以归纳为如下几大方面。

１．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

社 会 结 构 是 指 一 个 国 家 或 地 区 的 占 有 不 同 资

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和关系格局，社会

结构可分解为十大社会子结构：反映资源机会基础

性载体的人口结构，反映整合方式的家庭结构、社

会组织结构，反映民生活动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

结构、消费结构，反映空间分布的城乡结构、区域

结构，以及反映社会地位的阶层结构和反映社会文

明状况 的 文 化 结 构［４２］ （Ｐ１０）。他 也 认 为，阶 层 结

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议题，是社会学核心的核心。
这一社会结构思想触及了社会结构的核心内容，与

西方社会学界关于社会结构的形形色色的界定有所

不同。

２．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日益分化但关系结构尚

不合理

（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日益分化，已经

不是原来意义的 “两阶级一阶层”了。因此，以职

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

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社

会阶层 （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国家与社会管理

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

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

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

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总体看，现代化

社会阶层的基本构成成分都已具备，现代化社会流

动机制 （主要是自致性机制）正在形成，阶层位序

基本确立；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是在经济结

构调整和发展中形成的，但还是很不合理的阶层结

构，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

要，必须采取相应的社会体制机制调整，优化社会

阶层 结 构，使 之 与 经 济 结 构 相 匹 配［４３］ （ＰＰ．７－
９９）。

（２）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就应该是一个 “两头大

中间小”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即中产阶层日益壮大

的社会。中 产 化 的 社 会 是 一 个 具 有 弹 性 稳 定 的 社

会，这也是 陆 学 艺 一 生 致 力 于 社 会 建 设 的 核 心 思

想。但是，目前中国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还不能适

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要求，该缩小的阶层还没

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而且，低

阶层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障碍在强化，社会资源有

向上层积 聚 的 趋 势［４４］。这 表 明，现 代 社 会 流 动 机

制还不合理。
（３）社会阶层关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

重要内容［４５］。通过３０多年来的改革开放，随着经

济财富、政治地位、文化资源等的进一步分化和重

组，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 “三强三弱” （即官

强民弱、资强劳弱、上强下弱）的阶层关系格局，
优势资源和机会过于集中在社会上层、发达地区和

中心地带，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很不利于

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大力调整［４６］。

３．中国已经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

（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深

刻的变化，但仍处于工业社会的初期阶段，而经济

结构已经是工业社会的中期阶段；据他们测算，中

国现在的社会结构大约滞后于经济结构１５年，滞

后的主要原因是没有适时地抓好社会建设和社会体

制改革，而 优 化 社 会 结 构 的 关 键 在 于 社 会 体 制 改

革，将城市化作为突破 口［４７］ （ＰＰ．３０－３１）。经 济

结构和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 （或地区）最基本、最

重要的结构。一般说来，经济结构变动在先，带动

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而社会结构的调整也会促进

经济结构的完善和持续变化，所以两者必须协调，
相辅相成。社会结构可以稍后于经济结构，但这种

滞后有一个合理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阻碍经

济结构的持续有序的变化，阻碍社会和经济的协调

发展［４８］。
（２）目前，中国现代化正处于第三次历史转折

时期，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是当前中国的主要

矛盾。加强社会建设是中国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必经

阶段，中国已经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
社会建设实质就是社会现代化建设，其核心任务就

是要构建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即不断壮大中

产阶层队伍，形成中产化的橄榄型现代社会结构。
社会建设的突破口和中心环节是要改革现行社会体

制，使得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在资源、机会配置

上和力量对比上达致结构性均衡。当前和今后中国

社会建设可分为三大阶段 （民生和社会事业建设为

重点的阶段、创新社会管理和改革突破社会体制的

阶段、社会现代化基本 实 现 的 阶 段），同 时 有 九 大

任务 （民 生 建 设、社 会 事 业、收 入 分 配、城 乡 社

区、社会组织、社会规范、社会 管 理、社 会 体 制、
社会结构）［４９］ （ＰＰ．２３－２９）。

（３）建设社会现代化，就必须实现民生事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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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社会事业现代化 （例如教育现代化、科技现

代化、医 疗 卫 生 现 代 化 等 等）、社 会 体 制 现 代 化、
社会管理现代化、社会组织现代化、社会生活现代

化、社会结构现代化，等等。可见，建设社会现代

化，是一个宏大复杂的系统工程［５０］。

四、结语

总体而言，学界一致认为，陆学艺是 “三 农”
问题专家，更是以研究 “三农”问题研究起家的著

名社会学家。尤其是自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后，陆学艺学术思想大有升华。其后来主持

完成和倡导的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的划分及其社

会流动机制研究、当代中国十大社会结构分析、以

结构优化调整推进中国三大阶段和九大任务的社会

建设大业的思想，以及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大

约１５年的研判，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学界最有成就

的学派即社会结构学派。可以说，到了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后期以后 （尤以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３年几篇重要文

献作为转折），其三农主义与结构主义思想是互构

推进的。

［注　释］

①　笔者曾在２０１６年清明节前填词一首，其中提到 “三 农

主义”：浪淘沙·清 明 祭 恩 师／／ （上 阕）清 明 北 国 冷，
漫山呜哽，弟 子 齐 把 恩 师 念。断 魂 声 里 忆 往 昔，浮 现

一片。／／ （下 阕）先 生 著 鸿 篇，世 间 传 遍，三 农 主 义

冲破天。探源 结 构 强 社 会，谁 与 比 肩？ 此 前 互 联 网 上

也有人呼吁要从 “三农主义”（农村、农业、农 民）转

变到 “新三农主义”（农地、农会、农权）。

②　当时，邓小平同志说到：“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

五年转不过来。……有 位 专 家 说，农 田 基 本 建 设 投 资

少，农业生产水 平 降 低，中 国 农 业 将 进 入 新 的 徘 徊 时

期。这是值得注意的。”其中 “有位专家”就 是 指 陆 学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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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农 民 问 题 研 究 ［Ｃ］．重 庆：重 庆 出 版 社，

２０１３．
［３４］　陆 学 艺．县 级 综 合 改 革 与 经 济 社 会 的 协 调 发 展

［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３５］　陆学艺．调整城乡结构，扩大内需，促进经 济 健 康

发展 ［Ａ］．陆 学 艺 文 集 ［Ｃ］．上 海：上 海 辞 书 出

版社，２００５．
［３６］　陆学 艺．调 整 城 乡 关 系，解 决 好 农 村、农 民 问 题

［Ａ］．汝信，陆学艺等主 编．２００５年 中 国 社 会 形 势

分析 与 预 测 ［Ｃ］．北 京：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２００４．
［３７］　陆学艺．县域现代化的中国意义———晋江模式 发 展

３０年改革调研 ［Ｎ］．社会科学报，２００８－０２－２１．

［３８］　陆学艺．县域现代化的中国意义 ［Ａ］．张君良，唐

春晓．解读晋 江：改 革 开 放３０年 晋 江 研 究 论 文 选

集 ［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９］　陆 学 艺．让 农 民 当 家 作 主 是 建 设 新 农 村 的 重 点

［Ｊ］．中国与世界观察，２００６，（２）．
［４０］　陆学 艺．新 农 村 建 设 要 处 理 好 几 个 重 要 关 系 ［Ｊ］．

学习与实践，２００６，（６）．
［４１］　陆 学 艺．关 于 社 会 主 义 新 农 村 建 设 的 几 个 问 题

［Ｊ］．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０６，（６）．
［４２］　陆学艺．当 代 中 国 社 会 结 构 ［Ｍ］．北 京：社 会 科

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
［４３］　陆学 艺．当 代 中 国 社 会 阶 层 结 构 研 究 报 告 ［Ｍ］．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４］　陆学艺 主 编．当 代 中 国 社 会 流 动 ［Ｍ］．北 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５］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关系研究总报告 （美国

福特基金研究报告）［Ｒ］．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社 会 学

研究所，２００７，（１２）．
［４６］　赵慧珠．协调阶层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中之 重

———访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 荣 誉 学 部 委

员陆学艺 研 究 员 ［Ｊ］．中 国 党 政 干 部 论 坛，２００７，
（１０）．

［４７］　陆学艺．当 代 中 国 社 会 结 构 ［Ｍ］．北 京：社 会 科

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
［４８］　陆学艺．社会建设现代化：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 重

点 ［Ｊ］．西 北 师 大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２，
（６）．

［４９］　陆学艺 主 编．当 代 中 国 社 会 建 设 ［Ｍ］．北 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
［５０］　陆学艺．社会建设就是建设 社 会 现 代 化 ［Ｊ］．社 会

学研究，２０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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