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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当代中国研究国际论坛第四届当代中国研究国际论坛第四届当代中国研究国际论坛第四届当代中国研究国际论坛(IFCCS4)---- 

               
                Email: ccpn@lse.ac.uk 
                Website: www.lse.ac.uk/ccpn 

伦敦经济学院系列讲座伦敦经济学院系列讲座伦敦经济学院系列讲座伦敦经济学院系列讲座 
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twork (CCPN)      
 

         值此第四届当代中国研究国际论坛（IFCCS4）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召开之际，中国比较研究网
（CCPN）特别邀请了国内几位著名学者于 9月 14-16日到伦敦经济学院举办四场系列讲座，该系列讲
座得到了伦敦商务孔子学院的赞助（CIBL）。欢迎大家参加！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1年 9月 14日（星期三）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15：00-17：00  
地点地点地点地点：伦敦经济学院 Seligman Library (OLD 6.05), Old Building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王斯福教授（Professor Stephan Feuchtwang；CCP主任）  
讲座者讲座者讲座者讲座者：温铁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题目题目题目题目：中国 60年的 8次金融危机及其“软着陆”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1年 9月 14日（星期三）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19：00-21：00 
地点地点地点地点：伦敦经济学院 Seligman Library (OLD 6.05), Old Building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王斯福教授（Professor Stephan Feuchtwang；CCPN主任） 
讲座者讲座者讲座者讲座者：陆学艺教授（中国社会学会荣誉会长） 
题目题目题目题目：建设’社会现代化’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主要任务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1年 9月 15日（星期四）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19：00-21：00 
地点地点地点地点：伦敦经济学院 Seligman Library (OLD 6.05), Old Building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邓钢博士（CCPN共同主任；经济史系准教授） 
讲座之一讲座之一讲座之一讲座之一：社会重建：传统经验面临挑战，张静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讲座之二讲座之二讲座之二讲座之二：如何理解中国政治？景跃进教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1年 9月 16日（星期五）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19：00-21：00 
地点地点地点地点：伦敦经济学院 Seligman Library (OLD 6.05), Old Building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常向群博士（CCPN负责人，研究员） 
讲座之讲座之讲座之讲座之一一一一：当代中国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过渡：三个非政府组织的案例研究，朱健刚教授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讲座之二讲座之二讲座之二讲座之二：藏族饮食文化的传统与变迁——一个藏族农村社区的田野调查，刘志扬副教授（中山大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讲座者之三讲座者之三讲座者之三讲座者之三：缅甸华人——族群与公民归属，段颖博士（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讲座者之四讲座者之四讲座者之四讲座者之四：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周大鸣教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提要提要提要提要： 

温铁军温铁军温铁军温铁军: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60年的年的年的年的 8次金融危机及其次金融危机及其次金融危机及其次金融危机及其“软着陆软着陆软着陆软着陆” 

二战以后，世界最大原住民人口的中国曾经一度跳出发展陷阱——因其国家资本原始积累尚未完成

即遭遇 1957年的中苏交恶和外资中辍而不得不在国际社会封锁下“去依附（De-linking），”随之是

在 1959和 1968发生两次债务-赤字危机的打击下走向 1960年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其实质是“L

替代 K”——以高度集体化来集中劳动力成规模投入国家基本建设，替代极度稀缺的资本 [作者注 1：

我们在很多文章中都阐释过这个主要发生在 1960年代的、被动地“去依附（de-linking）”的战略调整。

但还没有掌握足够的材料来进一步分析这种经济基础领域的重大战略调整势所必然地带来苏联模式

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被动变化]。1970年代初中国迫于前苏联核威胁而恢复与西方外交关系，

继续以国家负债方式进口设备，采取与所有资本短缺国家类似的“亲资本（pro-capital）”政策，也相

继发生 1974和 1979两次债务-赤字危机 [作者注 2：根据 1995、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自 1991

年以来，关于 FDI的政策法规总体上是朝着更有利 FDI的方向发展。1991年全球对 FDI政策法规进

行调整的国家有 35个，涉及法规调整 82部，其中朝向更有利于 FDI的政策法规 80部，仅有 2部是

更限制 FDI的。特别是 2001-2005年间，FDI政策法规变化总数超过 200部，而其中的 90%左右是

朝着对 FDI有利的方向变化的]。1980年代中国产业资本完成了原始积累，随之而来的是结构调整及

其伴生的产业资本扩张，追求“资本和技术增密”。延续发生 1988和 1994两次债务-赤字危机。1990

年代后期在西方意识形态化的改制话语助推下，中国加快入世——挟带自身庞大的过剩产业资本进

入本来就严重过剩的全球化，随即恶化了全球过剩、也促进了过剩产业资本寻找制度成本和要素、

风险“低谷”的全球产业布局大调整。因对外依存度大幅度提高导致了 1998和 2008两次输入型通胀

危机。以上 8次危机有一个特点：凡是能够向乡土中国转嫁制度成本的危机就在城里软着陆，否则

就硬着陆……  

陆学艺陆学艺陆学艺陆学艺: 建设建设建设建设’社会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主要任务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主要任务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主要任务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主要任务 

将近半个世纪以前，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1964年 12月）提出，

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

义强国。1979年 12月 6日，大约四十余年前，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提出了到二十世

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量化指标，即争取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 1000美元，即实现小康水平，这

个目标已经达到。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不

仅要实现经济现代化，而且还要实现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等等。2007年中共十七

大会议上，在原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布局中，加进

了社会建设，发展为“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现在，中国的“社会现代化”正在通过已在全国各地展

开的‘社会建设’实现着，本文就中国社会建设的动因、现状、目标和发展阶段做一个分析。 
 

张静张静张静张静: 社会重建社会重建社会重建社会重建----传统经验面临挑战传统经验面临挑战传统经验面临挑战传统经验面临挑战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重建”问题引起高度关注。但它是否可能从中国传统中找到经验？ 

对于基层社会的整合而言，我们的历史能够提供的主要是两种经验——基于原初的血缘、地缘特征

结成的社会结合；基于集体化生产和再分配特征形成的社会结合。前者有相当强的局部性和分割性，

其亲疏有别的个人关系规则，很难在公共社会中施展作用；而后者的被动性连接方式，妨碍经由社

会成员自主选择建立主动认同和归属。而社会结构朝向多元和异质的变化，正在改变上述两种社会

结合方式的存在条件。如今，我们面对的挑战是，没有现成的中国经验可循，相反，需要克服已经



不适用的惯性，建设新的公共关系促成社会整合。如果传统经验不需面对公共选择，就难以给今天

异质社会的整合问题提供模式。因此，社会重建“事情”虽在基层行动领域，“理念”却在宏观结构领

域，表面上它是社会管理问题，，而实质上，是探寻新的社会结合形式——社会成员之共享利益及

价值的协调机制和平衡结构。 

景跃进景跃进景跃进景跃进: 如何理解中国政治如何理解中国政治如何理解中国政治如何理解中国政治？？？？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政治所发生的变化似乎已经超越了既有主流话语的表达框架。无论是外

在的价值批判，还是心理上的等待崩溃，都映射出此一尴尬的学术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政

治从事经验维度的分析需要新的学术术语。为此，我们将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思考这个问题：第一

个层面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哪些概念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政治所发生的变化？“党国体

制”、“钟摆现象”、“体制内演化”这些术语被用来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第二个层面试图超越经验描

述的层次，将中国所发生的政治变化纳入到比较民主化的视野中来加以理解。为此，我们提出一种

新的二分法，区分权力的来源与权力的行使。由此可以提出的问题是，在权力来源维度保持相对稳

定的条件下，民主化过程能否先从权力的行使领域实质性地开展？从而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政府

与民众的关系问题（代表、回应、问责、负责、合法性等）。基于既有的发展经验，我认为，中国

的政治转型必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转型。为此，区分民主与民主化、区分普遍价值与实现方式是非

常重要的。 
 

朱健刚朱健刚朱健刚朱健刚: 当代中国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过渡当代中国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过渡当代中国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过渡当代中国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过渡：：：：三个非政府组织的案例研究三个非政府组织的案例研究三个非政府组织的案例研究三个非政府组织的案例研究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转型就是大量 NGO的兴起，本文通过对草根 NGO、国际

NGO与 GONGO三个典型组织的案例分析，指出政府和 NGO的关系正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转变.在

这种关系转变过程中，NGO与政府的互动都尽量地去政治化，而将这种互动局限在发展和社会福利

场域。同时，中间人在建立两个部门之间的良性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NGO的专家服务以及资源供

给常常成为双方合作的基础，但是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国家的父权制的权力关系仍然占据支配地位。

这使得 NGO在合作中如何保持自主性成为 NGO面临的挑战。不过这种良性互动为 NGO参与社会福

利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了合法性。 

刘志扬刘志扬刘志扬刘志扬: 藏族饮食文化的传统与变迁藏族饮食文化的传统与变迁藏族饮食文化的传统与变迁藏族饮食文化的传统与变迁——一个藏族农村社区的田野一个藏族农村社区的田野一个藏族农村社区的田野一个藏族农村社区的田野调查调查调查调查 

藏族饮食结构的组成和习俗从简单到复杂；从以糌粑、酥油茶为主的饮食到外来食品、工业化食品

被整合为其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在一个侧面上折射了藏族农村社会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文化的适

应、整合与变迁的过程。我将以西藏拉萨市北郊城乡结合部的娘热乡藏族农民的饮食结构和习俗为

切入点，探讨在多元文化互动和现代化进程中，西藏农村社区中所显现出来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

系问题。 

 

段颖段颖段颖段颖: 缅甸华人缅甸华人缅甸华人缅甸华人——族群与公民归属族群与公民归属族群与公民归属族群与公民归属 

本研究聚焦于曼德勒华人的族群特征、文化政治与身份认同，力图探讨华人 1）于缅甸民族—国家

进程中的历史境遇；2）如何在军事专制之下生存，又如何面对不平等的公民身份与边缘化的社会处

境；3）怎样在地方化过程与跨国往来中建构对缅甸的归属与认同。通过人类学田野研究，本文意图

强调，在缅甸民族—国家建设中，华人之公民归属作为一种多元、复杂的主体性建构，不仅是一种



单一的合法性诉求，而且是一个意涵丰富的实践体系，华人依据各自不同的经验，创造出应对军事

专制的生存策略，并以此争取社会认可，建构符合现实的公民身份与族群认同。 

周大鸣周大鸣周大鸣周大鸣: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该讲座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活动为例，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做一

个历史性的回顾与反思。目的不仅是为了反思学科发展的成败得失，而且更为了应对学科本身在 21 

世纪发展的需要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对话的需求。全文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以中山大学人类学

研究的缘起，描述人类学、民族学传入中国及其传播、实践的过程；其次，以人类学系停办但其人

类学研究在考古学和民族学掩护下仍继续进行，反映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转型情

况；再次，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目前的研究特色和学科探索，介绍中国人类学的重建与兴盛；最后，

提出以中山大学人类学学科发展为经验的反思，讨论作为学科的人类学在未来发展的方向。 

讲座者简介讲座者简介讲座者简介讲座者简介 (按讲座时间顺序按讲座时间顺序按讲座时间顺序按讲座时间顺序)： 

温铁军温铁军温铁军温铁军：管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

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兼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中国农村金融研究所所长。

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 985计划和北京市重点项目首席专家。研究方向：比较发展研究；

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及农村财政金融税费体制改革等。先后承担了多个国家社科基金和自科基金

的重大、重点课题，以及教育部和其他部委的重大重点科研项目。1998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证书；1999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003年获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奖；2006年获环境保

护部“中国环境大使”称号；2009年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主要著作有：《三农问题与制度

变迁》、《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解读苏南》、《解读珠三

角：广东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我们到底要什么》、

《解构现代化》等。 

陆学艺陆学艺陆学艺陆学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

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人力

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会学学科评审组副组长等职。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研究专长是社会学

理论、社会结构研究和农村发展理论研究。陆学艺教授曾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和重点课

题研究，发表《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改革中的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当代中国农村与当

代中国农民》、《联产承包责任制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结构变 迁》、《三

农论》、《中国国情丛书――百村经济社会调查》、《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北京社会建设 60

年》等多部专著和表百余篇专业论文。 

张静张静张静张静：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她的研究领域涉及

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以及中国当代社会变迁。其发表作品包括《利益组织化单位》（2001）；

《基层政权：乡村治理诸问题》（2000，2006）；《法团主义》（2001，2005）；《现代公共规则

与乡村社会》（2006）；《国家与社会》（主编，1999）；《身份认同：观念/态度/理据》（主编，

2006）；《转型中国：社会公正观研究》（主编，2008） 

景跃进景跃进景跃进景跃进：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兼系副主任。研究领域为政治社会学、中国政府

与政治。目前关注的议题是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发表的作品有：《政治

学原理》（主编，2010），《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与宏观透视》（2004），《政治空

间的转换》（2004），《比较政治学导论》（合作，2001）等。 



朱健刚朱健刚朱健刚朱健刚：人类学博士，教授。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

副主任，兼任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特约研究员，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研究兴趣：社区权力，社区发展，

非营利团体，认同政治，社会运动，城市空间研究，性别研究。主要著作：《国与家之间：关于上

海邻里的民族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社区、空间与行动》，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责任·行动·合作：512抗震救灾中的 NGO合作研究》，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9；《行动的力量：对民间志愿组织的实践逻辑的个案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电话：86-20-84114276，邮箱：zhujg@mail.sysu.edu.cn。 
 

刘志扬刘志扬刘志扬刘志扬：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西藏民族学院兼职教授，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常务理

事，弗吉尼亚大学西藏中心访问学者。研究兴趣：中国少数民族社会与文化研究。 
 

段颖段颖段颖段颖：2009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获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助理

教授，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兴趣为族群、跨国网络、全球化、泰国与缅

甸华人社会，海外华人、侨乡与中国。 

 

周大鸣周大鸣周大鸣周大鸣：人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广东省高等学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美

国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thropology杂志主编；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

研究会副会长；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兴趣为都市人类学，特别是乡村都市化、

移民与农民工等；族群研究，西南和西北的少数民族研究；应用人类学，尤其是参与式发展评估等。

主要著作：《寻求内源的发展——中国西部的民族与文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凤凰

村的变迁——<华南的乡村生活>追踪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自由”的都市边

缘人——中国东南沿海城市散工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珠江流域的族群与区域文

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 电话/传真：020-84114286; 邮箱：hsszdm@mail.sys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