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海峡两岸社会议题工作坊 
转型社会的人口、家庭和分层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会议综述 

2016 年 6 月 26 日至 30 日在浙江

师范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举办了首届

“海峡两岸社会议题研究工作坊”。工作

坊以定向邀请青年学术报告人、资深评

议嘉宾和学术媒体的方式，围绕“人口

与家庭”和“社会分层”进行研讨。 

工作坊旨在为加强海峡两岸学者的

交流与合作，构建扶掖青年学者成长的

机制。与会专家学者给予本次工作坊高

度评价，并纷纷为以后台湾地区与大陆

青年学者的交流机制出谋献策，这为未

来海峡两岸青年学者的学术交流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题图：会议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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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海峡两岸社会议题研究工作坊”会议综述 

 
为加强海峡两岸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构

建扶掖青年学者成长的机制，经中国社科院

社会学所张翼教授、台湾“中研院”社会学

所章英华教授和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张兆

曙教授共同筹划，2016 年 6 月 26 日至 30

日在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举办了

首届“海峡两岸社会议题工作坊”。 

 
一、基本情况 

 
本次工作坊以“转型社会的人口、家庭

和分层”为主题。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

下，海峡两岸在人口年龄结构、代际关系、

家庭组织、阶级阶层等方面正发生深刻变化，

如何认识转型社会的人口、家庭与分层以及

因社会变迁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已经成为海

峡两岸共同关注的问题。工作坊以定向邀请

青年学术报告人、资深评议嘉宾和学术媒体

的方式，围绕“人口与家庭”和“社会分层”

两大主题接受论文 15 篇。工作坊由青年学

术报告人演讲、资深教授与青年学者共同评

议、自由讨论三个环节组成。 

 

 
会议开幕式 

 

开幕式由浙江师范大学张兆曙教授主持。

浙江师范大学副校长李伟健教授代表浙江师

范大学致欢迎辞，对浙江师范大学的社会学

学科近几年的发展和所取得的成绩进行介绍

并给予肯定，并预祝此次工作坊圆满成功。 

 

中国社科院张翼教授、台湾“中研院”

章英华教授在开幕式演讲中对本次工作坊筹

划过程进行了介绍，并期待本次工作坊能够

取得预期效果。 

 
浙江师范大学李伟健副校长致辞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翼教授 

 
台湾“中研院”社会学所兼任研究员章英华 

 
浙江师大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兆曙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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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发言与成果 
 

（一）社会分层（7 篇） 

南京大学陈云松分享了论文《阶层自我

定位、收入不平等和主观流动感》，认为十年

来中国人的阶层自我定位呈保龄球状；教育、

收入和职业对阶层自我定位的净效应不大，

而主观流动感知与阶层自我定位关联强烈；

经济增长速度不能提升阶层自我定位，而收

入不平等对阶层定位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

复旦大学刘欣认为文章在引入宏观解释变量、

利用跨度十年的数据的基础上对阶层自我定

位进行分析是最大亮点；但主观流动感与阶

层自我定位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中山

大学叶华则认为由于所用数据的抽样是以全

国为抽样框，因此文中省级基尼系数并不具

有代表性，以此放入模型不合适。在自由评

论阶段，中国社科院张丽萍认为，由于不同

数据或同一数据的不同年份的抽样框可能存

在差别，因此在数据合并时要特别小心。 

 

南京大学陈云松发言 

南京大学范长煜分享了论文《户籍分割、

劳动权益受损与地方政府信任》，认为户籍分

割导致外出农民工的权益受损发生率显著高

于城市户籍人口，而劳动权益受损对地方政

府信任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中国社科院张

翼评议时认为文章有着很重要的研究意义，

充满了人文关怀；但文中所选择的城市均为

中小城市，对问题的分析应该放在一个历史

的向度里分析会更好。同时，城市户籍人口

的抽样与农民工抽样的方法不同，以及缺乏

对样本结构的说明，数据的合并可能会存在

问题；13 个城市的城镇居民样本共有 1317

份，除去无业居民 484 个，城市样本共 833

个，每个城市的问卷数量的代表性值得探讨；

大多数大样本的调查结果显示，民众一般对

中央政府信任度高，而对基层的政府信任度

低，而本文得出的结论不同，需要慎重；社

区居委会不是政府，将社区居委会作为基层

政府是常识性的失误。华侨大学邵岑对文章

的定量方法进行评议提问。 

中国人民大学吕利丹分享了论文《撤点

并校、基础教育供给和农村人力资本》，实证

分析了撤点并校对个体受教育机会的影响，

认为撤点并校使得个体受教育年限平均下降

了 0.7 年，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概率下降

了 18%。中国社科院王广州认为文章的选题

很有意义，但文中的一些概念如基础教育供

给、农村人力资本的概念需要明确；在 1981

年后出生的队列，由于外出务工或求学等原

因在村里生活的时间较短，可能会调查不到，

使得样本存在问题。浙江师范大学张兆曙认

为，一篇好的文章应该做到以问题和以读者

为中心，本文在以读者为中心方面做的稍显

不足；文章模型中的学习时间可能受到课堂

作业量、父母要求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样

的，外出务工人员、以及已迁出本地无本地

户籍的“凤凰男、凤凰女”可能会使得样本

有偏。 

台湾“中研院”林宗弘分享了论文《高

等教育扩张和阶级不平等》，台湾东海大学蔡

瑞明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卢科卫对论文进行

评议；中山大学叶华分享了论文《中国教育

升学的性别差异》，上海社科院李骏、中国社

科院研究生院张立龙进行了评议；复旦大学

唐俊超分享了论文《学校部门、能力分组与

出身隔离》，武汉大学罗教讲、浙江社科院范

晓光进行了评议；浙江社科院范晓光分享了

论文《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职业流动轨迹与机

制》，复旦大学刘欣、湖南师范大学罗忠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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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评议。 

 

（二）人口与家庭（8 篇） 
台湾大学张心洁在论文《性别传统主义

的僵化和松动，2002-2012》中认为民众对

性别角色态度呈现出性别和世代差异，而高

等教育程度是松动性别传统主义的关键因素；

相对于私领域内性别规范的僵化，公领域呈

现较高的平权意识。台湾“中研院”蔡明璋

认为从性别角色方面的变化看对台湾生育率

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但本文的复制性研

究如果能继续往前推进会更好；人们越来越

接受性别的平等不能成为一个假设，应该进

行简单的论证；教育其实反映的是后物质主

义的价值观在影响性别意识的现代化。台湾

大学王洁媛认为，女性在现代社会面临的挑

战不仅仅是育儿；文化特别是家庭对性别传

统主义的影响较大，应予以考虑；是否真的

存在性别平等，由于个体的间的差别较大，

建议未来的研究可以再增加一些个体研究。 

台湾“中研院”叶崇扬分享了论文《台

湾工作贫穷图像—这是一个底薪还是非典型

工作的问题》，认为台湾工作贫穷的现象主要

可以归于两个因素：低薪化和非典型就业，

而低薪化是造成台湾工作贫穷最主要原因。

台湾政治大学胡力中认为工作贫穷可以描述

的“生存之上，生活之下”的情景，与现在

较多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贫穷有很大不同；在

变量定义中的“非工作贫穷”的对象并不明

确，参照组的不确定会带来模型解释的模糊；

工作贫穷在描述统计上并没有显著的性别差

异，但在形成机制上可能会有显著差异，现

有的研究已经证明教育、年龄、婚姻、生育

等对收入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台湾“中研

院”章英华认为把台湾的家庭结构和代际的

关系放入模型可能会更好；模型中放入的子

女数，并没有考虑子女的年龄，一般认为需

将 18 岁以下的人口数、65 岁以上老年人的

人口数放入模型，这样就可以看出是小孩多

的家户容易陷入困境，还是老年人多的家庭

容易陷入困境。 

台湾大学傅从喜分享了论文《台湾的老

年经济安全体系发展与民众的老年准备》，台

湾师范大学林如萍、台湾政治大学卢科卫进

行了评议；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张立龙分享

了论文《慢性疾病对老年人失能时间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张丽萍、浙江师范大学许涛进行

了评论；台湾淡江大学彭莉惠分享了论文《性

别信仰对工作期待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郝

大海、东海大学吕秀玲进行了评议。台湾“中

研院”郑雁馨分享了论文《女性劳动潜力对

老化社会的影响》，台湾大学郭贞兰、中国社

科院王广州进行了评议；上海大学刘琳分享

论文《已婚独生子女的家务劳动时间及其影

响因素》，复旦大学李煜、浙江师范大学李棉

管进行了评议；浙江师范大学林晓珊分享了

论文《家庭消费劳动中的不平等》，台湾“中

研院”蔡明璋、南京大学范长煜进行了评议。 

在闭幕式上，章英华对会议进行总结，

认为台湾地区与大陆青年学者就共有的社会

议题进行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张翼用

“全面、有趣、辛苦、热烈”总结自己对这

次工作坊的感受，认为讨论主题比较全面的

覆盖了人口与家庭、社会分层等相关领域；

演讲人和评议人都能将自身的日常生活和切

身体验带入学术研究，使研究变得非常有趣；

演讲人和评议人为了充分准备自己的发言内

容；与会者讨论很热烈，给报告人提供更好

的建议。与会专家学者给予本次工作坊高度

评价，并纷纷为以后台湾地区与大陆青年学

者的交流机制出谋献策，这为未来海峡两岸

青年学者的学术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照片提供：浙江师范大学） 

（张立龙 执笔） 

（宋  煜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