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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城市社會變遷 

（當代中國城市生活專題） 

 

授課教師：蔡禾 

廣州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國立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訪問教授 

 

一學分 

上課地點：人社 C203 

 

上課時間： 

9/19（一）18:00-21:00 

9/20（二）18:00-21:00 

9/22（四）10:00-13:00 

9/26（一）18:00-21:00 

9/27（二）18:00-21:00 

 

第一講：收入分配與社會不平等 

一、收入分配的現狀 

二、影響收入差異的結構性因素 

三、收入分配的主觀評價 

四、再分配領域的不平等 

五、教育機會的不平等 

 

第二講：職業變遷與職業流動 

一、職業結構變遷 

二、不同職業的流動狀況 

三、影響流動的微觀因素分析 

 

第三講：外來人口與農民工 

一、外來人口的統計分佈 

二、人口流動的制度變遷 

三、農民工問題 

四、城中村案例介紹 

 

第四講、城市貧困 

一、城市貧困的產生與規模 

二、下崗與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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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貧困人群的生存狀況 

四、反貧困政策 

 

第五講、城市居民的社會保障 

一、社會保障的內涵 

二、改革前的社會保障 

三、改革中的社會保障 

四、單位制度、社區管理與社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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