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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聚合与文化推进：在京韩国人组织与文化的人类学解读》针对“韩人社会”的构成现状提出了
“文化聚合”与“文化推进”的学术创新概念。文化聚合是由指群体对外族群意识的增强与内部组织
致密性的提高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合力；而文化推进是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空间的主动嵌入。“韩
人社会”以社会关系与制度、文化实践以及组织（公司）文化等三个层次进行文化推进。根据上述两
个重要创新理论，在扩大对韩人社会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可制定出相关的社会政策，以适应当今全球
化时代中韩之国家一族群一文化关系的复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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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为了___真是蛮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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