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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单位曾是社会主义中国城市中的基本社会组织、空间单元、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导并影响了中国城
市与社会的结构与衍变。《城市空间行为规划丛书·单位的前世今生：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与治理》
从空间形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着眼，追溯了单位制度的谱系、起源与发展，阐述了社会主义中国
城市通过单位制度实现的城市管理、社会组织与政府管制，以及与社会变革相伴随的单位制度的瓦解
与消亡。
《城市空间行为规划丛书·单位的前世今生：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与治理》可供社会、历史与城市空
间研究的相关人员，城市管理与规划人员；单位、企业管理者与单位职工和居民，以及从事单位相关
研究的专业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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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单位这个研究领域真是有很多有趣的层面等待挖掘  这一本里又接触到了福柯式观点的解读
2、单位制度，将一系列不同的实践汇集到了一套松散的制度框架下。谱系学方法论下的“主体性”
（集体取向的主体性）；“治理术”（群众路线，牧人式，社区）；“空间性”（传统中国，欧洲城
市，苏联构成主义，院墙围合，沿轴线分布）。

翻译满分。

3、老外的著作，作为一位非社会学、人类学的人文地理学家，运用福柯的概念和理论对单位进行分
析，确实难得，但主要使用二手文献，缺乏第一手的实地调研，很多观点仍有待实证分析。
4、比较表面的“谱系学”研究，或者说只进行了“空间生产”视角下“空间再现”环节的研究
5、采用福柯的谱系学、治理术、空间理论来分析单位，反对将单位看成是国家权力单纯的延伸。很
有启发的是对这种规训的集体主义性质的分析。但可能是用谱系学的原因，内容稍显杂乱。另外作者
理解的谱系学和我理解的也略有不同。。。
6、前几天见到柴教授，才知道这本书中文版已经译出。译本文笔流畅，比读英文收获更多。有个疑
问：单位的事情说出来一些来龙去脉就好了，为什么非得要给它一个“福柯”的理论框架呢？
7、本书属于“你的博士论文牛逼”系列。翻译很好。
8、要是有具体案例就好了
9、缺乏个案支撑，终成隔岸观火
10、福柯还真是够火...单位制的演变也要从治理术讲起了。不错的书，不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而是
从单位本身出发做系谱式的考察。
11、谱系学方法，所以看起来有点碎片化。三条线索：集体主体性，延续自延安时代的治理术，独立
、标准化的空间。
12、翻译质量真心不错
13、东北参考书，单位制的一面
14、定价这么贵→→
15、能让人去（开）思（脑）考（洞）的书就是好书，这么说它还不错
16、从谱系学而非简单概括的描述，论述中国政府治理术对单位形成发展的影响，以及空间管理与管
理的空间化。
17、对于中国单位的福柯式梳理，基本概述了单位从产生但衰落的过程。然而其中缺乏历史学意义上
的“故事”，单位不仅仅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构成，也是无数人生命历程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有
待历史学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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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你是哪个单位的”，相信绝大多数城市人都遇见过这样的提问。“单位之问”并非没有道理，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单位一直是中国城市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城市发展和稳定的核心细胞。即使是市
场起决定性作用的今天，它仍然是令人骄傲的身份象征，在城市的公共话语里，这代表了一个“体面
”的城里人在社会层级中的地位。然而，国内理论界对于如此重要的分析概念始终缺乏应有的关注
（CNKI以”单位制“为篇名搜索，有效论文最高的年份也就十多篇），有些学者未经反思即将其等
同于公司、企业、机构等源自西方概念。这种反常的现象可能一方面源于单位已经渗透进了中国城市
的日常生活，反而忽视了其存在；另一方面则是学者多位科研单位的工作者，有着“只缘身在此山中
”的迷思。这些问题对于一个外国学者来说都不存在，薄大伟上世纪末在中国游学多年，这个与西方
国家形成强烈反差的特有制度吸引了他的眼球，并将其作为博士论文进行专门研究。本书就是在论文
的基础上充实完成。薄大伟充分利用西方理论大师福柯的谱系学分析方法，将知识/权力、治理术和空
间性等理论应用于对单位制度的分析，希冀能打开理解东方大国这种独特的城市管理制度的新视角。
之前的西方学者对单位制已有过一些研究成果，如著名的魏昂德、劳福顿、苏黛瑞等，他们对单位制
的起源有着不同的理解，但都采用国家中心视角——单位是国家权力的自然延伸，所不同的仅仅在于
该制度是对人员、资源的国家集权控制，还是建国初期赋予地方自主性的分权的体现。薄大伟反对这
种一刀切的研究，认为单位制的权力面向要复杂得多，国家并非具有绝对的影响分量，只有通过谱系
学的方法才能真正揭示出其起源与变迁。谱系学是福柯考察西方刑罚史时所使用的方法。与之前的知
识考古学不同，谱系学通过“探寻现有的特定制度如何从通常是分散、不相关、不连续的实践的层层
叠加过程中脱胎而出”，更为强调微观的知识/权力运作。对单位制谱系的考察，就需要深入中国古代
城市和家庭中的“墙”文化、民国社会组织、延安时期的群众路线、苏联的城市规划理论、建国初期
党的政策等等。单位制并非在某一特定时间突然产生，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找到这样的时间点，而是在
之前一系列看似不相关谱系的影响下，回应社会主义理想与建国初期财政困难的一种治理术的重要转
变，这些谱系之间既有断裂性，也有延续性。单位制度确立之后就在中国城市之中占据了最为基础的
位置。“大跃进”之后，城市中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是“单位人”，单位如同一座座孤岛一般，将墙
外和墙内区分开来。但薄大伟意识到，隔离并非单位唯一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每个“单位人”的工作
和日常生活通过该制度被塑造和再生产，单位“不仅为大多数城市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工资以及其他
物质收益，也是对城市人口进行住房安置、组织、管理、管辖、教育、培训、保护和调查等的一项重
要制度”，“单位人”在单位之外的生活空间极为有限。随着单位提供的服务和福利不断增加，单位
的空间也在不断扩大，并最终包围住了每个人一生的所有时间。尤其重要的是单位的空间布局提供了
内部的公共空间，塑造了“单位人”主体的集体主义思维和认同感。尽管单位最初对福利的提供是中
央的权宜之策，但逐渐演化成为了社会主义治理术最有效的手段，成为其成员认同/身份、“面子”以
及社会归属感的源泉。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的王丰所指出，尽管城市和行业单位之间存在着不平等，但
内部的平等主义确保了“单位人”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单位的全能主义受到了冲击，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单位不符合市场规律，应该被彻底的抛弃。但
薄大伟批判了这种规定，认为这样简单的判断恐怕误解了单位制的适应能力。确实，单位制在改革的
浪潮中已经不可能全身而退，但“单位人”也不是自动就转换身份成为“社会人”。一方面，随着上
世纪90年代末下岗潮的出现，部分“铁饭碗”被打破，但下岗职工仍然与原单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一时间开展的社区建设也承担了原来属于单位的保障职能，这是治理方式的转变，并非简单的“
单位消亡论”所能概括。另一方面，仍然存在的单位和“单位人”也在对市场的冲击进行调适，如“
一家两制”的现象，夫妻双方有一个下海，使家庭同时享受市场的好处和单位的保障；又如单位进一
步的经济化，企业单位更加强调竞争，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出租门面、办三产、建商品房等等，通过
盈利强化原有的福利分配，而盈利能力的不同加剧了单位之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原有的内部平等状
况也出现了裂痕。尽管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空间的分化，单位不可能再将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纳入
到内部空间之中，越来越多的服务功能让渡给了市场与社会，但通过及时的调适，许多单位还是发挥
了牧羊人的功能，保留了社会主义治理术最基本的功能——“单位人”对内部集体主义和单位身份的
忠诚。作者由此推断，不可能再将所有的单位视为一个同质的制度，单位制的未来是极为不确定的。
而今，国家已经下决心对事业单位进行彻底的改革，并发布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即使如此，单位制仍
然不会消失，而会不断的转型再嵌入到市场化的社会之中，在中国的城市公共话语中肯定还将占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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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的位置。这种转型将伴随着社会治理术、空间形态的转变，这种转型将推动城市的生活更为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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