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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的政治》

内容概要

本书以一种实践社会学的基本立场，即强调将社会事实看作一种动态的实践过程，将“居住”视作中
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并力图将其提升到“居住的政治”这一高度来解析其中国家、市场与社会的
复杂互动关系以及其内在的机制与逻辑。
在此意义上，本书也可作为从微观社区开始对中国住房商品化改革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的社会学
考查与评估。
另外，本书还引入了公民权理论、行动社会学理论等新的理论视角，力图对以往大部分研究主要停留
于社会运动范式有所超越，进而更加有助于揭示当前城市业主维权与社区建设的本质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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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的政治》

作者简介

郭于华：博士，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口述历史研
究；重点关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社会公正与公民社会建设。著有《受苦人的讲述：
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2013）、《倾听底层》（2011）、《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
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1992）等。
沈原：博士，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工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主持
“都市运动与社区自治”、“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等多项研究课题。著有《市场、阶级与社会》
（2007）、《社会转型与新生代农民工》（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六辑，2013）及论文多篇。
陈鹏：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教师。研究领域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城市社区治
理；主要研究成果有《当代中国城市业主的法权抗争》（2010）、《国家—市场—社会三维视野下的
业委会研究》（2013）等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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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的政治》

书籍目录

第1章 导论：私人生活空间的公共转化
一、城市化进程与居住形态的演变
二、日常生活的政治
三、维权行动——私人生活空间的公共转化
第2章 都市运动的基本谱系
一、都市运动的实践：抗争空间、组织机制与行动策略
二、都市运动的谱系：权利认同、公民生产与社会重建
第3章 社会生产的双重困境：“国家化”与“市场化”
一、社会生产的新契机
二、理论回顾
三、社会生产的两条进路
四、困境抑或路径
附录：业主委员会的四种基本类型
第4章 产权界定的权利实践：“主体错位”与产权建构
一、经租房问题：一项用于透视产权界定的关键个案
二、产权界定的主体错位
三、产权界定的策略
四、产权错位界定的逻辑碰撞与原因探析
五、产权具有建构属性
第5章 业主维权的诉讼策略：“加码逻辑”及其意外后果
一、问题的提出
二、MLY案业主的维权过程与诉讼策略
三、MLY小区业主诉讼维权的行动策略分析
四、加码逻辑的形成及其制度空间
五、结论与讨论
第6章 业主维权的组织形式：社区自治与“跨区联合”
一、万人联署事件：发出全国业主们的声音
二、“业申委”的兴起：在跨社区层面新的“中间群体”的形成
三、公民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吸纳211
四、结论
第7章 社区政体的二重维度：从“维权”到“自治”的转型
一、业主维权：从“上访”到“立法”
二、业主自治：从“内部”到“外部”
三、业主运动：从“产权”走向“公民权”
第8章 迈向对公民成长的社会学理解：公民的勇气与智慧
一、案例概况与制度背景
二、抗争空间的营造
三、抗争空间的形态
四、简单的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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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的政治》

精彩短评

1、作为看的第一本社会学类书籍 还算ok了吧 有很多不懂 
2、清华社会学作品
3、大失所望，概念、方法论、框架都八百万年以前的，鸡巴新意都没得，净是些扯犊子的时髦词，
差劲。远远没有肉唐僧来办公室讲的一下午带劲啊⋯⋯
4、导论可读
5、典型的社会学叙事研究方法，又具很强的问题意识和完整的逻辑。
6、章节质量不均，内容上对“公民”的造神运动。
7、清华社会学“弱干预”实践集结本，科普了北京业主维权始末、“经租房”和“政治机会结构”
。至于分析框架，不懂，但觉了无新意。标语一股浓浓微博风。
8、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学，可能读过该学科的书也不知道。单就这本书来说，我觉得观点已经足够牛
逼。民主的觉醒会从社区中萌芽，可能将来某天会觉得太low了，但今天给我的感觉是发自心底的震惊
了
9、只看到分类方法和过程描述，没有看到整体框架的突破，估计是信息来源的单一性所致。
10、#财产如何造就公民#    故事有意思，学术上显得浮皮潦草。
11、详细地叙述了一些事件的实践始末。只要大致了解其先要表达的观点即可，从在某种基层整合的
实践里可能孕育民主种子。想法很美，现实很残酷。
12、当个史料看
13、上个世纪的研究框架，naive的假设。
14、谓之以清华社会学的背景呵呵哒。这些个名词冠以公民的神话形象，俨然微博的精缩版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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