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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革中的共青团》

内容概要

本书以共青团90多年奋斗历程为研究跨度，结合不同时期社会变革的主要特点、中国共产党的阶段性
目标、要求以及青年的具体特征与需求，分七个章节对共青团的时代使命、组织形态变迁、青年价值
引领、服务青年的能力、维权政治空间、团干部成长路径以及党、团、青年三者的关系进行深度分析
，作者运用社会学、政治学理论，深入挖掘历史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对共青团90多年发展的历史逻
辑、政治逻辑、社会逻辑提出自己独到的研判，是一部全景式、综合性对共青团进行研究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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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献忠，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现任团中央青
运史档案馆资料部副主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秘书长。
主要从事社会变革与青年运动、政党理论与青年工作、公共政策与青年发展等方面的研究，著有《中
国政治文化与执政党政策选择》，主编《历届全国青联大会概况与文献》《中国共青团历次全国代表
大会概览》，参与主编《共青团基本理论与工作研究》。
发表论文有《论二元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的二元状态》《社会自组织现象与党的青年群众工作》《国
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下共青团功能的实现》《网络政治与意愿表达》《青年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对策分
析》《当代中国村民自治条件下的民主精神与宗族伦理》等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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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绪论 社会变革的逻辑、变量及研究共青团的视角
一、转型期的社会变革：中国的逻辑
(一)社会变革的结构性根源
(二)激进革命与渐进改革
(三)社会变革与社会转型
二、社会变革中相关变量的分析
(一)政党：社会变革复合动力的核心
(二)青年：社会变革最活跃的力量
(三)共青团：中共的外围组织
三、历史与社会的双重视角
(一)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
(二)从社会的角度去考察
第一章 青年运动、社会变革与共青团的时代使命
一、青年运动与激进革命：青年团诞生发展的必然逻辑
(一)旧体制难容大跨度变革
(二)青年运动为政治组织的诞生提供了机遇
(三)激进革命中新型政党领导下的青年团
二、社会改造与国家建设：青年团带领青年发挥突击队作用
(一)“改天换地”的建设使命与青年动员
(二)社会风气的改造与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
(三)青年的执着狂热与运动的狂飙突进
三、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共青团更加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
(一)1978～1992年：重燃建设激情，争取做“四有”新人
(二)1993～2002年：市场经济初始期的志愿公益与青年成长
(三)2003年至今：新世纪、新青年与共青团的新境况
小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
第二章 社会结构变迁与共青团组织形态
一、“散沙”式青年群体与共青团组织形态初建
(一)旧中国的一盘散沙与民间结社
(二)中共与青年团组织边界的混合及界分
(三)革命年代共青团与其他组织的关系
二、青年的单位制聚合与共青团组织形态的成型发展
(一)计划经济时代的“两阶级一阶层”与单位制
(二)共青团组织形态的发展历程与层级化特点
(三)共青团与执政党及其外围组织的关系
三、青年的原子化、流动性、再组织化与共青团组织形态的创新
(一)社会分层分化对共青团组织形态的影响
(二)共青团治理基层组织“瘫软”现象的努力
(三)团青联系纽带的变迁与共青团身份的新认知
小结在社会结构变迁中打造共青团组织形态的升级版
第三章 多元化、共识与价值引领
一、主旋律与多元化并存：社会变革的必然格局
(一)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主旋律
(二)主旋律与多元化在历史合力中交融交汇
(三)现代社会中的多元趋势与价值引领
二、要素与路径：青年价值取向的形成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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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环境与生存现实：青年价值观形成的社会基础
(二)教育与体验：青年价值观形成的路径分野
(三)必然性与必要性：越是多样化越需要引导
三、经验与教训：对青年价值引领的历史反思
(一)符合时代需要、积极向上是价值引领的总基调
(二)价值引领离不开对青年群体合理利益诉求的关注
(三)意识形态认同是价值引领的根本所在
(四)贴近青年生活的引领方式容易产生效果
四、可为与能为：共青团对青年价值引领的作为空间
(一)共青团必须站在理想信念的制高点上
(二)把握价值引领中重要群体的基本特征
(三)实现载体与路径的创造性转换
小结在价值引领中实现对青年的整合
第四章 需求、资源与共青团的服务角色
一、“服务大众”是现代政党执政的政治逻辑和社会逻辑
(一)“服务大众”是现代政党执政的根本前提
(二)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宗旨
(三)服务青年是中国共青团的重要职能
二、青年需求与共青团的服务领域
(一)革命岁月普通青年的生存温饱需求与团的服务领域
(二)建设年代青年的成长发展需求与团的服务领域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年的多元化需求与团的服务领域
三、掌控、调配社会资源与共青团的服务能力
(一)社会资源的来源与获取
(二)共青团对“服务”理念的认知
(三)共青团提高服务能力的路径
小结服务青年才能赢得青年
第五章 利益、权益与维权空间
一、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利益、权益的理解与实践
(一)革命岁月中共侧重帮助劳苦大众获取物质利益
(二)建设年代中共逐渐实现人民利益以及对人权的轻视
(三)改革时期中共在满足人民物质利益的同时倡导人权
二、从利益到权益：中国共青团维权理念的变迁
(一)革命岁月青年利益的维护与革命运动、革命战争相伴而行
(二)建设年代青年利益的实现融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中
(三)改革时期青少年维权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变革而不断深化
三、中共对共青团维权的要求及现实中的维权原则
(一)改革开放后历次党代会对人民团体的要求
(二)对共青团维权原则的再认识
四、共青团维权空间的巩固与拓展
(一)矛盾多发期：社会冲突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人群
(二)空间拓展：共青团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再思考
小结共青团要做青年利益的代言人
第六章 政治生态、共青团事业与青年干部成长
一、中国政治生态：现实政治环境与历史经验积淀
(一)中国共产党营造了以“奋斗”为主题的政治生态
(二)影响中国政治生态的变量分析
(三)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与双重作用
二、共青团所处的具体意义上的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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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青团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共青团全国上下一盘棋
(三)共青团的组织文化特点与功能
(四)共青团面临的主要挑战
三、共青团干部的成长规律与路径
(一)如何理解青年干部的成长规律
(二)如何认识共青团干部的优势和不足
(三)如何看待共青团干部的成长路径
小结在共青团岗位上励志作为
第七章 社会变革中的执政党、共青团与青年
一、大变革中的关系调整：强国家与强社会
(一)“强国家”与“强社会”是现实治理的必然
(二)政府的硬目标与社团的软功能
(三)政府职能转变为共青团功能实现拓展了新空间
二、构建党、团、青年共生共融的互动关系
(一)共生共融：党需要青年，青年也需要党
(二)“桥梁”和“纽带”：党青关系中的共青团
(三)“得青年者得天下”：青年是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的焦点
三、共青团职能发挥的效果评价与分析
(一)青年评价：检验团青关系的试金石
(二)党政评价：助手和后备军作用发挥的衡量尺度
(三)社会评价：共青团生命力的重要体现
(四)团内评价：青年工作的自我反思
四、共青团功能实现的基本原则与路径
(一)基本原则：通过社会功能实现政治功能
(二)主体路径：融政治于日常生活之中
(三)支撑路径：对青年的联络、沟通与服务
(四)工作路径：共青团要虚功实做
小结在社会变革中实现共青团的转型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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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本以为这本书够无聊了。。没想翻起第二本书更无聊。。。还是这本书能多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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