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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群众到公民》

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德国科学联合会（DFG）和德国经济合作部共同资助的“关于中国地方参与进程中的政治意
识研究”的最终成果之一。作者对中国六个省份或经济特区的社区和村庄进行了考察，对相关人员进
行了多次访谈。在大量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了制度变迁在草根层面上（农村和城市社区）对相关
人员（农民、普通市民和地方干部）的意识的影响。本项目共分为两卷，第一卷即本卷致办于中国城
市的研究；第三卷致力手农村地区的研究。一本卷从稳定和合法性的角度、从中国农村和城市的政治
意识的角度，研究农村和城市居民区的转型及其对地方政府的政权稳定的影响和对全国层面的影响。

Page 2



《从群众到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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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方法论解释　　2003年和2004年，我们在沈阳、重庆和深圳三个城市对地方决策者和选自
社区的居民进行了定性的询问。同时收集并调查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数据，其中重点在微
观层面。微观层面上的数据是借助问卷访谈获得的。在市、区、街道和居委会层面的140名居民和38名
干部接受了访谈。城市范围研究的合作伙伴组织是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所，我们和他们一
起进行了田野调查。　　选择这三个地方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沈阳不仅是一个重工业中心——由于国
有企业的关闭或破产以及与此相关的高失业率，沈阳不得不与极大的社会问题作斗争——而且还因为
这个城市是城市居民区重组的“典范”；重庆则是中国西南部的一个重工业中心，它面临着与沈阳相
似的问题。正如我们下面还要指出的，这两个城市之间毕竟存在着巨大的区别；相反，在深圳要考察
的则是——作为先进的经济特区的样板——它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了与老工业区完全不同的特殊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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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本不错的case studies。不枉我用在书店宝贵的一下午读完了，很多charts和diagrams的case study
material，但是结论部分还是不够完美。言人所不言是科学求实的真谛。 

2、为什么这样的研究就能够鹤立鸡群？是鹤太高，还是鸡太矮？
3、适合阅读，还不错，推荐
4、就是有点旧啊，其他的还没发现
5、不愧是德国人的东西，有内容
6、D621.5/25
7、光是导言就看了三遍，每次都有新的收获。实在是读不走，太有内容了！
8、书写的不错，既有理论又有方法。推荐
9、关注中国基层民主的应该读一读，很扎实的访谈和调查（虽然调查的样本比较小），内容上给4星
。翻译极其糟糕，语法、文字方面错误极多，我都怀疑不是中国人翻的，应该也有不少删减，翻译方
面只能给1星。可惜没有英文版，只能勉强凑活了。
10、人只能为目的而不能为手段，该书给我们看到了在基层群众那里，群众是如何联系在一起，又如
何不能形成有效自治。
11、重实证研究而轻理论就很容易过时
12、一本不错的case studies。不枉我用在书店宝贵的一下午读完了，很多charts和diagrams的case study
material，但是结论部分还是不够完美。言人所不言是科学求实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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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装帧绿底红字，一目了然，且无图案相佐，全凭文字的排列呈现出利落的美感。宣传季风书讯曾
有推荐，其他未见有媒体报道宣传。翻译由于作者之一的海贝勒教授精通汉语，故而经其审阅通读的
译稿应能忠实地反映出作者的原意。文字内容托马斯·海贝勒有一个中文名“王海”，更娶了一位中
国太太，作为一名研究当代中国的著名学者，海贝勒的特点是其研究大多建立在自身参与的实地调研
的基础上。他的《作为战略群体的企业家：中国私营企业家的社会与政治功能研究》从“战略群体”
理论出发研究了中国私营企业家阶层的发展，阐明了企业家促进社会政治变化的方式，研究的重点不
是经济因素，而是战略、社会和政治行为。而《凉山彝族企业家：社会和制度变迁的承载者》一书中
占据主体的文章是海贝勒和合作的彝族学者们一起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10个县里访问了138位民营企业
家，并采用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得出的成果，其调查的问题涉
及到当地社会、经济、政策、民族关系的方方面面，具体而深入，这些实地调查工作为其研究和结论
提供了大量的表格和数据支撑。海贝勒等研究者从2002年到2005年，在中国不同省份的不同城市和村
庄进行了一系列调查，他们的研究涉及中国地方政府目前的制度变迁、参与和政治意识之间的演变关
系，即从稳定和合法性角度，研究农村和城市居民区的转型，主要关心制度变迁对普通中国人的意识
的影响。研究分农村和城市两部分，《从群众到公民：中国的政治参与》是对城市的研究，这一卷的
调查结论之一：虽然中国目前城市社区的政治参与度很低，“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首先有了直接选
举、公民关系和发达的公民意识的话，社区就会有很大潜力。”而国家完全可以在培养公民方面作出
贡献。此书与现实结合得很紧密，用“权威的社群主义”概念描述中国的现状，也较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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