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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会の強化と福州沿海農村における調和社会の構築

郁 貝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解散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委员会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

但是，由于分田到户及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等原因，农民高度原子化，村庄丧失了自主产生价值的能力。结果，

在中国农村相当多的地方，村委会对乡镇行政惟命是从，村民自治有名无实，村庄社会出现许多问题。

笔者通过第三部门参与社会管理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作用的论述，并根据对福州沿海老人会在村庄中

发挥的各种功能的考察，指出在目前乡村第三部门还十分弱小的情况下，加强老人会建设，使其在构建该地

区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以及希望农村基层政府应该认识第三部门在村庄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认识只有使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实现村庄的真正自治，让组织化的农民和政府一道在农村构建起社会主义的

和谐社会。

【論 文】

社会変動と村民組織－「元宵節」の開催に着目して－

陳 鳳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近三十个年头, 在这期间无论是农村, 还是城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废除了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 实施村民委员会负责制以后的这十多年, 农村社会发生的变化更是引人

注目, 各界学者纷纷把目光投向农村, 发表了众多研究农村的书刊和论文。 众所周知,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

构是以血缘群体和地缘群体为基础的, 它们是维系乡村社会关系的纽带, 在传统乡村社会自主自治方面起到

了一定作用。 但是, 到目前为止, 当代农村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的研究比较多, 地缘组织在乡村

社会中的角色与作用的研究比较少, 尤其是对山西省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 笔者之所以特别提出山西, 是因

为民国时期的山西省是全国的村治模范省。 研究当时山西省实施的一系列的村治改革给传统乡村社会带来的

影响, 对现在实施的村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稿以中国民间传统节日’元宵节’为轴线, 考察了清末, 民国, 新中国后以及改革开放后各个时期在举

办’元宵节’时的组织者, 参加者等等事项, 分析了国家政权向乡村的渗透对传统乡村社会的组织和村民意识

带来的变化以及目前村民自治面临一些困境的原因。

中国中年世代の人生の歩みと社会変動
―ライフコースアプローチの適用可能性―

辺 静



本文旨在探讨生命历程研究的视点与方法在中国中年人生活史研究上的应用可能性。生命历程研究

聚焦于个人，认为“时空中的人生”“个人的能动性”“生活的相互关联”“生活中的时机”等四个概念

相互作用，形塑个人的人生经历。其特色之一是强调在宏观社会变动的背景中，理解微观个人生活中的

诸多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与新中国近乎同龄的中年

一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变迁中出生、成长，他们的人生经历与社会变动密切相关，为生命历程研究提

供了绝好的素材。然而中国的生命历程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实证研究并不充分。本文整理了生命历程

研究的视点与方法，讨论了现有的中国生命历程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并运用生命历程研究

的视点和方法尝试性地分析了一个访谈事例，指出该视点和方法适用于中国中年一代的生活史研究并具

有发展可能性。

清末・民国初期における来日中国人留学生の日本人観

李 洋陽

在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印象形成过程中，与日本人的直接接触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直接接触具有多种形式，

其中留学是极为重要的一种。因此，众多研究者以赴日中国留学生为对象，对其来日后、甚至是归国后的日

本人印象变化进行了大量的考察与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是针对当今留学生的。众所周知，中国的第

一次日本留学热潮发生在清末民初时期，周恩来、鲁迅、郭沫若等众多中国近现代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

文学家都曾经在那时留学日本。他们对日本人的印象在现代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产生着巨大而深远

的影响。在此，我想通过对清末民初时期赴日留学的中国人在与日本人的直接接触中形成了怎样的日本人印

象做一个分析，希望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对当今中国人的日本人认识做一个捕捉。同时，以史为鉴，还希望本

研究能够在启发当今赴日留学生与日本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相互交流起到一定作用。

【研究ノート】

中国における高齢者福祉政策の展開
－民政部の取り組みから－

包 敏

人口老龄化是二十一世纪全球性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自二十世纪

七十年代末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日益加快,中国政府必须面临如何解决人口老龄

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国老龄化的现状、建国以来老年福利政策发展的考察,揭示目前中国

老年福利事业存在的问题。



市場経済移行期における中国の労働争議についての試論
―労働争議と工会の役割をめぐって―

史 新田

目前，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正处于一个剧烈的大变革期。经济体制转轨和企业制度变革，打破了过去计

划经济体制下表面上较为和谐的劳动关系，伴随着大量下岗、失业工人的产生，企业内部工人和企业经营者

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断加剧，劳动争议现象急剧增加。本论文以此为背景，重点探讨了劳动争议过程中作为

唯一的代表工人利益的群众性组织――工会的作用这一问题。本文认为，中国的劳动争议的概念以及工会的

职能，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下的含义有一定差异。对于个体性的劳动争议，在劳动纠纷的当事人之间，工会

作为调解者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协调矛盾与调解纠纷的作用。可是，当罢工、示威等大规模的突发性团体性劳

动争议爆发时，本应作为当事者的工会却成了旁观者、局外人。这一矛盾不仅不利于劳动争议的解决，甚至

容易使得事态失控，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在劳动争议中的作用问题，是一个迫切需要

解决的重大的社会课题。

観光と地域生活の対立をこえて－ 中国太湖の事例 －

楊 平

近年，以文化・历史遗产等作为旅游资源促进地区发展越来越被重视，地方政府为了振兴本地区大力推

行与旅游开发相关的各种政策。在自古以来被历代的文人所青睐，中国江南传统的旅游胜地之一的太湖，旅

游资源的开发对促进当地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大规模的旅游开发使太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

生很大变化。随着太湖地区的旅游开发与当地居民生活的变化，今后的旅游开发政策将如何调整对应与当地

居民生活之间的关系成为重点课题。

本论文首先从旅游开发和太湖地区的渔民生活变化的问题出发，以太湖渔民生活状况的变化为视角，对

旅游开发和地区生活・社会先行研究加以评述。探讨分析旅游开发与当地居民生活间的关系。并且对今后如

何 确 立 旅游开发政策提供一个新的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