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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乡域社会心理特征与
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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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管理的提出及其重要性的确认以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作为宏大背景。转型期乡域社

会心理呈现出乡村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增强、经济心理更趋活跃、相对剥夺感加剧、消费矛盾心理凸显

及反权威等特征。在转型的过程中，原有乡域社会相对平衡的结构被打破，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功能处

于新的协调过程中，社会秩序呈现部分失调状态。现阶段乡域的社会管理，应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

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为社会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从而促进社

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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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基于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结合成的生活共同体。社会的存续以相应的社会秩序

作为依托，维护社会秩序需要调节利益冲突，消除如排斥、歧视、隔离和差别待遇等社会障碍，提供内外

部安全的屏障。社会管理即是以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而规范和协调社会组织发展、社会关系、社会问

题和社会行为的活动。

一 转型期: 乡域社会管理研究的基本背景

作为政府四大职能①之一，社会管理的提出及其重要性的确认是以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作为宏大

背景的。转型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和城乡发展的最大阶段性特征的概括。当代中国社会转型

发端自改革开放，经历了由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由农业社会向

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转型，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伦理社

会向法理、法治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社会转型围绕“变”这一基本内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其他国家相比，虽然存在着许多共性，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使得社会转型表现出一些独特之处。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随着大量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

“半耕半工”型经济结构逐步覆盖了中国大部分村庄，广大农村已经从传统的“全耕社会”演进为“半耕

社会”，或者说由传统的“农耕社会”演进为“农工社会”，这是现阶段农村经济社会形态和结构发生的

总体性变化。② 2011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 2． 53 亿人，比上一年增长了 4． 4%，其中外出农民工 1． 59
亿。有 9400 万农民留在家门口谋生，但离开了土地。对于农村来说，城市化率的提高意味着留在土地

上、直接从事农业的人口减少，造成了农村的空巢现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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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转型，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社会控制力逐渐弱化，具体表现为:

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范围在缩小，控制的力度在减弱，控制的方式在变化，控制手段的规范化在不断加

强。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已逐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与国家并行的提供机会和各种资源的源头，在

此意义上，作为个体的公民对于国家的依附程度则明显降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

断深入，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分化将会更加深，这种变化将长期存在并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

响。值得注意的是，在转型阶段，抛弃计划经济时代所建立的社会控制模式而建立新的社会控制模式

之间需要一段磨合和调试过程，在这种新旧社会控制机制交替期间，社会制度、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所

体现的价值和准则往往容易发生混乱和错位，因此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均应谨慎把握。
21 世纪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被称之为进入了“加速转型期”。① 在加速转型的阶段，中国在

工业现代化没有全部完成的时候就已开始了向知识现代化迈进的过程，由此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

化将进一步加剧。在跨越发展的时期，在压力和风险之下，如何保持转型期的社会稳定已成为备受关

注的问题。

二 转型期乡域社会心理特征描述

通常认为，当社会急剧转型时，也是社会冲突频繁发生、社会心理危机大量涌现的时期。社会心理

是人脑感知内、外环境，形成因果关系、产生情感体验的过程和结果，包括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情感、习

惯、倾向和信念等内容。社会心理是社会舆论的内在根源，是社会行为的根本动力，更是公共管理的重

要研究对象。社会心理有两个基本的演变方向: 向顺从和有利于社会控制的方向发展，抑或向抵触和

不利于社会控制的方向发展。
我国的改革是一场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变革，触动现存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和传统观念

的各个方面，由此产生了社会心理的巨大变化。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经济

政治背景不同，社会心理也各不相同。特别是在当前，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正在

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的转

变。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对社会心理产生深刻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经济成分多样化、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方式多样化、利益关系多样化、分配

方式多样化、生活方式多样化等新情况。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不同部门、不同利益群体、不
同社会阶层，其观察世界的角度、认识问题的起点、评价是非的标准以及价值观念、利益要求、未来期望

都有很多差异。② 这种多元多样多变的经济社会状况，反映到社会意识中来，便形成社会心理的多元

化、多样化、复杂化。
转型期我国乡域社会心理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乡村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增强，表现在: 1、人们具有了更多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得到强化; 在日常生活中，要求确立择业、择偶等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的自主权利;

更注意个性发挥和价值、潜能的展现。2、越来越多的人讲求务实和效率; 关心社会信息; 要求机会均等

的公平竞争; 强调计划性; 更加尊重知识、人才的地位。3、变革和发展成为普遍接受的趋势。人们希望

生活环境和体制环境发生变化; 希望有更多的社会流动、社会开放; 在人的自身发展中，进取精神、风险

意识、首创开拓观念日益增强。人们的竞争意识、风险意识、独立意识、开拓意识等也被不断强化，但同

时，集体意识、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和公民观念等却也在不断弱化。
其次，乡村社会成员的经济心理更趋活跃。在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导引下，重

视经济利益、追求富裕生活逐渐成为社会成员的共同心理。以往倡导的不讲名利、不计报酬、以苦为

乐、争做贡献的精神逐渐淡化，并逐渐被盼富求富、力图先富大富的思想所取代。求富求利心理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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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体现了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心声，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

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心理变异和心理失衡现象。有的村民把求富求利心理演

变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出现严重扭曲; 有的为了致富，不择手段，导致假冒伪

劣、坑蒙拐骗、贪污受贿、偷盗抢劫等社会丑恶现象屡禁不止; 有的在致富受到挫折形成较大落差时焦

虑忧郁、怨天尤人，产生“仇官”、“仇富”、报复社会的心理和各种极端行为，危害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
第三，乡村社会成员心理层面的相对剥夺感加剧。相对剥夺感是个体将自己的地位与其他类别地

位的人作对比后所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是一种“现实与期待的负面差距”。当自己与参照群体、现实

生活与预期生活相比有差距时，人们会觉得自己“被剥夺”了，差距越大，“被剥夺感”越强烈。社会比

较心理是向上的社会比较，所以相对剥夺感无处不在、无时不有。① 在转型期的中国，随着社会分化的

加剧、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地位发生相对的变动，社会个体或群

体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他人或群体进行比较时，往往更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而这种剥夺感不仅存在

于乡村弱势群体之中，在农村一般人群、甚至经济收入较高的人群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第四，乡村社会成员的消费矛盾心理凸显。消费作为农民的重要经济行为，是衡量农民现代性的

重要指标。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和与外界接触的频繁，农民消费行为中文明、科学、健康的成分不断增

加，突出地表现在许多消费行为不再把消费作为目的，而是把消费作为实现个人发展的手段，如文化消

费、娱乐消费、健康和保险等方面的消费。许多农民购买彩电、手机、电脑等消费品的同时，积极学习科

学文化知识，订阅各类报刊，购买科技书籍，注意提高自身的素质，表明科学和理性的消费心理正逐渐

形成。但同时也应看到，现代消费行为在不同区域和不同个体之间表现得不平衡。在同一个体身上往

往表现出相互矛盾的两种消费行为，一些消极、愚昧的消费观念和行为诸如片面追求物质的享受，求神

问卜，修庙造坟以及相互攀比等炫耀性消费行为仍然大量存在着。在一些农民个体身上，贫乏的精神

生活与富裕的物质生活表现出不相称，反映其消费心理有待成熟。
2012 年 7 月，一名在浙江杭州城郊生活长大的大学生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信: 自家所在的小

村，村民们原本种菜为生，虽谈不上富裕，但小村宁静祥和。前几年，村民们因拆迁补偿而富起来后，村

里的祥和被打破了，不少人终日无所事事，有靠打麻将度日，有的甚至染上了毒瘾，村里的各种矛盾也

多了……该大学生表达了困惑:“财富，带给我们的究竟是福还是祸?”《人民日报》随后展开了调查，当

地拆迁户一夜暴富后又因为赌博、吸毒等原因而返贫者，保守估计有 10%。因拆迁安置款引发的财产

纠纷、家庭纠纷这两年也在大幅增长。2011 年，镇司法所调解的因安置引发的分家析产纠纷就多达 20
来起，占调解总数的两成。② 财富是柄双刃剑———拆迁让农民一夜骤富，无度挥霍消费也让人一夜返

贫。随着城市化进展，新一批的农转非人口正在各地诞生。如何把拆迁农民的短期富裕变成长期收

益、让农民不是“富裕一阵子”而是“幸福一辈子”是摆在地方政府社会管理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
第五，乡村社会成员存在反权威心理。农村第一步改革满足了农民对经营自主权的渴求，家庭成

了农村主要的生产经营单位，农民的社会自由度大大提高。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的瓦解、生产大队行政

型管理体制的革新使村级组织失去了直接干预生产经营和直接控制分配的权力，农民与村级组织的利

益关系发生转变。在这种利益格局中，如果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能够顺应形势变化重新配置职能，构

建以服务为旨归的行政管理新模式，尚能维持自身的高度权威。然而从目前情况看，基层政府和村级

组织的管理模式转变明显滞后，它们的服务意识虽有所增强，但服务领域、服务形式、服务力度离农民

的期盼存有一段距离。《2009 年零点中国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中关于社会治安安全感的调查

结果显示: 近 5 年来城乡居民对社会安全感的评价起伏不定，农村居民安全感的波动较为明显，2009 年

的安全感综合指数较 2008 年有所下降。③ 在此背景下，农民逐渐滋生出对公共行政组织的离散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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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广大农村有一定程度的泛滥。这不仅使政府政策执行受阻，也导致农村千群关系紧

张，进而影响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稳定。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当某些容易引发社会危机的事件发生后，

政府有关部门出来“辟谣”或“定性”时，无论政府如何解释，公众不仅不相信，反而将其视为政府推卸

责任和隐瞒事实的借口。解释或“托辞”在无法获得信任的情况下，成为人们发泄不满的借口，并挑战

对公共权威的认同。或者说，在当时愤懑郁积的特定情境下，政府以一种方式对待事件，民众偏偏以与

其相对的另一种方式应对，两种不同的思考和看待问题的方式使冲突成为现实。

三 转型期乡域社会管理面临的挑战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我国社会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产生了诸多社会矛盾

和社会问题。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央政府适时将社会管理提升至重要的战略地位。
2011 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胡锦涛同志强调: 社会管理是

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在我们这样一个有 13 亿人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家，社会管

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

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

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好社会

管理工作，促进社会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
社会的变迁特别是乡村社会心理特征的变化已经使我国乡域社会控制模式发生了相应转变。随

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传统的乡村社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村

落社会控制模式随着农村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其功能已逐渐弱化，传统的乡域社会控制模式正慢慢

向符合乡镇实际的新的控制模式转变。① 1、由外在型控制向内在型控制转变。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国

家与社会高度统一，国家政权控制了农村的人、财、物等一切资源，农村社会呈现出“政社合一”的结构。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国家主动将延伸到农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收缩到乡

镇，给予农村社会以一定的空间发挥自己的活力与自主性。按照村民自治制度规定，村民实行“民主选

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目标，可见，国家在弱化

对农村社会的控制，而强化内源性自我控制，逐步建立一种适合农村社会发展的自主性治理模式。2、
由单一型控制向复合型控制转变。人民公社时期国家政权是能够对农村实施影响和控制的唯一主体，

其控制手段也主要是以单一的行政手段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的控制主体由单一的国家主体

向国家、组织、个人相结合的复合型主体转变。此外，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广大农村诞生了与农

民经济活动直接相关的农民协会和中介组织，这些农村民间组织在团结农民、引导农民过程中也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在控制手段方面，已由过去的单一行政手段向行政、法律、道德、风俗、信仰、舆论等复

合型控制手段转变。3、封闭型控制向开放型控制转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乡村的

人员和资源流动逐步加快，伴随着通讯、传媒技术的使用，在农村各种最新信息已能迅速传播。乡村社

会已变得越来越开放、多元。4、非制度型控制向制度型控制转变。传统乡村社会的控制模式把人的主

观性和能动性的发挥作为控制的根本依据，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主要是看农村管理者的贤能与

否。随着国家法制进程的加快，依法治国方略的有效实施，原有的非制度化控制模式开始逐渐向法制

型模式转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表明国家控制村落社会的方式开始向制度化轨道转变。
当然，必须承认，尽管我国乡域社会控制模式在发生着相应的转变，但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时期

相比较，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管理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从内部环境来看，乡村社会失范问题凸显。失范，指没有行为规范和标准，或虽有行为规范

和标准但不够明确甚或互相矛盾的社会结构或个人品质。② 在转型社会中，乡村社会旧的价值观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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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模式被普遍否定或遭到严重破坏，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尚未形成或未被普遍接受，社会价值

出现多元化，一般乡民更关注个体的发展目标和利益追求，而国家倡导的村民自治等制度安排难以成

为普通民众的价值追求，同时民众和农村基层组织也都缺少实现国家倡导的新农村发展目标的制度化

手段。从现实情况看，目前农村存在诸多治安问题和社会隐患，主要有: 盗窃、抢劫、伤害、杀人等违法

犯罪行为时有发生并占到农村刑事案件的绝大部分; “黄、赌、毒”现象屡禁不止，并诱发其他违法犯罪

行为; 一些地方，因宅基地、责任田、水利设施等引发的财产纠纷和其他民间纠纷频繁发生，农民上访和

农村群体性事件日渐增多。此外，在部分农村，各种地下宗教、邪教力量和民间迷信活动正在快速扩

张，农村“信仰流失”现象，有可能成为产生社会新矛盾的土壤。社会失范破坏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

定，是导致社会规范作用丧失、社会发展目标倾斜、社会结构秩序混乱的罪魁祸首。①

其次，从外部环境来看，在传媒力量迅速扩张的时代，社会管理的难度提升。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

史上，政府组织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一直掌握着较大的控制权。从现代国家的管理制度来看，乡镇人民

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代表，同样肩负着社会管理的重要职责。但不难发现，在新的媒

体环境下，过去掌握着八成以上“最有价值信息”的各级政府可以“垄断和封锁那些不利于政治稳定或

危及政治统治的信息”，实行封闭性社会控制。② 但如今，社会个体通过简单的新媒体技术手段即可以

规避来自政府的监控。随着地方政府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化，从前各级地方政府拥有的舆论威权以及实

施社会控制的空间也被压缩，政府作为一种社会控制主体开始被质疑，正如埃瑟·戴森指出，新媒体

“使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几乎对它束手无策”③。在地方政府的形象塑造上，媒体表现出强大的作用力。
作为对地方政府社会控制的“钳制”，网络社会可以通过负面舆论消解政府权威，甚至剥夺政府社会控

制的合法性。④ 2008 年 7 月，上海发生杨佳袭警案，杀死 6 名警察的青年杨佳无疑触犯了法律，但在网

络舆论中他却被部分网民称为“大侠”，反映出网民对警察和政府的不信任。
综而述之，社会控制是社会管理的向度之一，但社会管理并不等于社会控制，在实践中，也切忌将

社会管理简单地演化为社会控制。从社会管理的本质来说，虽然有需要控制和监管的内容，但终极目

标还是为了给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管理不是目的，服务才是根本。”⑤如何处理好社会控制和社会

服务的关系，将直接影响社会管理的成败。

四 转型期乡域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转型期乡域社会管理创新的分析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 急剧的社会转型造成各类历史与现

实的矛盾和冲突凸显，出现管理主体与利益诉求群体的两极对峙的状况，社会公共领域和第三方参与

的协调仲裁机制正在成长，但依然无法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土

壤，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体制机制尚不完善。转型期的乡域成为基层社会管理各种矛盾聚集的多发区

域，并对乡镇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履行提出了挑战。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当前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态势，尤其是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乃至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
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建构新的社

会管理机制和制度，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或者这些活动的过程。社会管理创新作为一个复杂

的、综合的系统，要确保其始终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建构相应的机制予以支撑，其重要的基础与前提

条件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具体而言，乡镇政府在治道变革中探索社会管理职能转变问题，有如下路径

可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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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观念是行动的先导，理念创新有助于变革陈旧的社会管理观念。社会管理观念转变滞后是

当前乡镇政府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中存在许多误区的重要根源之一。不管是“经济附属取向”、“僵化

稳定倾向”的社会管理地位，还是“重政府包揽、轻多方参与”的社会管理主体结构，抑或是“重运动式

应对、轻规范化建设”的社会管理制度以及“强管控、弱服务”的社会管理方式，甚至是“重招录选拔、轻
教育管理”的人事管理方式等误区，主要都是源于“经济决定论”、“维稳中心论”、“全能政府观”、人治

意识、管理本位和传统人事管理等观念转变滞后的影响。而近年来一些基层政府如珠海、舟山等地社

会管理职能创新取得明显成绩，即在于政府明确了社会管理职能转变的思路和方向，突破了传统思想

观念的束缚，主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
其次，创新社会多元协同治理体制。“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格局的

提出，解决了社会管理主体究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不同社会管理主体的职能划

分问题。乡镇政府“上联国家、下接乡村社会”的独特纽带地位决定了它在社会管理中不可替代的作

用，其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为社会组织加强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创造条件，营造良好环境，推动社会组织

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行政监管、财务审计和社会监督相互协调的监管体系，加强行业自律和外部监

督。乡镇政府应向社会组织开放更多的公共资源和领域，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参与社会管理让渡

空间，对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做出制度性安排，使社会组织更深入地参与乡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第三，创新乡域公共服务体制，不断满足公众新需求。社会管理内在地包含着服务，服务型政府的

宗旨要求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必须以社会服务为中心，实现社会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强化乡镇政府公

共服务职能，包括科技服务职能、信息服务职能、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职能、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义务教

育服务职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职能以及法律援助服务职能等内容。乡镇政府对可由企事业单位提供

的公共服务，按照“养事不养人”的原则，探索试行政府出资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对本乡镇不能直接提

供公共服务的事项，可以通过市场购买部分农民需要的公共服务产品，探索将一部分农村公益性事务

逐步推向市场化、社会化。同时，也需畅通公共服务信息的交流与沟通，通过建立公众信息网和信息平

台，就一些公共政策问题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及时、准确地了解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第四，提升基层政府化解乡域社会矛盾的能力，实现从“防范控制”向“疏导协调”的转变。十八大

报告指出，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应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体系。
就乡镇政府而言，源头治理是治本之策，意味着将处置社会矛盾的关口前移，尽可能防止、减少、弱化严

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当然现实中，社会管理中的矛盾表现在基层，但问题的源头可能却并不在

此，因为执行在基层，决策却在上层; 责任在基层，权力却在上层。因此须上下联动，一方面把基层的真

实情况及时反映上去，确保政策出台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把上级政府的决策与要求贯彻下来，

保证政策执行的准确性与针对性，从源头上控制与减少矛盾的出现、积累与扩大。动态管理是及时化

解社会矛盾之策，通过对矛盾的及时跟踪、梳理和化解，做到社会矛盾不积累、不激化、不蔓延、不升级、
不恶化，使社会保持在动态平衡的良性状态。

最后，乡域社区依法自治和乡镇政府依法行政是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有效保障。乡镇政府应在依

法行政、依法办事的前提下，更加关注于提供服务和制定规则，进一步规范行政管理行为。在乡域中，

应充分推进社区自治进程，对本属于乡镇政府，但社区自治组织做起来更方便、更有效的工作，可以建

立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制度，并确保社区自治的权限。当然，无论是乡镇行政管理，还是社区自治，都

须建立相应的制度以规范其行为，明确哪些属于正常的政府行为，哪些属于不合理的干预。社区自治

既要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又要与乡镇行政管理有机衔接起来，形成乡镇政府与乡域社区良性互动的

社会管理格局。
( 责任编辑 唐忠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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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citizens，quasi-citizens ( rural-to-urban migrants) and rural residents，as well as on how to mobilize resources
from the government，society and the market to meet their needs． Firstly，the financial input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common needs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Secondly，
the synergy supply from the government，society and the market should be encouraged，so as to meet，with
more efficiency，the rural and urban population’s distinct needs for public service． Last but not the least，re-
forms on the land system and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should be conducted so as to remove obstacles
on the way to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in the rural and urban areas．

Keywords: urbanization，public service，public finance，synergy supply，institution refor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Man-
agement of Ｒural Areas in the Transformational Period ( by XIE Wei)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social management is raised and confirmed against the large background of the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society． In the transformational period，social psychology of China’
s rural areas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trengthened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members of rural society，more ac-
tive economic psychology，more sensibility to relative deprivation，obvious ambivalence in consumption and
anti-authority． The original structure of relative balance in rural areas has been broken，the functions of social
systems are in the new coordination process，and social disorder in part has appeared． The current social man-
agement in rural areas should focus on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order and create orderly and vibrant social
conditions and environm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enhancement of social harmony．

Keywords: rural area，social psychology，social control，social management

Ｒegional Differences on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s of Housing Price Fluc-
tua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in
China ( by ZHANG Chuan-yo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housing prices continued to rise，especially with rapid growth rates periodical-

ly in some areas． This phenomenon and its possible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have called much attention．
Based on the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27 provinces in central，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in
2000-2010，this paper proves that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income
disparities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housing prices．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with the LSDV method shows that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s of housing price fluctuations have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come gaps and
housing prices fluctuations have positively correlation in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while the correlation is
not obvious in the central region． Therefore，in addition to the real estate macro-control policies to curb spec-
ulative demand，measures appropriate for different areas should be taken to solve the widening income gap and
other social problems．

Keywords: housing price fluctuations，income gap，regional differences

Ｒeal Estate Ｒental Market and the Tenure Choice Mechanism of Ｒeal Es-
tate: Based 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Ｒesidential Market in Devel-
oped Countries ( by CUI Pei ＆ HU Jin-xing ＆ ZHOU Shen-long)
Abstract: This paper is engaged on a theoretical study and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function of real

estate rental market to the tenure choice mechanism of real estate market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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