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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寄语]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础、 最精巧的组织结构。 它把人类的自然基因与社会基因巧妙地组合

在一起， 成为人口再生产和物质生活再生产的基本单元， 情感生活和文化传承的维系纽带， 甚至是国家政治

和社会的基础架构。 然而， 在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 家庭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甚至是全方位、 革命性的变

化。 如何认识和判断中国家庭变迁的动力、 路径、 方向和特点？ 家庭变迁给中国社会、 经济、 政治、 文化带

来了怎样的影响？ 应该如何积极、 有效地应对家庭变迁给个人、 家庭和整个社会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这些已

经成为当今中国非常现实而重大的社会议题。 本期刊登的马春华、 吴帆、 吴小英、 陈卫民四位作者的文章， 从

不同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做出回答。

马春华的文章从国际视野对中国家庭变迁进行了细致的观察。 她以西方家庭变迁模式为对照系， 以现代

化为背景， 对中、 日、 韩及中国台湾的家庭结构及其变化进行了比较研究， 揭示了东亚三国四地的家庭结构

都呈现不同于西方社会家庭的多元变迁模式和多维路径。 吴帆的文章从家庭生命周期结构这一独特视角分析

了当代中国家庭变迁的路径、 特点及其社会经济影响。 揭示了当代中国家庭生命周期时序结构多元化、 关系结

构简单化和功能结构缺损化的特点， 而这些变化导致了家庭对外部资源和政策支持需求的重大改变。 马春华和

吴帆的研究都直接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政策上如何积极应对家庭变迁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困境和挑战？

吴小英和陈卫民的文章对此做出了很好的回答。 吴小英从家庭与个体、 国家与家庭两个关系维度分析了社会

转型期中国家庭遭遇的挑战和困境， 深刻揭示了中国公共政策中家庭定位的制度性缺陷及其深层原因。 她一

针见血地指出， “家国同构” 治理逻辑下的中国公共政策家庭定位偏差， “反映了功利性的国家主义立场， 极

大地损害了家庭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利益， 也制约了社会的有序发展。” 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吴小英对构建一

个家庭友好型的政策环境和新家庭观的阐述， 相信读者对她提出的转型社会走出家庭困境的两个方向会有高

度的认同。 而陈卫民的文章则是侧重于家庭在社会政策中的地位和角色、 家庭政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他从

家庭作为政策背景和政策目标两个角度分析了家庭对于社会政策的意义， 同时提出了家庭政策肩负着的两个

重要使命： 改造社会政策模式和提高家庭发展能力。 陈卫民不仅阐述了自己对家庭政策价值取向的观点， 实

际上也提出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中国家庭政策的基本架构。

四位作者的文章读起来让人欲罢不能， 其立论和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所提出的问题引人深思， 循着他们

的分析逻辑， 读者可以获得比文章字面表达得更为丰富的信息和思想内涵。 其中三位作者的文章初论或构思

是今年 5 月在南开大学召开的 “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学术研讨会” 上提出的， 作为当初的听者和现在的读者，

我为他们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折服。 在这次会议上， 学者们积极互动， 思想自由碰撞， 学

术观点平等交流， 对相关议题深入讨论， 作为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 我愿借此机会对与会学者积极参与和

《学术研究》 编辑部的关注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建民，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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