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Written Assignments 2 X 30%= 60%

Assignment Number One Assignment Number Three

SAMPLE course outline only.
Course contents will vary if taught by different teachers.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teacher for the actual course content offered in each term.



 2 

2.  課堂小練習（In-class Exercises 4 X 2.5% = 10%） 
 在課堂上將不定期設有不少於四次與課堂內容相關的小練習。 

 同學只要按指示將相關題目的答案，於課堂當日下午 5:00 前，上載至「維誠（VeriGuide）」

系統（Assignment Number Eleven to Fourteen）便可。 

 

 小練習的檔案請用以下方式命名： 
英文姓氏 + 名字 + 習作類別（例如：Chan_Taiman_Ex11.docx） 

 
 課堂小練習恕不接受以電郵或其他方式遞交答案，亦不接受遲交，敬請留意。 

 
 
3. 網上測驗（Online Test 30%） 
 形式主要為短問題（short questions），將於 6 月 28 日課堂上舉行。測驗的形式或其他細

節如有更改，將以電郵通知同學。 
 

 除因病缺席並附上證明外，測驗不設補測。若同學因病要申請補測，請於測驗舉行後 24

小時內以電郵提出有關申請。 

 如同學未能出席是次測驗，請考慮是否須要退選本科。 

 

 遞交測驗答案日期及時間： 6 月 28 日下午 1:15 前（遲交將扣分） 

 請將網上測驗的答案檔案以下面的方式命名，並上載至「維誠（VeriGuide）」系統

（Assignment Number Two）。本科恕不接受以電郵或其他方式遞交測驗的答案。 

 

 測驗答案的檔案請用以下方式命名： 
英文姓氏 + 名字 + 習作類別（例如：Chan_Taiman_Online_Test.docx） 

 

遞交習作注意事項 

 請用雙行（double space）及 12 字型； 

 

 請在習作首頁寫上科目名稱、老師名字、自己的中英文全名、學生編號、主修科目及日

期。請註明習作內文的字數，並在每頁加上頁碼。 

 

 習作若有引用文獻及其他資料（包括網上資料），必須：1. 在內文加上正規的引註；及

2.在習作後面加上參考書目。同學如不懂如何引用文獻，可瀏覽以下三個網頁： 

 

社會學系的網頁：www.cuhk.edu.hk/soc/citation.pdf 

大學有關學術著作誠信的網頁：

http://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Chi_htm_files_(2013-14)/p03.htm； 
如何引用網上資料：

http://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Chi_htm_files_(2013-14)/p02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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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習作的「維誠（VeriGuide）」回條簽妥，並上載至 Blackboard  Course Content  

Collect_Assignment_Veriguide_Receipt 內。按大學的規定，沒有維誠回條的習作，老師是

不能批改的，敬請留意。 

 

 維誠回條的檔案請用以下方式命名： 
英文姓氏 + 名字 + 習作類別 + 維誠回條（例如：Chan_Taiman_A1_VG_Receipt.pdf） 

 
 抄襲/剽竊（Plagiarism）會被處分。 

 

請注意大學有關學術著作誠信的政策和規則，及適用於犯規事例的紀律指引和程序。詳情可瀏覽網

址：<http://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學生遞交作業時，必須連同已簽署的聲明一併

提交，表示他們知道有關政策、規則、指引及程序。如屬小組作業，則組內各學生均須簽署聲明。如

作業以電腦製作、內容以文字為主，並經由大學的抄襲偵測系統「維誠」（VeriGuide）提交者，學生

將作業的電子檔案上載到系統後，便會獲得收據，收據上已列明有關聲明。未有夾附該收據的作業，

老師將不予批閱。學生只須提交作業的最終版本。 

 

 

電郵聯絡 

老師與助教將主要透過中大電郵與同學聯絡，請同學定時檢查自己的中大電郵，確保電郵有

足夠空間收取信息。同學若以電郵與老師或助教聯絡，請註明科目編號以作識別。 

 

課本 

陳健民及鍾華編《艱難的轉型：現代化與中國社會》（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 年） 

 

課本的網上版可以在圖書館的網頁找到： 
https://julac.hosted.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f/1fusua3/CUHK_IZ511001193300003407 

 

Grade Descriptors  

A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n all learning outcomes.  

A-  Generally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n all (or almost all) learning outcomes.  

B  Substantial performance on all learning outcomes, OR high performance on some learning outcomes 

which compensates for less 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on others, resulting in overall substantial 

performance.  

C  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on the majority of learning outcomes, possibly with a few weaknesses.  

D  Barely 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on a number of learning outcomes. 

F  Un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on a number of learning outcomes, 

OR failure to meet specified assessment 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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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為必讀的文章； #此文可在圖書館網站下載，網址見頁 7) 
 
第一講：導論（5 月 17 日） 

* 盧暉臨. 2016. “從傳統中國到現代中國”，見陳健民及鍾華編《艱難的轉型：現代化與中國

社會》，頁 1-3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Jiang, Jin. 2017.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Education.  

https://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0264093.013.207 (瀏覽前請登入中大的 VPN) 

 

佛誕假期（5 月 19 日） 
 

第二講：大變革：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5 月 24 日） 

* 詹晶、段海燕. 2016. “中國的經濟與政治體制”，見陳健民及鍾華編《艱難的轉型：現代化

與中國社會》，頁 31-7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Naughton, Barry. 2018. The Chinese Economy: Adaptation and Growth.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Chapter Five: “Market Transition: Strategy and Process”, pp. 95-126. # 

 

 

第三講：工廠與工人階級（5 月 26 日） 

* 潘毅. 2015. “富士康：世界工廠體系下中國工人的困境”. 《人間思想》第 10 期，頁 235-46。 

https://julac.hosted.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f/19l20e9/CUHK_IZ511038930780003407 

 

張歡華. 2016.“社會不平等、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 ，見陳健民及鍾華編《艱難的轉型：現

代化與中國社會》，頁 135-165。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第四講：城市化與農民工（5 月 31 日） 

* 宛恬伊、胡曉江. 2016. “城市化進程與農民工”，見陳健民及鍾華編《艱難的轉型：現代化

與中國社會》，頁 107-133。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李麗梅、陳映芳及李思名. 2015. “中國城市戶口和居住證制度下的公民身份等級分層”，《南

京社會科學》2015 年第 2 期，頁 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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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講：公民社會與社會運動（6 月 2 日） 

* 陳健民. 2016. “社會衝突與公民社會”，見陳健民及鍾華編《艱難的轉型：現代化與中國社

會》，頁 167-188。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Wright, Teresa. 2018.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troduction, pp. 1-23.  

 

 

第六講：互聯網與網絡抗爭 （6 月 7 日） 

* Yang, Guobin. 2019. “Policy Case Study: Internet Politics,” in W. Joseph (ed.) Politics in China: 
An Introduction (3rd ed.), pp.440-5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https://julac.hosted.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f/1iv15ah/CUHK_IZ51995959810003407  
 

王洪喆. 2010. “互聯網的內容審查與網絡亞文化”，《二十一世紀》第 119 期，頁 17-27。 

 

 

第七講：房屋改革與中產階級（6 月 9 日） 

* Or, Tsz-ming. 2018. “Pathways to Homeownership among Young Professionals in Urban China: 

the Role of Family Resources”, Urban Studies 55(11): 2391–2407.  

 

陳映芳. 2006. “行動力與制度限制：都市運動的中產階層”，《社會學研究》2006 年第 4 期，頁

1-20。 

 

端午節假期（6 月 14 日） 
 

第八講：家庭與婚姻（6 月 16 日） 

* 丁國輝、張歡華. 2016. “中國近代家庭的變遷”，見陳健民及鍾華編《艱難的轉型：現代化

與中國社會》，頁 243-263。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Whyte, Martin King. 2005.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Urban Chinese Family Life”, The China 
Journal 53: 9-33.  

中譯本：懷默霆 2009. “中國家庭生活的變遷與連續性”，見熊景明及關信基編《中外名學者

論 21 世紀初的中國》，頁 419-39。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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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講：計劃生育與一孩政策（6 月 21 日） 

* 同鈺瑩、金蕾. 2016. “人口與健康”， 見陳健民及鍾華編《艱難的轉型：現代化與中國社會》，

頁 219-241。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Davis, Deborah. 2014. “Demographic Challenges for a Rising China.” Daedalus 143(2): 26-38.   

 

 

第十講：教育（6 月 24 日） 

* Postiglione, Gerard. 2016. “Education”, in X. Zang (ed.) Understanding Chinese Society (2nd ed.), 

pp. 83-97. Routledge: London. # 
 
Ling, Minhua. 2015. “‘Bad Students Go to Vocational Schools’: Education,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Migrant Youth in Urban China.” China Journal 73: 108-131.  

 

 

網上測驗（6 月 28 日） 
 

 

第十一講：污染與環境議題（6 月 30 日） 

* Li, Yu-wai Vic. 2016.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X. Zang (ed.) Understanding Chinese 
Society (2nd ed.), pp. 179-196. Routledge: London. # 

 

Jing, Jun. 2010. “Environmental Protests in Rural China”, in E. Perry and M. Seldo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3rd ed.), pp. 197- 214. London: Routledge. # 

中譯本：景軍. 2014. “中國農村有關環境問題的抗議”，見裴宜理及塞爾登編《中國社會：變

革、衝突與抗爭》，頁 231-253。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第十二講：年青新一代 - 個人主義與民族主義（7 月 5 日） 

* De Kloet and Anthony Fung. 2017. Youth Cultures in China. Cambridge: Polity. Introduction: 

“Youth in China”, pp. 1-28.#  

 

王洪喆、李思閩及吳靖. 2016. “從「迷妹」到「小粉紅」：新媒介商業文化環境下國族身分生

產和動員機制研究”，《國際新聞界》2016 年第 11 期，頁 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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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期刊及雜誌 

The China Quarterly 
The China Journal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社會》《社會學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 

《開放時代》 

《二十一世紀》 

《中國新聞周刊》 

《南風窗》 

《南方周末》 

《三聯生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