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繁荣的良好环境 。经过 30年的发展 , 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创新体系已初步形成 。实践表明 ,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发扬求真务实精神 , 以实践作为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 , 一切从实际出发 , 大力开展调查研究 。要以实践为根基 , 力戒弄虚作假 、剽

窃抄袭等不良学风 , 才能产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精品力作 , 才能产生经得起考验的拔尖人才 。

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好党的 “双百” 方针 , 提倡不同学术观点 、 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 ,

鼓励充分说理的学术批评与反批评 , 鼓励大胆探索 , 推陈出新 , 才能极大地促进学术研究的发

展 , 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探索真理 、 创新理论 、 繁荣学术的积

极性创造性。

〔责任编辑:王　广〕

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

郑 杭 生

　　中国社会 30年发展 , 是通过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式实现的。中国社会发展与

社会转型因此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实际 , 以及对它们的理论

概括和提升 , 又都有自己独特的轨迹和路径 , 显示出浓厚的中国特色。

对中国社会 30年的发展和转型 , 无疑可以从多学科的角度来剖析 。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的视

角加以解读 , 着重涉及 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理论提炼的特色 , 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理论概括

的特点 , 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展望 , 即进一步发展和转型所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社会学

难得的机遇。

一 、 中国社会发展 30年的特色:发展的实际轨迹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提升

社会发展与一般的社会变迁不同 , 是一种有方向性的社会变迁。这里 , 社会变迁是一种社

会事实 , 方向性是一种社会价值 , 社会发展就是社会事实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社会发展有不同

的方向 , 因而有不同的类型。

自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 , 新中国已经经历了两个 “30年” 。要客观地历史地

看问题 , 那就必须如实指出 , “前 30年” 既为 “后 30年” 打下了基础 , 又为 “后30年” 留下了

问题 。

现在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倾向这样的观点:经过土地改革的国家 , 现代化进程比较顺利 。笔

者本人在印度的考察 、在泰国的访问 , 也都有这样的感受 。到 2004年我们访印时为止 , 印度只

有印共 (马)执政的三个邦进行过不彻底的土改 , 其他邦则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在这种情况

下 , 政府在推进现代化建设时 , 只要涉及土地 、 房产问题 , 就不能不与为数众多的土地 、 房产

私有者一个一个地进行谈判。这成为印度现代化进程想快也快不了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个意

义上 , 毛泽东在 20世纪 50年代初进行的彻底的土地改革 , 为邓小平在 20世纪 70年代末开始的

快速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前 30年” 为 “后 30年” 打下基础的还有:统一的民族国

家的建立 、工业化基础的形成 、标志高科技的 “两弹一星” 的发射 , 等等 。由此可见 , 绝不能

对 “前 30年” 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 , 不能将其说得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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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 “前 30年” 为 “后 30年” 留下问题的这一点 , 则是很清楚的 。因

为 “前30年” 最后有 10年时间处在 “文化大革命” 的动乱之中 , 又有几年时间处在结束 “文化

大革命” 的拨乱反正过程中。结合当时国内国际的客观实际 , “前 30年” , 特别是十年动乱 , 提

出的发展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 , 经历 “文化大革命” 后 , 在大伤元气的情况下 , 社会主

义中国如何发展 ?第二 , 在世界社会主义处在低潮中 , 特别是苏联在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中节

节败退的情势下 , 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 第三 , 在全球化进程中南北差距加大 , 中国发展落

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 , 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 ?

当时 , 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十分不一致 。焦点集中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十年动乱 、 导致

了低潮的出现 、 导致了差距的拉开? 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一样 , 那么关于中国如何发展的

一系列做法也会不一样 , 甚至完全相反。对此邓小平作了至关重要的总结性的回答:“我们搞改

革开放 , 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 , 没有丢马克思 , 没有丢列宁 , 也没有丢毛泽东 。老祖宗

不能丢啊 !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 , 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①

这段话不仅从理论上指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 , 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

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 , 也指出了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缩小差距的前进方向 , 而且也提纲挈领地

说明了 “一个中心 , 两个基本点” 这一中国执政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 。这里 , “把工作重心放在

经济建设上” , 是 “一个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另一种表述;而 “搞改革开放” 和

“老祖宗不能丢” , 则是 “两个基本点” ———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深入浅出的表达 。

只有搞清楚 “什么叫社会主义” 、 “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 这两个根本问题 , 社会主义中

国才能真正得到发展 , 党的基本路线才能真正得到贯彻;而党的基本路线真正得到有效地贯彻 ,

又使我们进一步清楚地认识 “什么叫社会主义” 、 “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 , 从而形成良性

循环 、 相互促进 。邓小平的这一总结性回答 , 可以看作是他的发展思想的总框架 , 为中国 “后

30年” 的发展奠定了新的起点。

(一)初级发展与旧式现代性

中国 “后 30年” 的发展实际上显示出一条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其中差不多有 20

年的时间是沿着初级发展的路径前进的 。

第一 , 发展的目标是初级的。改革开放初期 , 中国社会最直接的发展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

产力 , 摆脱贫困状态 。这是因为 , 那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状况都集中地

表现为贫穷。邓小平非常理解这一客观现实和社会心理 , 他联系社会主义的本质 , 对这个问题

进行了深入反思 , 提出了一个引起强烈共鸣的观点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说:“从一九五八

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不发展

生产力 , 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② 不仅 “贫穷不是社会主

义” ,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 “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 ③ “社会主义的本质 , 是解放生产力 , 发

展生产力 , 消灭剥削 , 消除两极分化 ,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④ 他给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制定了三

步走的目标:第一步是脱贫 , 第二步是小康 , 第三步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脱贫 、小康目标的提出 , 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反映人民意愿的 , 但很显然是与不发达状

态联系在一起的 , 因而是初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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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发展的手段是初级的。一个中心 , 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是在当时关于社会主义本

质的认识上形成的。按照一个中心 , 经济因素成为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驱动因素 , 经济的思

路和办法 , 成为解决其他政治问题 、社会问题的手段 。在 1979年 10月 4日 《关于经济工作的几

点意见》 中 , 邓小平明确阐述了 “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 、社会问题” 这一手段和方法 ,

指出:“就业问题 ,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 , 这些都是社会 、政治问题 , 主要还是从经济

角度来解决 。经济不发展 , 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 。所谓政策 , 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 。现

在北京 、 天津 、 上海搞集体所有制 , 解决就业问题 , 还不是经济的办法 ?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

决政治问题 。解决这类问题 , 要想得宽一点 , 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 , 要用经济办法解决

政治问题 、社会问题 。”①

这种以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经济社会改革

提供了出路 , 是当时的一种最佳选择 , 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 。但是也应该看到 , 由于过分

强调经济因素和经济办法 , 在实践中就形成了追求 GDP 增长的政策取向 ,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经济与社会失调 、 效率与公平失衡 , 也付出了过大的环境资源代价 。采取这样的手段和办法

来发展经济 , 归根到底也是与不发达状况相联系的 , 因而不能不是初级的 。

第三 , 用于发展的资源是初级的。 “后 30年” 我们用于发展的主要资源 , 一是土地 , 用它

来实现城市化 、 现代化;二是廉价劳动力 , 用它来降低成本 , 增加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三是自

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 , 出现不少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四是生态环境的代价 , 空气污染 、水

污染 、沙漠化等已经非常严重 。土地 、 廉价劳动力 、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 , 这些都是发展的初

级资源 , 它们不是无限的 , 而是有限的。这样使用初级资源 , 向自然界过度索取 , 是不可持续

的 , 终有一天将无以为继 。

第四 , 参与发展的各主要方面的关系是初级的。实施发展的社会三大部门———政府组织 、

市场组织 、社会组织的关系仍然失衡 。政府往往错位 , 过分使用自己的主导作用。市场往往越

位 , 一些不该市场化的公共领域 , 如教育 、 医疗 、 廉价房等往往被市场化甚至过度市场化 , 造

成很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则往往缺位 , 它既没有政府那样的权威 , 又缺乏市场那样的力量 ,

本身又很弱小 , 还不能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 , 也不能有效起到降低政府管理成本的作

用 , 因而还没有真正成为合格的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 。这样的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 , 不能

不是初级的 , 迫切需要加以提升。

第五 , 发展的结果也是初级的 。本来 , 发展的预定目标是减缩差距 、 改善环境 、 提高公平

度 、 减少腐败现象 、 缩小弱势群体 , 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的增大 、 环境的恶化 、 公平

度的降低 、腐败现象的蔓延 、 弱势群体的扩大。

从理论上说 , 发展初级性是一种与旧式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

征服自然 、控制资源为中心 , 社会与自然不协调 , 个人与社会不和谐 , 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

代价的现代性。

从这一观点看 , “后 30年” 的发展 , 在取得伟大成绩 、 经济取得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的

同时 , 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初级过程 , 不可能不造成越来越严重的 “绿色惩罚” , 从而引发社

会与自然的不协调 , 天人关系的紧张;初级过程 , 也不可能不催生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这

两者间的矛盾 , 从而引发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 , 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 、 伦理准则的变形 、个

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恶化 。总之 , 这样的初级过程 , 确实使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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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与 21世纪的交替期间 , 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 , 全球社会生活景观

因此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 。在世界 , 在中国 , 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

流和趋向 。“后 30年” 发展本身 , 也酝酿着这种积极的转变。人们必须对发展目标 、 发展手段 、

发展利用的资源 、发展主体之间的关系 、发展的后果 , 用新的观点来重新加以审视和定位。

应当指出的是 ,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 , 发展的初级性是无法跳过的 , 代价是

无法完全避免的 。一是发展初始条件的限制 , 二是对发展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中国的幅员是如

此之广 , 地区差别是如此之大 , 发展初始条件是如此之低 , 只能实事求是地确定适合自己情况

的发展目标 、发展手段 、 发展可利用的资源。我们只能要求经过努力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 ,

把初级发展的时限缩短到最小期限 。在这方面 , 用比较的眼光来看一些初始条件与我们差不多 、

甚至比我们好的国家 , 客观地说 , 我们国家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

(二)科学发展与新型现代性

科学发展是对初级发展进入更高一级发展的概括 。科学发展观既是对科学发展实际趋势的

思想提炼 , 又是对以往发展观的理论提升 。科学发展观的内容 , 按照十七大报告的系统总结 ,

第一要义是发展 , 核心是以人为本 ,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

科学发展肯定了初级发展中的最主要的精华之点。所谓 “发展是硬道理” , 正是发展创造了

“中国奇迹” 。科学发展把发展确定为第一要义 , 正是肯定了这一精华之点 , 就是说 , 科学发展

同初级发展一样 , 都是把发展放在第一位。

科学发展适应新的发展要求 , 适时地提出一系列创新之点 。

科学发展把 “以人为本” 作为自己的核心。这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 ,

特别是包含着要让社会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的深意 , 从而开始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 , 多多少

少都把弱势群体当作发展代价 、 甚至当作发展牺牲品的弊病 , 当然这种纠正的过程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科学发展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自己的基本要求 。全面 , 就是双赢互利或共赢互利 ,

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 、 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 , 特别是强势和弱势各方 , 都能获得共

赢互利 , 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协调 , 就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良性互动

和协调发展 , 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 、 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可持续 , 就是既满足当代 , 又

不伤害后代。这实际上指出了:那种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的 “零和游戏” 式的发

展 , 是片面的 、 不协调的 、不可持续发展的旧式发展观的集中体现 。科学发展把统筹兼顾作为

自己的根本方法 。统筹兼顾 , 就是对经济和社会 、 城市和乡村 、东中西部不同区域 、 人和自然 、

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这些主要关系各方 , 都获得自己应有的发展 , 而不是片面地重视一方 ,

而轻视甚至损害一方 。这对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倾向 , 包括一般重经济 、轻社会;重城市 、轻

农村;重东部 、 轻中西部;重人的短期需要 、轻环境的长期保护等 , 是很重要的。

总之 , 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表明 , 科学发展源于初级发展 , 又高于初级发展 , 既

继承 , 又提高。但是这种提高不是一般的提高 , 而是一种带有质的飞跃的提高 。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发展理论的巨大进步 , 也是发展观演变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 。概括地

说 , 发展观的演变大体经历了经济增长观 、 综合发展观 、 可持续发展观 、人的发展观和科学发

展观 。这些理论大体上反映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 从重视单纯的经济增长 , 到横向地重视

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 , 再到纵向地重视本代与后代的可持续发展 , 再到全面重视人的发展的

曲折过程 。科学发展观汲取了所有这些发展理论的积极因素 , 根据中国的发展经验加以理论创

新 , 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而指导实践的发展 。这标志着发展观历史性的提升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理论上说 , 科学发展是一种与新型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 。所谓新型现代性 , 是指那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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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本 , 人和自然双盛 、 人和社会双赢 , 两者关系协调和谐 , 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

最低限度的现代性。① 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 , 我

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 , 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蕴 。

科学发展和新型现代性两者是非常吻合的:两者都主张 “以人为本” , 都主张双赢互利 , 都

主张协调和谐 , 都主张减缩代价;只是两者的表述不同 , 科学发展在表述上更注重对实践的指

导;新型现代性则更注重学术的提炼和感悟 。

总地说来 , 科学发展的提出与和谐社会的提出一样 , 是中国执政党积极应对中国进入社会

矛盾 、不协调因素多发期的客观形势 , 直接面对传统风险和新型风险等不安全因素活跃期的社

会现实 , 自觉适应世界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变的国际潮流 , 深刻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来特别是 “文化大革命” 中用破坏旧世界的思路和方法来建设新世界的经验教训 , 深入

参考中国优秀文化中人伦和谐 、 天人协调的精华思想 , 认真汲取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

学关于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成果 , 而作出的意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正如十七大报告总结

的:科学发展观 , 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 总结中国发展实践 , 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

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最高层治理国家 、 治理社会的根

本战略观念的转变 , 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理论的新的探索。

二 、 社会转型的理论分歧与广义转型论

社会转型 , 既是用世界的眼光 ,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巨大变化所作的社会学概括 、解

释和预测 , 又是用历史的视野 , 对这 30年间中国社会 “快速转型期” 不同于以前的特点的社会

学描述 、 刻画和分析 。

然而 , 在运用社会转型这一术语及其理论之时 , 我们首先要面对并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社

会转型本身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中国社会转型的取向或向度是怎样的 ? 等等 。毋庸讳言 , 对于

这些问题的看法当今中国社会学界是有重大分歧的 。中国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研究者都

会认同这样的观点 , 即社会转型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 、 走向更加现代和

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 。但是 , 也有一些学者却持这样的主张:社会转型是指前社会主义国家

(如苏东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国社会转型就是通过这种转变 , 使自己成为资本主义的

新成员的过程 。这样一来 , 所谓 “中国经验” 无非是这个转变过程出现的一系列特点。显然 ,

社会转型问题上表现出的分歧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分野 。

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的这种状况是与一种特定的全球化时代背景相联系的。自 20世纪 80

年代末 90年代初苏联解体 、 东欧国家社会制度剧变以来 , 社会主义的发展跌入了低潮 , 政治意

识形态和社会思潮也随之 “向右转” 。这种情势激发出了一种空前的想象力 , “历史终结” 也再

度成为时尚的社会话语。譬如 , 美国历史学家福山就因阐述了这个 “热门话题” 而声名远播 。

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 , 所谓 “历史的终结” 就是 “社会主义的终结” , 随着社会主义的落幕 , 资

本主义 (或曰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人类社会制度和政治生活唯一合理的和可能的选择 。这种时

代巨变是社会学自 19世纪产生以来 , 一场百多年未遇的大变局。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在社会

转型问题上的分歧正是发生在这一历史性的背景之下 。我们因此可以看到 , 从世界到中国 , 一

种勾连关系在学术界的若隐若现 ———在国外 , 一些学者对苏联 、 东欧诸国的社会变化进行种种

分析和发掘 , 致力于总结其转变成为 “资本主义新成员” 的经验 , 这类研究项目甚至得到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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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世界的青睐和资助 , 其中一些人也因此获得了学术声望 。这些研究及观点譬如:

———对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国家 (苏联和东欧国家等)如何 “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

进行研究和说明 , 旨在对 “资本主义转型的初始条件究竟会如何影响到将要打造的资本主义类

型? 这个资本主义将在哪里打造? 由谁来打造?”① 对这样的焦点问题给予回答 。

———对从前社会主义或前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轨迹进行分析 , 对这些国家的资本

主义新类型给予划分 , 具体如中欧的匈牙利是依靠外国资本 (跨国公司)的推助 , 俄罗斯和东

欧是通过政治上的最高代理人 “自上而下” 来推行资本主义 , 而中国 、 越南等的资本主义路径

则表现出 “自下而上” 。②

———通过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研究 , 根据中国各公司在上海股票市场的交易数据 , 分析资本

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以及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③

———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对于当代社会学的意义和任务定位 , 有学者认为这一转型是

对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大挑战 , 主张 “共产主义的衰落” 是 “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 , 由此提出了

所谓 “新古典社会学” 的 “研究议程” , 社会学应当把握启动新的研究纲领的机会 , 致力于对进

入 21世纪以后新资本主义之可能性的 “策略性研究资料” 进行发掘 。④

在国内 , 也有人热衷于这种对所谓 “资本主义新成员” 的研究 , 追随布洛维 (M .

Buraw oy)、 伊亚尔 (G.Eyal)、塞勒尼 (I.Szelenyi)、唐恩斯利 (E.Tow nsley)等人 “新古典

社会学” 的 “研究议程” 的话语 , 以中国 、 苏联 、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 “过去几十年的共产主

义实验以及所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学术资源宝库” , 从中搜寻 “当代社会学

以及社会科学的新的灵感和动力” 。⑤ 根据这种 “转型国家” 和 “转型社会” 的研究取向 , 社会

转型似乎不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 、 到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 ,

而是被狭义地理解为 “社会转型:自 20世纪后20年开始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过程;特别是

与市场转轨 (marke t t ransit ion)相伴随的社会转变 (social t ransfo rmation)过程” 。⑥ 与此相联

系的是 , 社会转型研究的主题内容也出现了 “大转变” , 即中国 、 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

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议题。这里的所谓 “新议题” 当然是相对于 “古典议题” 来说的 。古典议

题解释的是 “古典的大转变” (或称 “第一次大转变”), 面对的图景是从传统转变为现代 , 即从

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 , 资本家先于资本主义;所以 , 古典社会学的议题在于解释资本主义的起

源 , 马克思 、韦伯 、 涂尔干所关注的 “几乎都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解释”。⑦ 与之不同的是 , 新

议题解释的是 “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 (或称 “第二次大转变”), 面对的图景是从现代向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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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2000.

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 , 《社会学研究》 2005年第 1期。

孙立平:《社会转型及其比较研究》 , 2006 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报告 , 2006 年 7 月 16 日 (http://

ww w.socio log y.cass.cn/shxw/2006nh/nhztbg/P020060727564950624383.ppt)。

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 , 《社会学研究》 2005 年第 1 期。其中对马克思 、 韦

伯 、 迪尔凯姆的这种断语显然是很成问题的。



的转变 , 即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在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中 , 却看不到资本家的力量

甚至看不到资本家本身的存在” , 因而研究的焦点是 “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够在一个没有资本家的

经济体制中出现” 。① 20世纪最后 20年的中国 、 苏联和东欧这些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 , 正是为

这种新的学术传统和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基础 。②

也因如此 , 一个时期以来 , 中国社会学界以高频率反反复复地出现了这样一类话语:

———目前 , 对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在西

方学术界 , 甚至一些原本不是研究中国 、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也在纷纷转向对这些国家市场与社

会转型的研究。而一些刚刚涌现出来的成果 , 比如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 、对制度嵌入其中的社

会因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 , 正在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有力挑战。现任美国社会

学会主席布洛维在一次谈话中甚至说 , 这些研究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而伊亚尔和塞

勒尼在 《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 (Making Cap ital ism without Capitalists , 1998)一书中 ,

则试图通过对这些国家转型的研究构建一种 “新古典社会学理论” 。

———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 、 苏联和东欧 (在下文中我们将这些国家统称为转型国

家)的社会转型 , 则为形成发展社会学第三个学术传统和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总结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 , 正面面对中国 、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

出的一系列新议题 , 在此基础上形成以社会转型为基础的新理论 , 是一件必需的工作。

———中国 、 苏联 、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为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议题 ,

这些议题扩展着发展社会学的视野 , 也为建构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 ,

作者提出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 , 形成现代化理论 、 发展理论 、转

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 。

———著名社会学家布洛维以博兰尼的 “大转变” 概念为基础 , 提出了 “第二次大转变” 的

概念 。也就是说 , 如果可以将西欧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称之为第一次大转变的话 ,

那么 , 从 20世纪后期开始的中国 、 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社会变革 , 则可以称之为第二次大转

变。 ……在今天 , 第二次大转变无疑开始为推进社会学知识的进展提供着新的动力和灵感。③

这种对社会转型所做的十分狭隘的 、 政治化的解释 , 把社会转型理解为了原社会主义国家

向资本主义的转变 , 似乎中国社会转型与苏联 、 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一样 , 是成为

“资本主义世界的新成员” 的过程 , 并致力于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新类型 、 新特点 、新途径进行

总结 。这就形成了前面所说的在社会转型问题上表现出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根本

分野 。这种态势迫使我们必须正面面对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

譬如 , 怎样看待社会转型及中国社会转型 、 中国社会学与社会转型研究的关系 、 当代中国社会

转型的实质究竟是新的资本主义还是新型社会主义 , 等等 。

笔者在 20世纪 80年代末明确提出和运用了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 “转型社会” 、 “社会转

型” 、 “转型度” 、 “转型势” 等概念 , 尝试通过这些概念从社会学理论上来概括中国社会的巨大

变化 , 实事求是地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和方向。

对社会转型的含义 , 笔者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做过两种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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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社会转型” , 是一个有特定含意的社会学术语 , 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 ,

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 , 说详细一点 , 就是从农业的 、 乡村的 、 封闭的

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 , 向工业的 、 城镇的 、 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 。当我们说 “社会转型”

时 , 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 。在这个意义上 , “社会转型” 和 “社会现代化” 是重合的 ,

几乎是同义的。

第二 , 中国的社会转型 , 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 、 迈向更加现代和

更新现代的过程 。或者说中国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实践结构不断从传

统走向现代 、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① 后一阐述是对前一阐述的深化 。

我们把这样理解的社会转型论称为广义转型论。广义转型论的内容十分丰富 , 这里笔者想

强调以下几点。

(一)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

从 1978年以来 , 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具有了以往不曾具有的特点 。其中

一个最明显的特点 , 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 , 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者同时并

进 、 相互交叉 , 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用世界的眼光看 , 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

是很少见的。

这里 , 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的体系 。社

会结构转型就是不同的地位体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则指的是从高度集中

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无论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 , 都是广义的社会

转型的内容。

但是 , 两个转换包含着不完全相同的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内容 , 不能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 。

它们至少有三方面的不同:②

第一 , 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 , 社会结构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完

成 , 而是一项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长期任务 。而体制转轨并不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部内容 ,

与整体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 , 体制转轨应当在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长的时距中完成 , 这是降低

改革成本所必需的。

第二 , 中国的社会结构确实是从一种传统型结构向现代型结构的转型 , 而相对于结构转型

来说 , 中国的体制转轨并非是从一种传统体制向另一种现代体制的过渡 , 而是从一种缺乏效率

的现代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现代体制转变。把这种有弱点的现代体制 , 也叫做传统体制 ,

是不符合事实的 , 至少是不确切的 , 这里的 “传统” 已不是与 “现代” 相对的那种有确切含义

的 “传统” 了 , 而只是与 “现在” 相对的通常所说的 “过去” 两字的含义了。

第三 , 两个转换的同时并进 , 一方面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 , 另一方面也相互制约 , 造成了

结构冲突和体制摩擦交织在一起 , 增加了改革和发展的难度。

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与大量问题并存 , 正是与这种两个转换同时并进的大背景分不开的 ,

广义地说 , 也是与传统和现代这种对立统一的复杂交叉关系分不开的。

(二)向度问题重新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

1994年初 , 笔者曾在 《中国软科学》 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十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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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 认为:在 1978年开始的第三阶段 ,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主持下 , 确立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发展模式 。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一点:中

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进行的改革

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所以 , 向度是很明确的 。中国人认识到: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 , 计划

不等于社会主义 , 它们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 。把中国建设市场经济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 这

是一种误解。

今天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有了很大发展 , 这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 , 当代中

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壮大 、 创新发展 。但是 , 怎样评价中国社会的根本性

质和基本走向 , 近来又重新成为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世界学术界的焦点之一 。

这就提出一个非常严肃和十分根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是社会主义的生机再现 ,

还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 ?究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展示了新的希望 , 还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又多了一个新的成员 ?这是不可不辨的。在这个问题上 , 笔者坚持 , 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是非

常明确的 , 当代中国正在崛起的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 ,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也许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快速发展 , 甚至超过了人们的思想速度和想象力 , 许多人还没有

意识到 , 我们的最新实践已经超越了以前那种在实践中失败了的社会主义旧模式。一些人还习

惯于把别的社会制度视为成长的 , 把社会主义视为僵化的。不善于把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归于

我们的创新性实践 、 归于我们的社会基本制度 、归于社会主义 , 仍然习惯于让新的实践经验来

适应旧的理念框架。当前 , 美国次贷危机 、 金融危机祸及全球 , 使其不得不违背资本主义自由

经济的逻辑 , 采取国家行为救市 , 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和趋势的根本观点的正确 ,

也有助于人们跳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终结历史的制度这种不可超越的旧框框。

(三)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

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 , 是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 、 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 、

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 、 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 。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 如城乡面貌 、

利益格局 、社会关系 、次级制度 、 社会控制机制 、 价值观念 、生活方式 、 文化模式 、 社会承受

能力等等领域 , 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了这一中国社会转型的两重性和极端复杂性 。

所谓两重性是指:30年的进步和成就 , 是举世瞩目 、 全球公认的 , 但与此同时 , 也付出了

种种代价 , 一些代价还非常沉重 。一方面 , 中国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

方面 , 又引发了大量的问题 , 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 。一方面 , 在社会三大部门间 、 人际关系和

城乡关系间的协调性在不同程度地增加;另一方面 , 这些方面的失衡也屡见不鲜 , 有的还非常

突出 。一方面 , 不用多少统计数字 , 我们也能直观地感受到 , 近 30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超过多少世代以来生产力发展的总和;但另一方面 , 我国也面临着多种多样发展中的困境。

所谓极端复杂性是指 , 不仅问题的方面引起问题 , 例如贫富分化引起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

而且优化的方面 , 如社会产业结构的优化 , 也引发种种问题 , 像失业下岗的问题 , 其中也包括

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不仅受损者会产生 、 引发问题 , 如会有强烈的不公平感 , 甚至被剥夺感 ,

受益者也会因为受益程度不同而产生 、 引发各自的问题 , 也会有程度不同的不公平感。

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 , 代价是如此沉重 , 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 , 对

比是如此鲜明。种种情形引起众多议论和不同意见是毫不奇怪的 , 因为要正确加以把握确实很

不容易 。这里应当客观地说 , 中国社会的基本方面 、 基本趋势是社会进步 、 社会优化 、 社会协

调 , 而社会代价 、社会弊病 、 社会失衡则是非基本方面 、 非基本趋势 。否则如何解释这些年来

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 、国际地位的提升 、多数老百姓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上升这些基本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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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 肯定基本方面 , 并不是说可以忽视非基本方面。对社会弊病必须重视 , 必须花大力气进

行治理 , 如果忽视 , 听之任之 , 这些基本方面也会恶性演变 , 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 。这也

是笔者提倡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的实践根据。

中国社会转型 30年的特点 , 还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 , 例如 , “现代是成长的 , 传统是被发

明的” 就是其中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视角 。

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 , 为中国社会学进行理论提炼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中国社会

学不仅要理论地再现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轨迹 , 而且要努力推进科学发展和良性转型 , 促成

制度创新和价值重塑 , 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

中国社会学由于自己学科的特点 , 可以也必须在构建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伟大事业

中 , 起到自己独特的作用 。这是一种有建设性的反思批判能力的社会学 , 是能够正确处理价值

性和科学性 、理论性和经验性 、 建设性和反思性 、 传统性和现代性 、 本土性和国际性关系的社

会学 , 是能够把握全球现代化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两者脉动的社会学 , 是既站在国际社会学前

沿 , 又深入本国城乡制度创新第一线 , 从而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 、 把世界眼光与草

根精神结合起来的社会学 , 即一种顶天立地的社会学 !

〔责任编辑:孙　麾　李潇潇〕

弘扬中华文化与当代中国历史学的责任

陈 祖 武

　　从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复兴到弘扬中华文化共识的形成 , 这是改革开放 30年来我国史学界取

得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 , 多历艰辛 , 得之不易 。努力维护和完善这样一个成果 , 使新时期的中

国历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之下 ,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进一步繁荣

和发展 , 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

一 、 历史的必由之路

根据史学界公认的一个治史方法论 , 研究历史问题 , 必须从历史实际出发 , 把研究对象置

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具体考察 。按照这样一个基本方法 ,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弘扬中华文化 ,

就存在一个立足点的把握问题 。这个立足点是什么 ? 答案很清楚 , 它既不是古代的中国 , 也不

是近代的中国 , 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 ,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也就是说 ,

我们讨论弘扬中华文化 , 是把它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来看

待的 。这是一个基本前提 。离开了这样一个基本前提 , 也就无的放矢 , 毫无意义了 。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 , 我们不能割断历史 , 中国的今天 , 正是由中国的昨天和

前天一步步走过来的 。因此 , 我们讨论弘扬中华文化 , 必须以昨天和前天的文化传统为历史依

据 , 取其精华 , 剔其糟粕 , 与时俱进 , 推陈出新 。

同时 , 我们的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 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 在国际社会主持公道 ,

举足轻重 。古往今来 , 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 从来没有离开过与其他国家 、 民族文化的交往

和借鉴。因此 , 我们今天讨论弘扬中华文化 , 还必须具有世界的眼光 、 开放的襟怀 , 充分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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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1)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Wang Weig uang , Zheng Hangsheng and Chen Zuwu · 4 ·

In summarizing refo rm and opening-up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 cial science s in China f 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and disciplinary const ruction , an important item of experience is:to

advance philo 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 we must follow the guidance of

Marx ism and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in sinicizing Mar xism.We also need to constant-
ly emancipate the mind , learn and practice the scientific view o f development , and vig orously pro-

mote theo ret ical innovation , in o rder to enrich and improve the theo re tical sy stem of socialism

wi 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Only through invo lvement in the great undertaking of CPC theo ret i-
cal innovation w ill China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be able to prosper.Wang Weiguang

f rom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ho lds that the intensive at tention , st rong

leade rship and energet ic support of the CPCs central leading body has pointed the w ay fo rw ard
and cult ivated a favo rable envi ronment fo r the prosperity of phi 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The

CPCs theo ret ical innovation has guided innovation in philo 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The fo rma-

tion and development o 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 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played a g reat ro le in the polit ical di rection and rich stimulation o f the f lourishing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And phi 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have been irreplaceable in the

great historical process o f reform and opening-up.Zheng Hang sheng of th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n interprets , from the sociolog ical perspective , theo ries 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o-

cial t ransfo rm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thi rty years of refo rm and opening-up.Is socialism wi th

Chine se characteristics a revived form of socialism o r a revised version of capi talism?Is it the new

hope o f the w o rld socialist movement or a new member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 stem ?Sociology

researchers have div ergent view s on these problems , view s w hich have to be examined.Chen Zu-
wu from the Insti tute of H isto ry o f CASS maintains that in discussing the promo tion of Chinese

culture , we must rega rd it as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the g rea t cause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 th

Chine se characte ristics.The renew al of research on Chinas academic history and the fo rmation of
a consensus on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are important scholarly achievements in histo rical cir-

cle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2)Conv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y and Logic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gnitive Sci-
ence Cai S hushan · 25 ·

Psycholo gy , which studies perceptual know ledge , and lo gic , which focuse s on rational

know ledge , are tw o clo sely related but long separated subjects.T he fo 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 gni tive science in the late 1970s provided a scientific foundat ion and disciplinary f ramew ork

fo r the convergence and integrat ion of logic and psycholo gy , a convergence that has resul ted in

new ly eme rging disciplines such as log ical psy cholo gy and mental logic.Being subject to psycho-
logical facto rs , logical reasoning is a participant empirical science.Cognit ive logic is a new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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