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经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经验>>

13位ISBN编号：9787224086751

10位ISBN编号：7224086754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时间：陕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陆学艺

页数：32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经验>>

内容概要

　　《中国经验：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建设实践（1978-2008）》取社会学的视角，以历史和现实的社
会要素作为纵横两个维度，以1978年来30年间的社会变迁为线索，结合历史文献和统计数据，概要地
描述和解释了中国社会目标、社会结构和社会事业三个方面进行建设的历程和成就，力求生动而多维
地展现中国发展变化的实态及其动因，从中发现和发掘“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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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社会目标建设第一章 千年遗产——中国智慧的积淀第一节 大同社会及其实现途径——孔子
的“仁礼相长”一、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和谐人际关系的维系之道二、以“礼”为核心的
法理规范——严明等级体系的强化之法第二节 法治社会及其实现途径——韩非的“严刑法、重耕战”
一、“峭法严刑”——转型社会的治乱之道二、“重农强兵”——后起国家的发展之路第二章 百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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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二、新生活与新教育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年30间社会目标建设的财富一、社会平等——新村构想二
、社会协调——《论十大关系》第三章 今世蓝图——改革开放后30年的创新第一节 发达经济与中国特
色一、社会理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实现手段——改革开放第二节 政治文明与全面发展一
、政治文明——全球化背景下民主建设的新方向二、全面发展——人与社会的总目标第三节 和谐社会
与科学发展一、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的终极目标二、科学发展——社会建设的核心进程第二部分 社
会结构建设第四章 新中国：现代社会的建构第一节 现代社会的孕育（1840—1949）一、中国古代社会
的结构二、新兴阶级的发展三、新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第二节 全民职业化的努力（1949—1978）一、
社会主义改造二、城市优先战略三、有计划按比例第三节 现代职业社会形成（1978年以后）一、回到
市场二、中国经济奇迹三、进入现代社会结构第五章 蓝领与白领——现代社会的基础结构第一节 就
业制度的完善一、终身就业制度二、劳动合同制三、再就业政策四、城乡劳动就业的并轨第二节 职业
体系的建构一、工人阶级的构成二、专业技术人员三、干部人事制度第三节 教育分层一、就业时的受
教育程度二、白领的来源：高校毕业生三、蓝领的来源第六章 社会分化——市场奇迹的后果第一节 
工资体系的建立一、八级工资制度二、以干部工资为起点的岗位工资三、效益工资的引进第二节 行业
差别扩大一、市场工资的局限二、行业工资差异的社会原因第三节 行业工资差异的结构后果一、行业
无差别工资下的社会结构二、行业工资差别扩大后的社会结构三、行业工资的管理第七章 城乡关系的
建构——城市化的新经验第一节 中国城市化道路一、西方国家的经验二、趋势的改变三、中国社会的
特殊性第二节 乡村都市化一、农业社会的村庄二、离土不离乡三、新农村建设第三节 农民进城一、
传统模式：破产迁移与就业迁移二、中国模式：异地就业第三部分 社会事业建设第八章 社会保障—
—生老病死有保障第一节 中国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产生一、新中国社会保障的产生二、公有制条件下
的社会保障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第二节 土地保障一、家庭农业的保障意义二、土地对农民
就业的意义第三节 计划经济阶段的职工福利一、社会结构的要求二、福利政策三、职工福利补贴第四
节 结构转型后的保障要求一、社会转型对社会保障的新要求二、社会保障的结构意义三、新社会保障
体系的形成第九章 医疗卫生事业第一节 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一、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二、农村合
作医疗的发展变迁三、农村“三级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第二节 城市卫生事业的发展一、机关事业单
位的公费医疗制度二、企业职工的劳保制度三、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四、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
改革第三节 卫生事业建设的成就与问题一、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二、我国卫生事业建设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第四节 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一、转变政府职能，增加公共卫生投入二、加强农村
卫生建设，提高农民健康水平三、注重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功能四、探索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
系第十章 教育事业第一节 新教育事业回顾一、苏联教育模式的建立二、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
模式三、市场化背景下教育改革的深化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的主要成就一、建立了相对完整
的教育体系二、完成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三、教育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第三节 教育
事业的方向一、公平问题：城乡与区域资源分布不平衡二、结构问题：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和职业
教育三、体制问题：行政化严重四、质量问题：应试教育第十一章 社会工作第一节 社会工作建设历
程回顾一、地方性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二、公益性民间组织的诞生与壮大三、社区服务的形成
与完善第二节 社会福利事业与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一、儿童福利事业与社会工作二、老年福利事业与
社会工作三、残疾人福利事业与社会工作四、妇女社会工作的推进第三节 社会工作建设的主要问题与
对策建议一、社会工作建设的主要问题二、促进社会工作发展的对策建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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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千年遗产——中国智慧的积淀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发生剧烈
动荡与重大变革的时代。
从整个社会系统来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周天子已失去了昔日驾驭诸侯、统领百姓的权势，王室衰微
、诸侯争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的状况形象地说明了当时国家统治失控的局
面，而在各诸侯国内部也呈现出大致一样的情形。
　　面对这样一种社会系统崩溃状况，同以入世、救世为思想特色的儒法两派的思想家，自觉承担起
确立理想社会模式、探索有效治国之道的重任。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礼坏乐崩”。
因此，他们极力主张“为国以礼”，提出了以“仁”、“礼”为核心的规范思想，力图通过“仁政”
、“礼治”来重建统治秩序。
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继承了商鞅对于现实社会迥异于前朝社会的判断，弃绝“仁政”，力主“法
治”，开辟了一条新的治国之道。
　　第一节　大同社会及其实现途径——孔子的“仁礼相长”　　孔子一生的事业在教学，而他的理
想在救世。
他生逢乱世，眼见生灵涂炭、礼坏乐崩，故而立志救世，期望最终将其改造成一个和谐、安宁的理想
社会——大同社会。
　　大同社会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
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礼运》　　小康社会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
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
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
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
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礼记·礼运》　　显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这种理想社会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清正的官
僚体系，其中既有讲贤重能的高效的选拔机制，当然还有德才兼备的优良的人员基础；二是良好的社
会风尚，社会成员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在财富分配和职业履行方面不以一己之利为皈依；三是完备
的保障制度，不仅成人能有劳动岗位，而且老年人、少年儿童也能得到赡养和抚育，其他矜、寡、孤
、独、残障等弱势群体的生活也都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四是井然的社会秩序，治安良好、人心安定，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这样一种社会建设目标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带有十分理想的色彩，也正因为如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
家还提出了一种次优的社会建设目标——小康社会。
但孔予本人毕生的努力方向却始终是大同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尽管其“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
·宪问》）的坚毅行动在当时并没有显出太大实际的成效，但他围绕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图示而作
为工具手段构建起来的“仁”、“礼”规范体系却构成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和谐人际关系的维系之道　　“仁”在《论语》中出现百次
以上，足见其在孔子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其实，“仁”这一概念在孔子之前即已存在，《国语·晋语一》中就记载有“为仁者，爱亲之谓仁；
为国者，利国之谓仁”，可见，早年人们对于“仁”的理解存在两种不同的侧重。
到了孔子这里，“爱亲”和“利国”分别被发展成人的实践的主要方面，它们一起构成“仁”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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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一）“仁”的内涵　　《说文》释：“仁。
亲也。
从人，从二。
”两个人在一起，就有互动发生，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必须首先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也是
孔子论仁首先考虑的问题。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论语·颜渊》）“爱人”可以说是孔子仁说的出发点。
作为对亲情的一种体验，爱在天性上有亲疏之别，作为对他人关怀的一种实践，它又能层层向外延伸
，由家人至族人，由族人至国人，由此构筑起和谐社会的基础，这无疑已经上升到“利国”的实践了
。
在孔子看来，只有做到了互爱，和谐的人际互动与人际关系才可得以建立和维持，社会成员的共同生
活也才能得以有序展开。
对孔子而言，“仁”以“爱人”为出发点，它同时还具有多个侧面，如为仁的作用、行仁在言行上的
体现等，它们与“爱人”一起，构成孔子的仁说体系。
“仁者爱人”，人为什么要去“爱人”而做一个“仁人”呢？
孔子给出的解释是：“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常处乐。
”“苟志于仁矣，无恶矣。
”（《论语·里仁》）可见，在孔子看来，唯有仁人才能够安贫乐富，退而言之，纵使求仁未得实利
，也无害处可言，这就给了世人以求仁的动力。
“司马牛问仁。
子曰：‘仁者，其言也切。
”’（《论语·颜渊》）这意味着，人首先体现为言辞上的谨慎，以此警醒人们尽力避免“多言而躁
”以致“言多必失”的错误。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论语·学而》）而且，“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
在孔子眼里，花言巧语的人少有仁德可言，而那些强嘴利舌颠覆国家的人更令他深恶痛绝。
究其原因，无非是言多而轻诺，轻诺则寡信，寡信必失众。
除了言辞上的谨慎之外，孔子还认为，人也应当体现为行动上的得体和自如。
“子张问仁于孔子。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
’曰：‘恭，宽，信，敏，惠。
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阳货》）也就是说，人生在世，须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注意持守恭敬、宽厚、守信、机
敏、体谅的品德与风格，才能从他人那里获得敬重、信服、任用、功劳和服从。
　　（二）“仁”的实现原则：忠恕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故孔子除了从多个侧面阐明
“仁”的内涵之外，还对“仁”的实践做了特别的规定。
　　“子曰：‘参乎？
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论语·里仁》）所谓忠恕之义，无非设身处地而推己及人，用朱熹的注解就是“尽己之谓忠
，推己之谓恕”。
它又有积极和消极两层意义：“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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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雍也》）它讲求为人做事要尽心竭力，这是积极的做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它讲求设身处地而推己及人，这是消极的做法，但同样体现了仁的实现原则。
　　涉及以人际互动为基础的社会交往，融洽而充实的关系虽然难以在时时处处都求得，但若以忠恕
为原则去实践仁的内容，即处处以责人之心责己、时时以宽己之心宽人，就可以无隙、无怨、无诈，
人人都可得以相安共处了。
正因为如此，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才把忠恕作为自己贯穿始终的实践仁的原则，《礼记·大学》为
此做了极好的注解：“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
，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
此之谓絮矩之道。
”　　二、以“礼”为核心的法理规范——严明等级体系的强化之法尽管“家国同构”往往被用来强
调传统中国伦理体系与政治体系的同质性，但这种同质性毕竟不能掩盖从亲缘关系内生出的伦理逻辑
与从业缘关系外生出的政治逻辑的本质差异，为此需要在伦理规范之外但须从伦理规范出发构建一个
法理规范体系，以对人们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作出全面的规制，这一规范就是
来源于周公的“礼”。
孔子认为，周朝因袭夏朝和殷朝文化制度的优点而制定的周礼十分完备，值得后世遵奉。
所以，孔子在构建自己的法理规范体系时就以周礼为出发点，但他在将周礼纳入自己以“仁”为思想
基础的规范体系时又对它做了某些发展，一方面发挥了礼在“经国”方面的积极作用，即所谓“礼，
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另一方面强调了礼在“立身”
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对礼的遵从而实现立足社会的目标，即所谓“立于礼”（《论语·泰伯》）。
从而将“礼”视为实现个体自我控制的一种内化的理性准则，同时又是一种外加的法理规范。
正是“礼”的前一层意义构成了与“仁”的连接桥梁，孔子就为连接“仁”和“礼”进而构建一个完
整的行为导向和规范体系以实现社会的秩序与和谐创造了条件。
　　（一）“礼”的内涵　　孔子极为重视“礼”的作用，他说：“不学礼，无以立。
”（《论语·季氏》）类似的话在《论语·尧日》及其他篇中都有出现，但孔子自己并没有对“礼”
的内涵作特别的阐释。
在解释《论语·为政》篇中“齐之以礼”的含义时，朱熹注解道：“礼，谓制度品节也。
”如果回溯《礼记·檀弓下》所载的“品节斯，斯之谓礼”以及《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所载的“夫
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不难发现“礼”与“品节”进而与“制度”的一致，而且构成统摄自然世
界与社会世界的全部秩序的普遍法则。
可以说，在孔子重建社会秩序的蓝图中，“礼”就代表了规定社会等级序列的法理规范，他所要建设
的也正是这样一个制度体系。
　　孔子重视礼的作用，但少见正面的阐释和说明。
人们可以从他对于当时社会上一些非礼行为的指斥中把握孔子对礼的作用的体认。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又有，“三家以雍彻。
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还有，“季氏旅于泰山。
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
’对曰：‘不能。
’子曰：‘呜呼！
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论语·八佾》）。
周礼规定，天子能用八佾也就是一列8人、八列共64人的乐舞，诸侯、大夫和士分别只能用六佾48人、
四佾32人和二佾l6人的乐舞；季氏只不过是鲁国的大夫，依礼只能用四佾，可他竟然用了八佾；周礼
又规定，天子祭祀后撤祭时唱《雍》作词的歌，而仲孙、叔孙和季孙不过是三家大夫，撤祭时也唱《
雍》作词的歌，可这首歌的歌词却是“助祭的是诸侯，天子严肃静穆地在那儿主祭”，但在三家的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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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上，既没有诸侯，更没有天子；周礼还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祭天下名山，诸侯则只可在封地内祭山
，可现在身份只是大夫的季氏却也去祭泰山。
对于这些僭越的举动，孔子表现出了明显的痛恨。
联系到孔子对晋国执政者赵盾铸刑鼎所发“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感
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孔子对于社会上诸多僭越事件的批驳，其主要的考虑就在于，周礼所体现
的法理规范体系的崩溃会打破西周以来“贵贱不愆”的稳定的等级序列格局，进而导致社会的脱序。
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所要建设或者重建的礼其实是维护既有等级体系的法理体系。
　　（二）“礼”的实现原则：正名　　自殷商始，人文主义逐渐从神文主义分离并独立，礼从敬神
的典礼演变为既敬神又敬人的仪礼，到西周，更从中衍生出系统规定包括宗法和封建在内的一切等级
关系的周礼。
但到春秋末年，周天子权威旁落，公室衰微，大夫专权，周礼受到极大的冲击。
孔子以复兴并光大周礼为目标，以“正名”为重要原则，力求圆满实现“礼”的效应与功用。
　　所谓“正名”就是要严格地确定每个社会成员在社会关系体系中的恰当位置，使其严格地遵循和
履行这一位置赋予他的角色和义务。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奚为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论语·子路》）“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对所谓“政”也就是治国安邦来说，首要的环节是名分及其所确定的秩序，
只有各守名分，国家才能稳定，社稷才能平安，否则，“名失则愆”（《左传·哀公十六年》），“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
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系统的失调和紊乱，沦入一种失范状态。
可见，孔子重视“正名”，意在将“礼”从一种至上的准则层层下推，最终落实到刑罚之上，去实现
对人的约束和规制。
同时，人们也可以看出，孔子从“仁”、“礼”的贯彻出发去实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但他并不
排斥刑罚的作用，而是肯定了其在国家管理和社会建设中的正向作用，特别地，当孔子听说晋国大夫
叔向要将贪赃枉法的同胞兄弟叔鱼定罪处罚时，他毫不保留地表示了自己的赞许：“叔向，古之遗直
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
”（《左传·昭公十四年》）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孔子的“仁”、“礼”学说并非局限于发展宗法制
的“亲亲”思想，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新兴法治派的“利国”观念，并将其统合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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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毛泽东，1949）。
　　改革开放30年后，我们有了《中国经验》。
　　新闻出版部署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
　　从千年遗产、百年梦想到今世蓝图，从社会目标建设、社会结构建设到社会事业建设，这是一部
大气磅礴的作品，一部可以让人掩卷深思的作品，值得每一位关心中国社会建设事业的人阅读和收藏
。
　　（谢立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经验》填补了理论
界过去对于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的一个学术空白。
全书视野开阔，结构新颖。
宏观阐述与微观论证结合，历史叙述与逻辑分析相融，能够带领读者穿井探源、搜幽洞隐，感受中国
社会建设的风雨与彩虹⋯⋯　　（王国华，北京工业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国家民政部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经验》通过描述社会目标、社会结构与社会事业三个方面的社会建设实践
，从社会学理论层面尝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是一种值得大家关注的努力。
　　（朱力，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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