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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营经济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是最活跃、最积极、最具竞争力的经济成分，并且正在发展成为涵
盖国民经济三大产业、涉及各行各业的庞大经济体系。
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实践证明，民营经济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促进了
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成为启动民间投资和拓宽就业渠道的重要力量。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传统的经济理论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和
指导民营经济的快速成长。
与民营经济发展创新的进程相适应，学术界同样面临如何提升民营经济理论研究水平、构建民营经济
理论体系的任务。
因此，需要不断有新的理论诞生，对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和基本原理加以科学地研究，结
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特有的现实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寻求民营经济增长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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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最大变化是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兴起。
该群体的兴起，是处于当代中国由经济体制变革带来的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
观念深刻变化中最前端的结构性部分，也是与原有的社会结构异质性最强的部分。
本部作品在意识形态所关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领域内，选取了私营企业主兴起
这一视角，来研究中国意识形态的当代转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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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伊格尔顿指出：“理解意识形态就是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和现在，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的解放。
”由于意识形态承载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精华，或显或隐地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可以透过
意识形态来了解过去、认识现在、把握未来。
不仅如此，理解意识形态自身的过去和现在，更加有助于我们冲破精神的牢笼，获得思想的解放。
一般抽象地理解，意识形态是凝固的观念、可视的思想。
如同用一个谎言掩盖另一个谎言，以至于相互叠加的内在谎言组成浑然一体的外在真实一样，意识形
态表面上是一个努力使自己成为不能自我否定的永不破灭的神话。
但实际上，在历史进程中意识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作为历史的组成和生活的真实，与社会形态、人的发展阶段相一致，并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
实现自身的承继性转化。
这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具有内在的思想逻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实践印证，在意识形态自
身结构变化中也有充分体现。
　　第一节意识形态转型的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依据　　尽管意识形态早就先于“意识形态”概念出
现之前而存在，尽管把意识形态作为认识对象并非始于马克思，但“正是由于他的著作的影响，意识
形态的概念才会像今天这样广为流传”，并形成当代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伦理学、宗教学
、经济学等学科极其重要的理论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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