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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为指导，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
方法、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统一的方法、理论思辨和实证分析相统一的方法，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结
构转型及其带来的变化，着重论述新出现的公民社会的特征与作用，考察其历史渊源和理想模型，详
细阐述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之间的关系，科学论证公民社会发展的实践路径，提出建构现代性的社
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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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西方学者的研究视野下，社会运动也是公民社会的一种主要结构性要素。
社会运动是指“社会中的某些人的一种活动，是由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社会
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
它是社会成员自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表现为社会中的全体或一部分人为了达到某一目的或解
决某一问题而组织起来进行的集体行动。
查尔斯·泰勒把社会运动称为“寄宿的公共领域”。
在公共理性缺乏和法治规范不健全的国家，社会运动常常采取一种革命激进式的方法，可能演化为群
体性或集体性的事件。
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的各种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黑人运动、环境运动、宗教运动，2005年的巴
黎骚乱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也不缺乏这样明显的例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发生了许多社会运动，如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三反五反”、“大跃进”、“文
化大革命”等。
中国式的社会运动有一显著的特点，就是“行政主导性”，都是在政府有意识的组织和指挥下进行的
，采取自上而下的动员形式。
对于社会运动，我国民众本能地具有一种普遍的误解和反感。
因此，一般来讲，中国公民社会结构模型不主张通过社会革命或社会运动的方式推进社会的变革和进
步，而寄希望于讨论、商谈基础上的沟通、理解和达成共识。
 公民社会的建立应该是内在与外在的统一，实体与理论的统一，实然与应然的统一。
公民社会的整体性特征不仅包括实体维度的结构模型，而且包括解释维度的理论支撑。
中国公民社会的理论预设应该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1.个体本位 其理论前提是，个人的存在及其利益
是社会生活的价值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存在应以保护和增进个人权利和利益为旨归。
个人主义一直是公民社会理论的基石，个人主义与唯我主义、利己主义是不同的，唯我主义、利己主
义是以个人私利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把个人价值看得高于一切，把个人的特殊利益凌驾于社会公共
利益和他人利益之上，为达到个人目的，甚至不惜损害和牺牲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
而个人主义，在哈耶克看来，它主要是一种旨在理解那些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的社会理论，同时
它也是一套源于这种社会观的政治行为规范。
个人主义在政治上的原则包括：其一，个人权利的至高无上；其二，政府的目的在于保护个人的权利
和利益；其三，政治个人主义的延伸必然要求政府的建立必须基于社会成员的同意，政府权威的合法
性来自公民的同意，即民主原则。
个人主义在经济上强调个人追求自己经济利益的合法性，强调个人通过竞争和市场经济实现个人利益
，强调政府较少干预经济。
这样的个人主义是合理的。
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相对的概念，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我国提倡集体主义的价值
取向，因此，在公民社会的理论倾向中，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适应发展的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应该提倡个体本位、集体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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