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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朝祥，男，1965年出生，祖籍安徽庐江县，法学博士，副教授。
1987年7月，安徽六安师范专科学校毕业；1998年5月，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7年6月，苏州大学研究生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近年来，主持完成校级和厅级科研项目2项，参与完成国家重大招标课题1项：目前主持江苏省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办在研课题1项，校级重点课题1项，参与国家一般项目1项，省部级课题2项；在《当代世
界与社会主义》《南京社会科学》《理论月刊》《前沿》《理论与现代化》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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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性 中国当下进行的社会转型实质上就是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因此，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的必然产物，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是中华
民族自强和国家强盛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巩固其政权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
路上的一次新的探索。
 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起步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时期。
“以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史学界已初步达成共识。
”①但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维新，或是晚清政府的立宪闹剧，最终都没有能够挽救腐朽的清王
朝的覆灭的命运，也没有使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也没有真正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
的现代转型；相反，中国由封建社会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究其原因，正如有研究者所说，尽管封建统治者在变革图新上经历了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
化层面的三次转换，但当时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关键既不是器物问题，也不是制度问题，更不是文化问
题，而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主义的腐朽。
因此，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关键是：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的旧制度，建立新的国家。
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是民族的独立，国家的解放。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
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企图在不反对帝国主义的前提下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使中国走上现代
化的道路也只能是幻想。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再次停顿，社会的转型也没有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我国社会转型中的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形态
的一次质的飞跃，它使我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
基础。
建国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农业、工业、科技、军事、国防等方面均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和进步。
 但是，不可否认，一方面，直到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我国仍然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农业社会、
乡村社会、封闭半封闭社会、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同质单一性的社会和伦理社会，传统社会
的结构色彩依然很浓。
也就是说，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分化程度很低、分化速度缓慢、具有较强同质性的社会。
这主要表现为：第一，社会的政治中心、意识形态中心、经济中心重合为一，国家与社会合为一体以
及资源整合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国家具有很强的动员与组织能力，但结构较为僵硬、凝滞。
这种结构形态可称之为“总体性社会”。
第二，社会的组织类型和组织方式简单划一，都是按相同的模式建构和按统一的方式运行。
所有的社会组织，不管是行政的、事业的或经济的、政治的，均由政府控制和管理，均有一定的行政
隶属关系和行政级别，并依次从政府那里获得按计划分配的资源；同一类组织在内部结构、社会地位
以及行为方式上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类别、不同等级的组织之间虽在资源获取多少、权力大小、专业
职能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在行为方式和制度框架上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
在与国家的关系上，所有社会组织都缺乏独立利益和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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