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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29~1933年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欧洲社会党纷纷上台执政，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全面兴起。
在战后重建东风的助推下，民主社会主义在经济社会建设方面取得一些成就，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
期。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经济滞胀阶段的到来，民主社会主义高税收、高支出的福利国家模式陷入困境
之中。
虽然社会党努力改革，也出现了90年代的“神奇回归”，但至今仍处于困境之中。
与民主社会主义在“二战”后由上而下的发展路径形成对比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革命成功
之后，经历了摸索、徘徊和快速发展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
成就，并被誉为“中国模式”。
把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模式进行比较，可以得出结论:民主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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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战争导致政府职能的扩大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各国政府不得不动员全社会所有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因此，在战争中，政府的权力得以扩大。
“战争本身需要巨大的国家干预，以物质控制的方式最为显著，使得计划倡导者和凯恩斯主义者能够
进入政府和行政系统。
” 在战争中，政府的职能迅速扩大，以前认为政府不应该管的事，现在则必须管起来，这样就触及20
世纪的一大主题，即国家的作用问题。
在战争的压力下，政府的规模大为扩展，成立了许多新的部门，比如物资供应部、经济战争部、新闻
部、粮食部、海运部、国内安全部，乃至飞机生产部、民航部、城乡规划部、燃料动力部、厂房建筑
部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央政府的规模相当小，自由主义的传统从来都把政府看做“不可避免的祸
害”，因此要尽量限制它，使它不能危害个人的自由。
但要想打赢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一场“总体战争”，没有政府在一切方面发挥作用是不行的，于是
人们认可一个无所不在的“大政府”，让越来越多的“官僚部门”建立起来。
这些新增加的部门在战后大多都保留下来，从而为国家干预整个社会奠定了基础”。
 战争还导致权力集中，丘吉尔也许是20世纪权力最大的首相。
他直接指导战争，直接领导外交行动，直接与罗斯福、斯大林等人通信来往，并直接与各战地指挥官
保持热线联系，指挥战斗。
他成立内阁国防委员会和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亲任其主席；枢密院长委员会是一个内阁外的“内阁”
，负责协调各方面关系。
他还成立了其他各种委员会如生产委员会、本土防卫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粮食政策委员会等，
负责制定各种政策，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对首相本人负责，其所制定的政策要求各部门执行。
 战争还需要对人力进行最大的动员。
战争刚爆发，征兵制就开始了；接着，一系列议会立法授权劳工大臣对全国人力进行统筹支配，包括
必要时向某些紧缺的生产部门指派劳动力。
1940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国民登记，18～50岁的男女必须以某种形式为国家服务（服兵役或参加本
土保卫、维护治安或在政府指定的部门工作等），19～22岁的妇女必须全日工作，其他妇女则至少要
半天工作。
1941年夏，已经有800万男女被组织在军队、国土防卫队或军工生产部门中，到年底，14～64岁的男子
有94％被国家征用，这种规模和形式的动员在英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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