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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论坛
:

社会现代化

编者按
:

发展是当今中国和世界 的中心主题
。

举世 瞩目的中国现代化 正处于其改

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
,

预计将于下世纪 中叶基本告成
。

现代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

程
,

有赖于多学科 的分工和综合研究
。

社会学的突出属性便是综合性
。

培养和造成跨

世纪 的人才
,

是实现现代化宏伟 目标的主体 工程
。

为此
,

本期特择发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 究生院 93 级博士研 究生在
“

社会现代化
”
讲座 的课堂讨论发言稿 6 篇及一篇国外

中国留学生来稿
。

希望青年们朋友更积极地投身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

并有更多的人

参与中国现代化和社会学的研究
,

共促中国社会现代化 的成功和社会学的繁荣
。

面对现代化的思考

考古学专业 施劲松

现代世界是处于工业文明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世界
,

我们无疑都受惠于现代化
,

但同时也应

看到
,

我们也正受制于现代化
。

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

但也带来了地球有可能遭受严重破坏的危险
; 现代工

业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

但却带来了环境污染和能源枯竭
;现代商业促成了社会的繁荣

,

却也俗

化了人的精神领域
;
自由的争取

,

则引发了无休止的暴力
。

人 口膨胀
、

经济发展失衡
、

饥荒
、

核威

胁
,

乃至人的异化
,

这一切都足以破坏自然环境的平衡和人类社会的和谐
。

如果我们不怀什么偏见
,

如果我们能充分估计到不同民族文化的自身价值
,

那么我们就会

发现一些置身于文明世界以外的 民族生活得更好
。

非洲的布须曼人从事采集和狩猎
,

每周工作

2
.

5 天
,

每天工作 6小时
,

并且只有 60 %的人从事直接生产
,

他们即可获得充足的食物
。

而每人

每天获得的热量和蛋 白质超过了现代西方人的规定营养额
。

从事园圃农业的赞姆巴加人同样

只需支付相当小的能量投资即可获得足够的食物二他们有稳定的社会组织
、

互惠的分配
、

低能

量的收支
、

自然限制的人口增长
,

能与周围环境保持巧妙平衡并且不必终岁劳动
。

难怪有人说
:

“

原始人是人类的 儿童
,

文明人的痛苦和欢乐只是一个老年人的伤感和淫乐
,

因此我们生活在

一个更为阴郁的世界上
” 。

今天由于环境的恶化
、

食物资源的枯竭
、

生活方式的改变
,

使这些民

族正在消亡
。

而使他们的生存遭受严重威胁的
,

正是我们今夭的现代化
。

我们并非一味怀古
,

正是意识到当前的种种危机
,

美国曾进行过一个
“
生物圈二号

”

实验计

划
,

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和先进的技术
,

其 目的就是使人类今后可以在不受外界影响的情况下

自给自足地生活
。

殊不知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 (也许有一天人们不得不这样做 )却是一种

工业文明以前的生活方式
。

几千年以前世界上出现了文明
,

但文明对野蛮的扬弃并没有消除环境对人
,

或其它 自在力

量对人的束缚
,

没消除外在世界对人的异己性质和人的不自由状况
。

文明给人类带来的自由和



讲

价值常常伴之 以新的更大的不自由和对价值的否定
。

每一阶段文明的进步无非是把前一阶段

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转化为新的普遍形式
。

现代文明或说现代化也同样如此
。

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生产使经济效益和 劳动生产率得以

增长
,

无限制的消费使社会 充满活力
。

然而资源是有限的
,

我们应懂得物质消费的增加不能直

接使我们走上富裕之路
,

现代生产和生活的方式应加以改变以适应我 们的环境
。

人们根据几千

年积累的知识
,

应当对生态环境有足够的认识
。

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中有一种观念
,

认为人能支

配和控制大自然
,

这对现代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

当人们意识到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时也许

会出现一种新的为人们认可的意识形态
,

这样世界或许会向多极发展
,

但现代文明的矛盾依旧

难以解决
。

我们在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同时
,

应当意识到今天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是在技术范围之外

的
,

要解决这些 问题不能光靠科学和技术的新发展
,

更重要的是需要人类新的认识
、

新的思想
、

新的价值观念
;
需要各个国家

、

各个民族
、

各个地区乃至各个个人
,

克服从局部利益出发去考虑

问题
,

更多地从全人类的前途考虑
,

须知我们所有社会中的人
,

不论相互间的各种分歧是如何

大
,

都是生存于同一个小小的星球之上
,

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

地球的未来就是人类的未来
,

破坏

地球经过若干亿年的发展取得的平衡
,

即是破坏人类赖于生存的基础
。

面对现代化
,

我们应该思考
,

能不能为整个人类制定一个共同的 目标
,

扫除因国家
、

民族
、

文化和宗教等的不同而人为设置的各种障碍
,

使人们达成一种共识
、

找到一种共同认可的价值

观
,

携手拥有一个共同的未来
;
能不能和平地改进贫困地区的经济状况

,

制定能持续改善大多

数人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状况的发展途径
,

使现代化服务于社会和环境这种双 目标
,

让社会和环

境因现代化而付出的代价最大限度地减少
;
能不能 了解每一个民族和国家

、

每一种文化和宗教

的一些独一无二的特点
,

因为现代化不一定就意味着西方化
,

日本经济发展的实际经验就已告

诉了我们这一点
。

思考这些问题也许比现代化本身更为重要和迫切
。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体制改革

农业经济学专业 谭秋成

虽然现代化是一个包括社会经济
、

政治
、

文化
、

道德及人自身全面发展的过程
,

但现代化首

俄 先是工业化
,

或者说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必要条件
。

各国由于资源察赋
、

外部环境
、

政

治信仰不同
,

选择发展工业化的途径是不同的
,

如果以配置资源的方式来看
,

基本上可分为两

种模式
,

其一是市场经济逐渐转化模式
;
其二是计划经济强制推行模式

。

一
、

工业化成功国家的经验

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及地区都毫无例外地推行了市场经济逐渐转化模式
,

该模式有

以下几个特点
:

1
.

通过税收等财政手段吸收农业剩余作为工业发展资本
,

承认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和财

产收益权
;

2
.

在吸取农业剩余时
,

政府通过土地改革
、

兴建农业基础设施
、

开展农业科研和技术推

广
、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补贴等多项政策措施保持农民的积极性和农业生产活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