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发展观及其转变

贾俊平在 《中国社会报》 9 19 0年 2 月 2 日撰文指出
,

社会发展是指社会这一系统的协调

运行过程
,

是社会如何实现其目前或未来各种 目标的进步过程
。

社会发展的 目标是由一个目

标系统构成
,

在这一 目标系统中
,

核心目标就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

因为人是社会系统

的核心
,

社会系统的存在也正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和利益
,

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各种条件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社会发展也就是人的发展过程
。

这一过程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

第一
,

目的性
。

即社会发展是为实现各种 目标 的 运 动过

程
,

这些目标必须同人的利益和需要相一致
。

第二
,

方向性
。

即社会发展是一种不可逆的方

向性变迁
,

这种变迁必须同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
。

第三
,

多元性
。

即社会发展是以人为核心

而组成的一个 目标系统的实现过程
,

它包括人自身的发展以及为实现人的发展而提供的各种

社会条件 (即手段 ) 的发展
。

第四
,

协调性
。

即社会发展中的各目标应协调一致
,

而不应片面

追求某一方面的发展
。

第五
,

阶段性
。

即社会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

因而不同的社会

历史时期应具有不同的发展 目标和发展重点
。

第六
,

特定性
。

即社会发展是一个国家所特有

的
,

它只与特定时间
、

地点条件下制定的特定目标有关
。

自本世纪 50 年代以来
,

各国围绕着社会发展的重心问题先后形成了 各 种 不 同的发展战

略
,

这些战略的形成与发展
,

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
,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发

展观念上的重大转变
。

这些转变从实质上看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
:

一是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

到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转变 ; 一是从以发展的
“
客体

”
为中心到以发展的

“ 主体
”
为

中心的转变
。

第一
,

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到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宗旨
。

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

战略产生于本世纪 50 一 60 年代
,

这种战略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工业化
,

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
,

它把社会的发展仅仅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
,

把国民生产总值 ( G N P ) 的增长看作是社会发展

的唯一 目标
。

进入 70 年代后
,

这种以经济增长为核心 目标的传统发展模式已 不 再 令 人满意

了
。

人们认为
,

经济的发展不能代表社会的
、

科技的
、

政治的
、

家庭的和个人的发展
,

社会

发展不单单是一种经济规象
,

而是经济
、

科技
、

社会和人 的全面
、

综合及协调发展过程
。

这

就是 70 年代后形成的多元社会发展观
。

新的发展观将社会的发展看作是全面的
、

综合的和协

调的发展过程
。

第二
,

从以发展的
“ 客体

” 为中心到以发展的
“ 主休

” 为中心
。

发展的
“
客体

” 是指发

展的对象
, “ 主体

”
是指发展中的人

。 ’

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
,

其重心在于 G N P 的

增长上
,

这种发展实质上只是为人的发展所提供的一种物质前提或手段
,

这种条件或手段就

是发展的对象或客体
,
因此我们将这种发展称为以

一“ 客体丝 为中心的发展
。

而以人为中心的

社会发展观其重心是放在发展的主体
,

即人上面
,

认为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 ; 人

即是发展的主体和动力
,

又是发展的 目标口这种发展包括人自身的发展和为人的发展提供保

证条件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两个方面
。

人的发展不是孤立实现的
,

它离不开社会发展为之

提供的保证条件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一致的
、

相互促进的
,

而不是

相互对立的
。

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是有利于社会各成员的人的发展
,

它要求社会平等
、

区

域间和国际间的平等
、

关心未来的生存以及注重现在
,

这是保证人的全面发展观必不可少的

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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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社会发展观的转变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
,

它也是人们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

的结果
。

从传统发展观到社会的多元发展观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对前种发展观的全盘否定
,

而

只是将经济发展看作是社会发展 的一方面
。

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思想将人置于社会发展的

核心
,

这无疑是社会发展观念上的一次历史性变革
。

因而
,

它应成 为指导一个社会发展的主

导思想
。

二十世纪中国家庭的变迁

张敏杰在 《浙江学刊》 19 8 9年第 6 期撰文 《二十世纪中国家庭的变迁》 ,

指出二十世纪

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革的时代
,

延续了二千余年而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的中国传统家庭

也在二十世纪有了根本性的剧变
。

本世纪中国家庭的演变恰恰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产物
。

本文

试图对中国家庭的这种变迁作一线索性的概述和分析
,

以便揭示社会变革与家庭变迁的内在

关系
。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
,

家庭虽然也历经变迁
,

但家长制的宗法家庭模式基本上一脉

相承
。

18 4 0年鸦片战争后
,

传统的封建家庭制度逐渐染上了资本主义的色彩
。

与此同时
,

传

统的家庭制度和观念
,

受到了思想界有识之士的怀疑和批判
。

对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革命发生在本世纪初
。

随着一个与封建士大夫截然不同的资产阶

级
、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出现
, “
革命当自家庭始

”
(秋瑾 ) 的呼声日益高涨

。

资产阶级鼓吹
“
家庭革命

” ,

涉及了家庭间题的各个方面
,

其重点是破除封建的纲常伦

理
,

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明显局 限性
,

他们提出的这种家庭革命是不彻底的
,

因此在推翻清

王朝后
,

封建家庭制度在广裹的农村仍沿袭未变
。

1 9 1 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使家庭成为引起社会普遍注意的问题
,

开创 了中国家庭变迁历史

的新阶段
。

五四运动对封建宗法制家庭的批判比之以前是深刻了
,

但由于当时并没有触及这种

家庭制度赖 以建立的经济基础
,

所 以封建家庭制度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变革
,

也没有寻找出解

决间题的正确途径
。

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
,

中国人民才逐渐认识到家庭间题背后的

政治
、

经济原因
,

逐步实现婚姻家庭制度的变革
。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
,

确定以反对帝国主义
、

封建主义为革命纲领
,

同时把废除封建婚

姻家庭制度
、

争取妇女解放作为自己的奋斗 目标之一
。

一方面是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出现家庭

的渐变趋势
,

如宗法大家庭瓦解
,

小家庭增多
。

另一方面
,

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对旧家

庭制度进行的全面变革
。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内
,

旧的家庭制度有了很大的动摇
,

新

的家庭制度正开始形成
,

但从总体上考察
,

基本上仍是传统家庭制度 占统治地位
。

从建国到 1 9 5 8年人民公社化以前的 9 年时间里
,

城乡家庭经历了重大的变迁
。

变迁的动力

主要来 自两个方面
,

即所有制的改造运动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的公布
。

这一时期中

国的婚姻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迁
,

表现为
: 1

.

婚姻自主意识增强
。

2
。

家庭纽带松弛
。 3

.

家庭

功能弱化
。

从 1 9 5 8年的
“
大跃进

”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到 7。年代 术宣布
“
文化革命

”
结束这近 20

年的时间里
,

中国家庭的变迁经历了巨大的曲折
,

受到
一

j’I 丙次严重的冲击
。

第 一 次 冲 击是

1 2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