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礁 金 箭
.

全
.

曰1川
, ` 二 目 ,J ` 二 I

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心 的最重大 问题之一
。

发展与现代化是世界普遍的必然

的社会进程
。

我国 已在进行的经 济
、

政治
、

社会和 文化改革
,

正是为 了加速 中国的发展
,

为

了在 中国全 面实现现代化
。

目前
,

全 国人 民正在改革的实践中努 力探索中国的 发展道路
。

鉴于此
,

认真总结从鸡片战争至今一年半世纪 以 来
,

尤其是解放三十七年来
,

又 尤其是

党的干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
,

中国在经济与社会发展 变革中正反 两方 面的经验
,

进行深刻 的历

史反思
,

分析理论上的得失
,

是把握 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
、

找 出成功的发展之路的重要

前提
。

与此 同时
,

还需要认真研究外国各种学派的 发展理论
,

比较欧美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
、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 国家
、

日本及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亚
、

非
、

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

发展模式
,

探究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
,

并将外国的 实践同中国 自身的

发展进程加 以衬照
,

进行比较研 完
,

从而 汲取 各 国 的 经验 教 训
,

避 免重 复别人所走过的弯

路
,

减少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失误
,

这对于我 国 目前的改革与开放
,

对于我们今后 的发展
,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 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
。

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是社会学研完的重要课题之一
,

社会学有责任去探索和回 答现代化的

实践所提 出的各种新问题
,

为决 策者提供科学的理论思考和必要的政策建议
,

充分发挥这门

学科的 实践功能和
“
参与

” 作用
。

也只 有在时 中国的现实社会发展问题进行经验调查和理论

探索中
,

中国社会学本身才能得到充实与发展
。

西方社会学在其诞生之初
,

就致力于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 究
。 “ 经典 ” 社会 学家衬欧洲

发达国 家现 代化进程的分析和总结
,

为 以 后的 发展理论莫定 了基础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国

际 社会学界对第三世界 发展 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探讨和争论
,

导致 了 “ 发展社会学
” 这支新

分支学科的诞生 ; 七 十年代拉丁 美洲学者提出的
“ 依附论

” ,

向先前以 欧洲为中心的现代化

理论提 出挑战
,

并为发展学说的革新与本土化开辟 了道路
。

依附论曾受到 国际学术界的高度

评价
,

被认为是 第三世界 发展理论 家崛起的标志 ; 七十年代的世界体系论
,

实际上是对依附

论的 发展
、

延伸及修正和 完善
,

它试图从历 史与结构的角度去解释世界土处于三种不同位置

( 即所谓 “ 边隆 ” 、 “
半边睡

” 和 “ 核心 ” ) 的国家在发展条件方面的差异
,
以 及因此而表

现出来的在发展道路
、

发展方式和后果上的不 同特征
。

世界体 系论力求把 以往的各种观
.

点加以 “
整合

” ,
以 创立一种普通实用的发展学说

。

但

是
,

迄今为止
,

这种尝试并不理想
。

第三世界 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复杂性
、

独特性与多样性
,

是 以往的任何发展理论都不能充分解释的
。

第三世界国家正期待 着本国的学者在充分认识 自

己的历 史传统
、

文化根基
、

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基础上
,

衬外来的 发展理论作 出正确的取

舍
,

从而创立本土化
、

内在化的新发辰理论
,

提出现实化
、

具体化的 决 策思想
,
以指导现代

化的 实践
。

在这方 面
,

社会学者必须同经 济学
、

政治 学
、

哲学
、

历史学
、

文化学
、

教育学矛

领域的专家通力合作
,

开展跨学科的发辰研究
。

我们应 当看到
,

正 当世界各国的社会科学家在积极探求第三世界的 发展 问题
,

对各种现



关于功能理论
、

社会系统理论及

社会变动问题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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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社会学是否存在
“
理论危机 ” ?

社会学在其短短不足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中
,

至少 已经过了三次发展高峰
。

第一个高峰在十

九世纪
,

即社会学的草创时期
,

掀起这个高峰的一方是圣西 门
、

孔德
、

穆勒
、

斯宾塞等英国和法

国社会学的创始者
,

另一方是斯坦因
、

马克思等德国社会学的创始者
。

第二个离峰为 1 8 9。年

代至 19 2 0年代
,

即由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开创了社会学的繁荣时期的人们所兴起的
,

他

们是欧洲社会学
“ 五巨匠 ”

滕尼斯
、

迪尔凯姆
、

齐美尔
、

韦伯
、

帕累托以及大约在同一时代

为美国社会学的独立发展奠定 了基础的 G
·

H
·

米德与库利等人
。

第三个高峰是在第二次世界

代化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的时期
,

我国却陷入 了
“ 阶级斗争

” 、 “

路线斗争
”
的内耗之 中

,

在经

济建设和科学研 究上都 出现 了长期的排徊
、

停顿
,

损 失了宝贵的光 阴
,

错过 了与国际学术界

交流
、

对话的宝责时机
。

社会学被打入冷宫近三十年
,

足以反映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我国开始 实施现代化发展 战略
,

并把改革与开放作为这一战略

的有机组成部分
,

在短短 几年 中
,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以人们始抖不及的速度发展
,

经济
、

社

会
、

思 想文化方 面 出现的急剧 变化以及随之引起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讨论
,
已引起世

界各国的关 注
,
大 大激发 T 中国学术界的思 考

。

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向理论工作者提 出 了大量
-

急待探索的 问题
。

我国社会学界及整个社会科学界
,

对当代发展 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可说是刚刚起步
,

研究

力量之不足
,

成果之微薄
,

是与实际的需要极不适应的
,

也是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地位极

不 相称 的
。

然而
,

令人兴奋鼓舞的是
,
目前

,

我 国的社会科学研究 已有 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

境
,

有了 自由讨论的 条件
,

这正是我 国的发展研 究有可能后 来居上
、

取得成就的希望所在
。

今 天
,

中国社会学者正 以 自己强烈的历 史责任感
、

民族 自尊心和时代 紧迫感
,

带着充分的勇气

和决 心去探索社会主义 中国发展 的真理
,

并将 以 自己 独特的 见解
、

薪新的理论对世界发展研

究作 出应有的贡献
。

我国 目前的政治
、

经济
、

社会 变革正处于关健时期
,

伟大的改革实践正

是具有中国特 色的发展理论诞生的现实环境
。

中国社会学者将与世界各国富于批评精神 的进

步学者合作
,

去促进发展理论的 真正革新
,
以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

。

在去年的 本刊 创

刊号上我们发表 了陈一巧 《浅谈 国外发展研 究》 一文
。

本期我们 又刊登 了富永健一和冯 钠吟

两篇有关论丈
,

我们希望将这方面 的研讨开展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