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克尔斯论世界变迁的动力

曹 中 德 整理

美国科学院院士阿历克斯
·

英克尔斯
,

是现代化 问题专家
,

美国国际关 系协会

副主席
、

斯坦福大学教授
、

胡佛研究所高级研 究员
,

曾任 美国社会学学会会长
,

现

为美中学术交流委 员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分组委 员会主席
。

19 8 3年 3 月至 5 月
,

曾到 中国南开大学讲学
。

19 8 6年 8 月
,

应邀再次来华讲学
,

访 问十几个城市
。

笔者

与他 同行近两个月
,

将其讲 学及谈话记录成文
,

现发表一部分
,

未经 本人审 l’q ,

仅

供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参考
。

英克尔斯说
,

基于各国经济和社会联系日益增加
,

交通和通讯发达
,

人们觉得地球变得

愈来愈小
,

世界好象一个大的社会系统
。

各种理论研究超越
.

国界和民族界限
,

出现了世界社

会学及各种
“
世界体系

”
理论

。

以往人们常常从微观来研究社会
,

研究范围较小
,

一般分为

四个层次
:
个人

,

人际关系
,

制度机构和社会
。

而目前 已经不够了
,

经常需要从世界角度来

研究间题
。

当今世界发展如此迅速
,

其动力是什么
,

或者说其重要动力是什么
,

这是十分重要的间

题
,

对它的正确认识有利于人们做出各种合理的微观或宏观决策
。

英克尔斯认为
,

目前世界上存在四种主要变迁动力
,

它们虽然不能包罗万象
,

但值得人们

特别是研究人员和决策者重视
。

在分析这四种动力之前
,

有必要谈一谈社会现象的几个发展

模式
。

第一个模式
:

C I

—
平行发展

,

互相保持距离
。

第二个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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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点不 同
,

但发展是趋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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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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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C

出发点近似
,

但发展趋异
。

英克尔斯认为
,

政治制度
、

语言
、

宗教等没有出现趋 同现象
,

而人类社会不少方面存在

趋同现象
,

他所谈的四种变迁动力在世界各地都起着巨大作用
,

所以是世界性的
,

它们是世

界新形势的重要推力
。

第一种世界变迁动力是科技革命
。

它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变迁
,

象发动机一样推动社会发

展
。

科技革命从上世纪开始深入人的生活
。

有的学者称科技革命为知识爆炸
,

有的则称之为

掌握知识诀窍
。

可 以说
,

这是一切力量的源泉
。

科技革命始于化学
,

德国首先 出 现 染料革

命
,

逐渐发展到人工染料
,

这一革命至今未止
,

现在人们广泛用化工产 品的确凉
、

维尼龙做

衣料
。

接着是生物革命
,

人发现 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
,

引起医药卫生的变革
。

发明注射
,

可

防止天花和小儿麻痹
,

人类的寿命普遍延长
。

生物革命还大大促进农业生产
,

从前增产粮食

靠扩大耕地面积
,

如今靠改良种籽
。

人类打破 了以往的生死平衡率
。

下一个是交通工具的革

命
。

最初人只能步行
,

每小时走 6 英里
,

后来出现汽车
,

每小时走 60 英里
,

后来有了飞机
,

每小时 60 0公里
,

而 目前的火箭每小时超过 6 ,

00 0公里
。

近年的科技革命集中表现 在 信 息 方

面
。

信息的贮存
、

处理和索取达到空前的速度
,

比从前快上 百万倍
。

当然
,

科技发展也给人

们带来忧虑
,

比如提高了武器杀伤力
,

以致核弹可以毁灭地球
,

平时也存在核污染的威胁
,

世界每年车祸也不少
。

这些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
。

总之
,

科技革命的威力在世界各地都显示出来
,

不管是在什么社会制度的国家
。

差别在

于科技革命所引起的变革
,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早些或快些
,

而在另一些 国家出现得晚些

或慢些
,

也有后来者居上的情况
。

日本重视科技发展
,

在科 学研究上还不算世界第一流的
,

但在技术上是世界第一流的
。

苏联一 向重视科技
,

在困难时期不吃饭也要搞科技
,

因此在现

代化发展上取得巨大成就
。

印度重视科技研究工作和高等教育
,

台湾也重视科技发展
。

比较

起来
,

中国大陆对科技重视不够
,

因此在今后的发展 中
,

印度可能会比中国快些
。

①

第二种世界变迁动力是人口变化
。

这方面首先是人 口增长很快
,

而且是加速度地增长
。

世界上每增加十亿人 口的时间愈来愈短
:
第一个十亿人 口出现在 1 8 1 0年

,

共花了一万年 ; 第

二个十亿人口出现只过 了 1 30 年 , 第三个十亿人口仅用了 35 年
。

如不实行计划生育
,

从 1 9 8 5年

起增加十亿人口只需要 7 年
。

① 单就教育论中国的初等教育普及率要比印度高
,

就综合经济发展指标看
,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1 9 49) 和印度

共和国成立 ( 1 9 5 0) 以来的发展速度
,

中国高于印度
。

近年来印度的发展速度加快了
,

而中国则发展得更快
。

不过
,

我们确实需要更加重视提高初
、

中级义务教育的质量
,

和加强中等技术教育
、

高等教育及科学技术工作
。

— 本刊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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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人口的地理分布起了变化
。

目前世界人 口主要集中在亚洲
,

欧洲在世界人 口中所

占比重逐渐减少
,

邮 / 3降为 1 / 4 ,

人 口重心移到欠发达国家
。

欠发达国家由于人 口太多
,

事

情更难办些
,

需解决的间题成堆
。

贫富不均
、

生活条件的巨大差异促使人们要求改变现状
。

中国全力搞现代化建设
,

同时实行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
,

是十分明智的
。

第三点是人 口质量的变化
。

有人认为人与人没有什么差别
,

其实不然
。

不说别的
,

在生

理上人与人
、

这一代人与那一代人就有差异
。

比如现在青年人普遍比父母高
。

更为重要的是

人 口智力的变化
。

世界文盲越来越少
,

中国 79 %人 口识字
,

比印度强
。

而古时候
,

有的皇帝

也不识字
,

写字需要人代笔
。

人们过去强调财力投资
、

实物投资
,

而现代社会十分强调智力

投资
,

用发展教育和培训等办法
,

提高人的素质
,

形成强大生产力
。

可 以说
,

人 口数量的增

加
、

人口生活条件的差异和相互攀比以及人口素质的提高构成了巨大社会发展动力
。

第三种世界变迁动力是思想变革
。

不 同国家对思想变革有不同定义
,

但每个国家都发生

着意识形态上的变化是共同的
。

意大利有文艺复兴
,

法国有过启蒙主义运动
,

英国有大百科

全书派
。

近数十年中国的观念变革主要表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发展科学研究上面
。

当然
,

各国都应从启蒙主义者的水平上向前发展
,

思想观念合理性程度愈来愈高是一个趋势
。

随着社会和生产的发展
,

消费观念变革也是世界性的
,

一些国家鼓励人们消费
。

五十年

代中期苏联提倡发展公共汽车而反对发展私人小汽车
,

可是后来苏联小汽车也越来越多
,

改

变了看法
。

中国曾受到苏联观点的影响
,

但近年也开始考虑发展小汽车
。

人们穿戴的观念也

发生变化
。

英克尔斯 19 8 3年初次访华
,

见中国姑娘多数还穿蓝制服
,

而三年后重访中国
,

姑

娘们衣着变化极大
,

花枝招展
,

同世界其他国家相仿
。

中国人三年前渴望买东西是自行车
、

黑 白电视
,

而现在想买的是彩色电视
、

高档电冰箱
,

富裕者还想买小汽车
。

在封建帝国
,

人

只能尽义务而无权利
。

而现在中国宪法和许多国家的宪法都规定
,

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
,

享

有衣食住行的权利
,

这些权利不只给官员
,

而且给全体公民
,

不只给男人也给女人
。

民众拥

有的权力越来越大
。

人们要求建立法制社会
,

受到公平的待遇
,

这形成了推动社会的强大力

量
。

第四种世界变迁动力是组织变革
。

各国的社会组织数量 日益增多
,

规模在扩大
,

复杂性

也在增加
。

过去人们生活在几十人
、

几百人的社区
,

而现在可以生活在上百万人的群体里
。

过去一

个生产实体可以存在数百年
,

而现在生产实体变化多端
,

兴建
、

改组
、

解体比从前快得多
。

社会组织的规模往往比从前大
。

有的跨国公司庞大得如同一个国家
,

而小国也可以建立这种

大公司
。

荷兰的菲利浦公司在美
、

英
、

法等许多国家设有分公司
。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分支

遍及各大洲
,

拥有上百万职工
。

再以军队为例
,

古时候一支 3 千人的军 队就很了不起
。

在帝

国时代
,

一支 3万人的军队便威震四方
。

成吉思汗的军队和满族入关的军 队 不 会 超 过 30 万

人
。

但是
,

现代化的参谋部可以指挥 3 百万至 6 百万人的军 队
。

电子计算机能指出各个部队

的位置和弹药贮存处
,

也可以同时让上万架飞机上天作战
。

社会组织机构的变革
,

可以把人

们更好地组织起来
,

既有集中性也有灵活性
。

总之
,

我们生活在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社会
。

这种复杂局面是任何发达国家和超级大国都

无法控制的
。

欠发达国家也在发展
,

来的迟些
,

但迟早要赶上去
,

因为世界存在多种动力
,

把人和社会推向新阶段
。

英克尔斯认为
,

上述 四种世界变迁动力紧密相连
,

它们的相互关系表现为几种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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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相互关联 (I n tr e o
n nc e te n`出 )

。

如城市之间
、

国家之间的电话联系
,

互相可 以

收听广播
、

消息等
。

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也可 以影响欠发达国家的发展
。

如西方石油价格下

跌
,

可以影响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石油收入
,

进而影响这些国家的教育投资等
。

2
.

相互渗透 ( I n t e r 一 p e r e t r a t e d )
。

这种关系在国际贸易中表现最 明 显
。

1 8 0 0年 世

界贸易额只 占世界总产值的 3 %
,

而从 19 5 0年至今已增长到 30 %
。

3
.

相互依赖 (I n f er
一 d e p e n d e n ce )

。

人与人
、

地区与地区
、

国与国都必需交往
,

否 则不

能生存和发展
。

4
.

整合性 (I nt
e
gr at io n)

。

地 区
、

国家
、

民族有整合性
,

但世界还未达到整 合性
,

也许永远达不到
,

因为世界整合性需要有一个世界政府
,

而做到这点看来是不可能的
。

前三种联系形式广泛发展
,

超出一国范围
,

跨国公司便是一例
。

这四种世界变迁动力还有一种重要特点
,

即其变迁率不同于一般的恒态变迁率 (比如按

一个固定的比率如 l %增长 )
,

而呈现为加速的增长
。

也就 是 成 倍 增长
,

如 1 / 1 0
、

2 / 1 .0

4 / 1。
、

8 / 10
。

世界人口如前所述
,

就是这种加速的增长
。

又如人类食物来源于农业的比例
,

古时候食物90 %来自农业
,

现在一般国家 40 %来自农业
,

发达国家农产品只 占国民经济总产

值的 10 %左右
。

过去的数千年间
,

社会产值 80 ~ 95 %来自农业
,

后来在 8 百年期间降为 45 %
,

又过 1 50 年降为 10 %左右
。

这里强调的不是农业总产量
,

而是加速的变迁率
。

而通讯工 具 传

递信息的加速增长率则更其显著了
。

加速增长这一特点告诉人们
,

应充分重视这些动力的发

展情况
。

整理者工作单位
:
南开大学人 口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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