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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性的生成与培育》

内容概要

《社会理性的生成与培育--中国市民社会的价值理想与实践逻辑》内容介绍：社会理性是社会共同体
及其成员赖以展开一致的集体行动的重要基础。社会共同体的存续，离不开其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
支持、信任以及真诚的合作与责任担当意识。此种文明质素的养成，是健全、成熟的现代“市民社会
”之持续的文化实践和价值观教化的结果。现代性文化历程中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改革实践，正在以中华民族自己的方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客观地造就着一种禀赋着鲜明中
国特色的、普通中国民众可以真实、真切地感受得到的“市民社会”现实。发育、成长中的中国市民
社会，推崇公共性信念规约下契约关系的自主、自律原则。着力彰显并致力于不断拓展社会主体之“
公共责任”意识的培育空间，寻求并不断完善市场逻辑与国家意志的内在整合机制，以普遍的正义诉
求为己任，尝试有效化解新伦理文化观念生成中的诸多困境和深层危机，从而谋求最终实现现代社会
共同体之合理的价值理性共识诉求——共生、共在基础上的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
    《社会理性的生成与培育--中国市民社会的价值理想与实践逻辑》的作者是袁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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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性的生成与培育》

作者简介

袁祖社，1963年2月生。199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2002—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
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文科学部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1996年入选陕西师范大学首届“跨世纪学科骨干人才”培养计划，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资助者”，2008年度陕西省委宣传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级(基础理论研究类)唯一推
荐人选。2010年入选陕西师范大学“宝钢教育优秀教师”(年度特等奖候选提名人)。

    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等。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有：《权力与自由——市
民社会的人学考察》(独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博士文库)、《市场经
济与文化建设》(合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全球化与价值冲突》(合著，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4年版)等5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课题两项，主持教育部社科规划课题三项，参与国家级社
科基金规划课题三项；另有专业学术论文100余篇，发表于国内核心及以上权威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
学》(中、英文版各一篇)、《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江海学刊》等刊物，有10多篇被《
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转载，30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
中心《哲学原理》、《文化研究》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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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性的生成与培育》

书籍目录

导言  人性之高度、文化之深度以及价值之限度——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意义  一、中国“公
民社会元年”及其相关事件回眸：2008年对中国未来转型所具有的决定性、奠基性意义  二、“以自愿
求公益”：公民社会的本质以及公共性真实的文化吁求”  三、公民理性与公民精神：点亮“公民社
会”人性之光辉  四、中国公民社会之“祛魅”：价值理性之限度上篇  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生成及
其基本理论旨趣第一章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发育及其实践文化内蕴探究  一、市民社会的理论及
其话语流变  二、作为一种社会生存样式的市民社会的基本特征  三、市场经济：市民社会的实践基础
与内在限度  四、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历史传统、实践文化内蕴与主体性价值追求第二章  中国“市民
社会”及其基本价值取向初探  一、市民社会价值观：缘起以及实质  二、新价值话语：有别于“国家
”的中国特色“社会价值”的生成  三、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三大价值取向及其内蕴第三章  中国特色
“市民社会”理论探究中的四重视角  一、法学视角：呼唤确立市民法的基础地位  二、政治学视角：
重塑和恢复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合理关系  三、文化学视角：以多元化的文化整体改造和规范现代
人的生存方式  四、哲学视角：对个体主体自由个性与独立精神追求的价值承诺第四章  “市民社会”
理论：阐释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新视角  一、市民社会与现代化：一种天然的渊源关系  二、中国市民社
会对社会现代化承诺：“单线式”现代化思维模式向多线式的现代化转变  三、走进现代化深处：中
国市民社会有关文化与人的双重自觉中篇  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内在机制及价值理想第五章  契约关
系的基本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契约观及其现代意义一、契约关系的基本原则与质性澄明二、马克思主
义的契约观及其对西方“社会契约论”的超越  三、契约精神与现实照面的域境及价值意义第六章  现
代公民之理性生存品质与高尚德性人格的养成——“信用价值观”建设的理论定位与实践追求一、信
用是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二、信用价值是现代公民社会理性公民最为合理的行为价值
取向  三、信用价值观的功能及其实践建构逻辑第七章  市场经济与现代“市民社会”的文化意义共契
与实践价值共生  一、市民社会合作精神与“公共责任”意识的培育空间  二、特殊性社会公域的市民
社会自组织——市场逻辑与国家意志的整合机制  三、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意义共契与实践价
值共生第八章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一、现代社
会共同体之合理的价值理性共识诉求  二、走向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
价值目标与生存信念  三、中国市民社会的公共的秩序观：以“公共性”的名义实现对“社会”的有
效“治理”下篇  文化公共性价值诉求中的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第九章  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与民
众“公共精神”品质的培养与化育  一、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中国民众必须面对的全新的“公
共生活领域”    二、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制对现代“公民社会”之“公共生活”品质的诉求  三、现代“
公民社会”之公共价值的逻辑预设与民众“公共精神”品质的化育与养成第十章  全球化时代类群本
位的公共生活理念与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  一、“世界公民社会”对“公共性”的文化理想与
价值追求的秉承与践履  二、新“公民文化”与现代公民社会“公共精神”品质生成的内在一致性  三
、从“市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世界公民”的人格理想与美德禀性  四、实质性推进新“公
民文化”及其价值观工程的方略与路径第十一章  “现代性社会”价值本体确立与认同的困惑  一、“
现代性文化”逻辑征程中“社会”本位的价值发现  二、“现代I生”观念自身作为新“社会价值本体
”的迷茫  三、现代性观念的超越与“和谐社会”的共同体新质第十二章  公共性的文化建制：中国公
民社会公正实践的伦理价值诉求  一、“断裂社会”公正价值冲突的实质：公共性伦理文化观念的深
层危机  二、以国家信仰的名义重塑社会公正主体：现代性中国的公正难题及其求解方案  三、现代公
民社会之构成性共同体理念：公共性自律与实质性公正理想的实现附录一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问
题研究：理论旨趣与实践意义附录二  市场经济的发育与中国特色“契约社会”的历史生成附录三  现
代“公民文化”对传统“臣民文化”的扬弃与超越附录四  “社会价值”的合理内蕴附录五  文化价值
合理性的实践——逻辑认证与中国现代化附录六  制度的价值追求与现代社会的生存信念附录七  “全
球公民社会”的生成及文化意义——兼论“世界公民人格”与全球“公共价值”意识的内蕴附录八  
“公共精神”：培育当代民族精神的核心理论维度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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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性的生成与培育》

章节摘录

　　市民社会研究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社会体制的一
大变革，实现此一变革需要一系列坚实的社会性条件予以支持。作为一种业已存在的经验性事实，市
场经济的历史实践和当代现实都昭示我们：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相对自足意义的市民社会的存在，
是它自身赖以建立的根本性和社会条件。这个条件的实质就是正确理解和处理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
人的相互关系，建立各自相对独立又共存一体的功能界限，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为个体主体
的发展提供稳固的价值支撑力。　　2.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具有当代意义的中国市
民社会已初露端倪，表现出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点：①相对独立的“社会”出现。与改革前相比，国
家虽仍是社会资源的主要控制者，各级行政权力在决定个人生存与发展条件方面虽仍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但是，社会也已成为控制资源的有力的、潜在的力量，它同样提供着某些影响个人生存与发展
的领域、机会。社会自主性得以显现，独立的社会自主领域开始出现和存在。②相对独立的个人与社
会力量产生。伴随着社会资源占有的多元化和国家与社会的初步分离，个人的独立性也相对加强，新
的社会力量、角色群体开始产生并日趋活跃，③相对独立的社团与非行政化的经济、社会、文化领域
的各种非营利经济组织的涌现。所有这些，都表征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进程需求某种能够对这
些问题作出分析和解释的理论出现。市民社会研究理应也能够担承此一重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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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性的生成与培育》

精彩短评

1、老师的书，思想和内容很好，值得细读。
2、很适合研究用书
3、帮老公买的专业书，自己虽然没读，但老公说还不错，挺好的书！
4、因为有考博的意向，也在为此而努力中。这本书是我准备联系的博士生导师所专著的，有可读性
，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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