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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視野》

内容概要

有说香港的公民社会于八○年代已具雏型，但自回归一路走来，从七一游行、五区公投以至近日的区
议会及特首选举，公众及各政党对香港民主发展、选举制度等均持不同意见，各人用不同的方法演绎
各自的民主理念，文有笔战口辩，武有掷蕉动粗，明有总辞公投，暗有种票任命。在猪狼乱战下，香
港这一 奇特的公民社会在政改阴霾下的发展该何去何从？
吕大乐（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新力量网络主席）：
论政这回事，就是无法避开争议，不可能意见一致。如果只能容忍一种想法或主张的话，那便不是开
放的政治辩论了⋯⋯跟陈健民相识多年，大家在很多问题上各有不同看法，时有不一样的意见。但跟
他辩论时，总能够感受到他多年跑田野的经验与观察（尤其是关于公民社会这个课题），同时也可以
看到他对保持开放的政治辩论的坚持⋯⋯尽管明白到大家的想法并不一致，仍想早日读到他所写的最
新评论，刺激一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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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視野》

作者简介

1983年，陳健民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社會學系。大學時期的陳健民活躍於學生運動，並當選
第十一中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外務秘書，著名中大校友何安達及王維基也是該屆幹事。畢業後從事社
區工作，為弱勢群體爭取權益。
1988年，陳健民獲美國耶魯大學獎學金，並跟隨民主研究權威en:Juan Linz與中國研究先驅en:Deborah
Davis攻讀政治社會學及中國研究。1990年獲授社會學碩士學位，1991年獲社會學哲學碩士學位。
1995年，陳健民獲耶魯大學頒授社會學哲學博士學位。
1993年，陳健民始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現為該系副教授，逸夫書院通識課程講師及中大亞
太研究所管治研究計劃召集人；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客座教授、博士導師及公民社會中心理事長；台灣
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研究員。熱愛教學的陳健民，憑藉風趣及深入淺出的教學方法，曾獲
選1999-2000年度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傑出教學獎項，更多次獲選校內最受歡迎講師榮譽。
陳健民專長講授中國研究及民主社會學課題，早年研究貪污腐敗問題，近年集中研究華人公民社會的
發展，認為要改善中國的治理環境，政府、市場、公民社會三方需作出平衡發展，才能達致。
在社會參與方面，陳健民曾出任廉政公署社區研究小組委員會成員、愛滋病顧問局促進社會接納愛滋
病患者委員會、特區政府公共政策論壇成員等。數年前更與朱耀明牧師等人創辦民主發展網絡，並擔
任香港民主發展網絡學者組召集人。
陳健民同時擔任城市電訊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健民經常於《明報》及通訊《民間》撰寫評論文章，就本土民主化問題撰文提出意見。更曾於香港
電台時事節目中任客席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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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視野》

精彩短评

1、舊文重溫
2、陳老師最新力作！容易理解，視角精準。支持！
3、好像是人生第一次这样读political相关的中文书（social movements那节课被我这个傻逼毁了我知道
4、一本香港人讨论公民社会，追求善治的专栏集，大多来自作者原载于《明报》的时局评论，纵横
了近5年来香港政局乱象的点点滴滴以及中国大背景下的事件冲击。关键词包含“公民社会”，“民
主”和“公共领域”。听一个香港人论述社会运动，你会感悟到一种超越了家国情怀的对普世价值的
理性追求。
5、可能因为是选编的一些零散的文章,感觉不太系统.不过抛出了一些有趣的线头,接着可以自己再去慢
慢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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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視野》

精彩书评

1、p. 6-7 以下为吕大乐为本书所撰的序言：论政这回事，就是无法避开争议，不可能意见一致。如果
只能容忍一种想法或主张的话，那便不是开放的政治辩论了。这样简单的道理，知易行难。每当出现
意见相阻时，大家很快便会觉得眼前的争议是意识形态斗争，要全面的压倒对方，不留半点空间。而
且由于重视热情多于理性，这样讨论的用词也就变得针对个人，无意之中使整个过程进一步偏离于以
分析为基础的辩论。一时之间，一切都变为政治勇气、承担的问题，道德挂帅，总之要黑白分明，容
不下异己。我总觉得，在政治争论中所谓政治化、道德化的现象与趋势，形势使然，由它的内在逻辑
所支配，有时与个人无关。但这样说并非表示个人便没有角色。在混乱的局面里，最好还是有人能够
保持头脑清醒，不因局势发展而动摇，坚持论政可以讲道理，需要有证据，而不是只谈主观愿望，或
策略地选取立场。跟陈健民相识多年，大家在很多问题上各有不同看法，时有不一样的意见，但跟他
辩论时，总能够感受到他多年跑田野的经验与观察（尤其是关于公民社会这个课题），同时也可以看
到他对保持开放政治辩论的坚持。他并非时下很多人所指骂的假中立、假理性，而是要以建设公民社
会的方式来介入公共空间，影响社会上的讨论。对于这样辩论的对手，就算大家意见不同，仍会互相
尊重。尽管明白到大家的想法并不一致，仍想早日读到他所写的最新评论，刺激一下思考。

Page 5



《公民社会視野》

章节试读

1、《公民社会視野》的笔记-目錄

        第一章　公民社會與善治
公民社會的視野
不談統治與管治，重視「善治」
治理新思維—政府推動企業社會責任
是時候為資本主義改版！—Capitalism 3.0

第二章　民主社會條件
雖無絕對權力　同樣腐化
經濟困境與民主化浪潮
南亞亂局的啟示
失落的沙龍文化

第三章　香港政改困局
沒競爭的普選解決不了體制問題
實現普選宏願　三方仍須努力
2012政改與墮落時代的開始
政改的大江大海
誰能促進政改協定？ - Reforma Pactada-Ruptura Pactada
南非曼德拉與德克勒克的對話 —政治妥協需要勇氣和智慧
知難而進—選擇對話是要對歷史負責

第四章　香港政治亂象
從浮雲回歸香港政治深層
用昂山素姬眼睛看陳方安生
七一，上不上街？
國民教育想像
議會暴力200年
香港向右轉

第五章　青年與公民社會
不安世代與威瑪文化
* 在兩翼夾擊下耐心打造民主—回應馬國明的批評
* 回應黃國鉅〈威瑪青年與香港青年——與陳健民商榷〉
社會學的應用與誤用—「80後」與社會運動
大學如何促進公民社會？
大學是實踐民主的好地方
附錄一：德國社會民主主義在香港—威瑪共和的問題 /文：馬國明
附錄二：威瑪青年與香港青年——與陳健民商榷 /文：黃國鉅

第六章　公民社會視野看中國民主發展
中國例行——比較魏京生與劉曉波判辭
從政治改革邁向和解——六四傷痛和革命的終結
在廢墟邊緣奮鬥的公民社會
新北進精神
遍地開花的傳播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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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以知識介入社會
Juan Linz —其人、其學問
華叔、社運與生命的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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