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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走向》

内容概要

《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走向》力图依据西方社会历史发展和其学术资源，对西方社会结构及其演变
，尤其是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及其演变，作一种理性的探讨，以增进人们对西方社会发展规律
的认识。《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走向》认为，“私有制与公有制”、“资本与劳动”、“资产阶级
与无产阶级”、“宪政与民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既是决定西方社会结构尤其是近现代西
方社会结构的“构成性要素”，也是我们得以理解西方社会结构的“基本范式”，而“混合所有制”
、“劳动性资本”、“中产阶级”、“法治”、“社会资本主义”，则是上述矛盾、对抗的构成性要
素长期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某种历史成果，社会学家们通常用“橄榄型社会结构”来描述这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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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奴隶主所有制是奴隶主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双重占有，奴隶主不仅拥有生产资料，
而且拥有劳动力，奴隶则不仅不拥有生产资料，而且不拥有自身的劳动力，而成为像牛马一样被奴隶
主所占有的财产或“会说话的工具”；封建地主所有制是封建地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对劳动力的部
分占有，农奴的处境比奴隶的处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不能随便被买卖、鞭挞和处死，至于佃农，
虽然没有摆脱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比农奴又取得了更多的自由；资本主义所有制是资本家占有
生产资料，但不直接占有劳动力，劳动力由工人直接拥有，资本家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来购买劳动力，
而且是仅仅购买劳动力，而不是购买工人的全部身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所有制的发展过程，是
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劳动力由别人占有变为自己占有的过程，是劳动者不断获得解放和自由的过程。
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来看，单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实际上就很难把奴隶主所有制、地主所有制和
资本家所有制从本质上区别开来。2.到目前为止，就整个人类而言，生产资料仍然是最重要的生产要
素，而人的生产能力、劳动力仍然处在次要地位，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仍在主导地
位，而劳动力所有制只占次要地位。但是，促成所有制演变的最终力量是劳动者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
，即人的生产能力、劳动力在生产要素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人类从事物质资料生产
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生产出能够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物质财富。不同的生产要素，对形成物质财富，
有不同的贡献。在远古原始社会，劳动的对象即采集、狩猎的对象——野果、野兽是最重要的生产要
素，对于形成物质财富、维持人类生存的贡献最大。所以，那时的人类对他们赖以维持生存的这些劳
动对象顶礼膜拜，以至每次狩猎前都要举行隆重的巫术、祭祀活动，来祈求被狩猎动物的宽恕。后来
人们从狩猎活动中学会了畜养动物，从采集活动中学会了种植植物，于是出现了原始的畜牧业和农业
，自然，牲畜和粮食成为最重要的物质财富，而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一直到封建社会末期，
土地都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次是生产工具，最后才是劳动者；农业（包括畜牧业）是主导产业，
手工业和商业只是派生的、为农业服务的产业。谁拥有了土地，谁就主宰了经济和社会。到了资本主
义时代，人类不再主要从自然界表层获取物质财富（粮食、牲畜），而从自然界深层获取物质财富（
煤、铁、石油、矿物），于是，以简单生产工具从事的手工劳动便被机器生产所取代，生产工具一跃
而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所取代，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导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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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走向》是当代中国学术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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