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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市民社会》

内容概要

《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国视角》挑选了数位国内知名法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专家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理
论和经验研究，借鉴西方社会和政治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对当前中国的市民社会及其与国家的关系进
行了深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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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市民社会》

书籍目录

序言：“知识转型”时代的中国研究第一部分  理论反思  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  近代中国研究中的“市
民社会”——方法及限度  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  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关
系研究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国家、民问统治精英及民众间互动关系的演变第二部分  历史研究  近代中国
的“社会与国家”：研究回顾与思考  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  
中国的社团革命——中国人的结社版图  国家与社会关系史视野中的中国乡镇政府第三部分  现代发展  
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温州模式  公民社会发展的法团主义之道——能促型国家与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增
权  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传统中国及其现代化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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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市民社会》

章节摘录

　　我们的兴趣和关注的焦点毋宁是：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我们究竟应当以怎样的认知方式来看待
中国现代化的这一两难症结？　　作为对中国现代化问题持严肃且理性态度的知识分子，我们认为，
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论者那
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
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
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无论是国家权力的过度集中，还是政治权威的急剧流失，除了本身（内部结
构）的原因外，无不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外部结构）密切相关，因此，在现代化基本问题的认定上
，必须用&ldquo;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观&rdquo;替代&ldquo;权威本位（转型）观&rdquo;。　　中国现代
化若要摆脱历史的恶性循环，走出两难困境，就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回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无可回避的艰巨课题。　　为了促使理论界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思考，为
了有利于我们在实践中解决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和历史的经验教训，
我们在认真的思考和反思后，认为有必要建立中国市民社会的理论。我们认为，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
的一种战略性思考，这一理论的根本目标在于：从自下而上的角度，致力于营建健康的中国市民社会
。通过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逐渐确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良性的互
动关系，惟其如此，才能避免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两极摆动，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最
终达成中国的现代化。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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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市民社会》

精彩短评

1、邓老师的文章帮我端正了对市民社会的认识，看来以前因不了解而迷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
家与社会的关系应该得到重新认识，市民社会的作用和意义也应该给予正确的认识~~~
2、又是论文集一本~
3、一本不错的论文集，但总觉得缺了些什么，我认为中国市民社会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缺少
公共讨论的意识精神。最佳是孙立平那篇。另外书本较久远了，中国十年变化不可同日而语啊。
4、在国家与社会间划一道界限。
5、2015年读毕的第一本书。第一部分理论反思可读。《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民众
间互动关系的演变》一文，居于知识分子之列，孙立平对知识精英在国家与民众互动中的评价还是太
仁慈了。
6、邓老师的一篇文章很清楚地说明了在中国，市民社会是个什么样的含义，如何区别西方的公民社
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社会的形成具有什么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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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市民社会》

精彩书评

1、翻了一下写作日期，居然是1992年，不禁感慨万千。20年来，中国的市民社会发展踯躅不前，这一
方面导致了政府权力极端膨胀，侵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使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使整个社
会缺乏契约意识，不理性，很容易被谣言等所煽动。前几个月甚至还看到中共政法委书记在“苦口婆
心”地劝说要警惕西方市民社会的陷阱，真是让人心寒啊，中国的民主化道路究竟在哪？不知道邓正
来老师看到这些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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