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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

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运用发展社会学理论，围绕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未成年人保护、
国防建设等方面，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理性分析，并就如何在社会转型中实现社会
发展目标提出见解。其要点在于：
第一，对中国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转型的回顾和分析。通过对转型期的社会发展、社会规划、制
度安排的论述，使学习者了解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式发展道路。
第二，对社会发展理论进行讨论与借鉴，对中国当前的各类社会问题进行理性的观察和分析。面对当
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站在什么样的角度、用什么样的视角进行观察和分析尤为重要。当代中国
社会的转型与发展的实践，检验着我们的思维取向。
第三，对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作理论探讨。发展社会学中关于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论述，关系着对
于社会问题的判断。如何解释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的内涵，在当下需进一步讨论。
另外，各章均提供个案分析以便学习者结合本章内容作深度思考，其用意是增强社会学的应用张力，
希望有意者作庖丁解牛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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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山，福建省福州市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从事发展社会学、青少
年犯罪问题、社会风险和国防教育、国防动员研究。两次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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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转型式发展之路　　1.1　转型是发展的基础　　美国著名的法人类学家E．Adamson
Hoebel猜测，人类从建立初步的社会形态一直到l8世纪这一段漫长的时期，是一个由道德向规则的进
化过程，道德的基本观念会先于法律出现。在人类历史中，确立规则和破坏规则之间的斗争始终存在
。一方面出于利益的考虑，总有少数人要依据武力或智谋的资源优势，置身于规则之外；另一方面，
适者生存的法则一直在发挥作用，淘汰机制也会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淘汰规则，进化和进步未必
总是一致。这两方面的作用，使得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1.1.1社会变迁　　传统
的社会学理论以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这一概念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
社会变迁的概念比社会发展、社会进化具有更广泛的含义。社会变迁着重于某一特定的社会整体结构
的变化、特定社会结构要素或社会局部的变化，其中包括自然环境引起的社会变迁、人口的变迁、经
济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变迁和文化的变迁等方面
。社会变迁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按社会变迁的规模，分为整体变迁和局部变迁；二是按社会
变迁的方向，分为进步的社会变迁和倒退的社会变迁；三是按社会变迁的性质，分为进化的社会变迁
和革命的社会变迁；四是按人们对社会变迁的参与和控制的程度，分为自发的社会变迁和有计划的社
会变迁。　　有代表性的社会变迁理论主要有：　　（一）进化论　　法国社会学家A.孔德认为，人
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渐进过程，社会发展总是会遵循固定的路线，沿着一定的历史阶段向前发展
。与理性发展的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科学阶段相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经历了军事、过
渡和工业三个阶段。英国社会学家H.斯宾塞认为，社会发展同生物有机体的进化相似，是一个内部“
细胞”不断分化和结构复杂化的自我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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