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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始于20世纪末的中国大改革、大开放波澜壮阔。
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和人们思想的大解放，而且促成了中国由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先于其整体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下，自改革开放以来由国家工业化、现代化
和市场化使然的社会结构转型，一方面具有不同于19世纪西方先发国家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社会
结构的非同源性特质与特征，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的：“工业较发达的国
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因此，作为对国家工业化和市场化改革一种必然回应的社会转型，又与世界其他国家因工业化使然
的社会转型具有某些同源性的特征，即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是与工业化相联系的、且作为
工业化的一种必然的回应，具有某种“自然历史过程”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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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和全球化背景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转型加快、经济
社会持续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化，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与问题逐渐显现；因而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社会回应机制”为主题，把“回应”纳入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围，并以此建立“社会回应”理论
范式和建立一种基础性的社会回应机制及机制链等，来化解各种矛盾、控制社会风险与冲突、增强社
会认同与团结、实现社会良性运行，既是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实践的重要内容，又体现着党的十七
大报告关于“加快以民生建设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新要求。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研究、探索与创新是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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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回应及研究范式第一节　研究命题的提出及讨论的情景“回应”是一个社会科学范畴，它是
基于现代治理理论、服务型政府建设、公民社会发展等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复合词，其本义是指回
复、应答与响应的互动过程并隐含着人们的社会行动（实践）。
一、“回应”现象产生的社会情景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管理理论变革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球民
主化进程展开，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改革及职能调整，逐渐由传统的政府管理（管制）向治理转变。
而治理理论及实践的发展。
催生了“回应”这类互动现象：过程及问题的发生。
（一）治理理论及研究视角“治理”一词最早出现在1989年的世界银行报告中，即在“1989年世界银
行第一次提出非洲的治理危机”，并提出良好治理的制度框架。
世界银行1992年的年度报告也是以“治理与发展”为题的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96年还发布了
一份名为“促进處与式发展和良好治理的项目评估”报告。
由此，“治理”概念逐渐发展为一个内涵丰富、适用广泛的理论及实践过程，并在世界各国的民主政
治发展、行政及社会管理改革中得到广泛应用，进而形成了一套评估社会发展和管理优劣的价值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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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5年6月，我有幸争取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主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回应机
制”项目的研究。
在研究中我们提出：“回应”既是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研究的范畴，也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范畴，
并因此突破了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研究“回应”的传统理论及实践界域。
对我们来说，从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视域研究回应、政府回应、社会回应和共同回应等一组理论及实践
命题，是在理论上把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作比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和建构促进社
会和谐的社会回应机制链。
这既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一次拓展，又是探索社会建设的一次尝试，但我们的研究更侧重于政治社会
学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除已公开发表的一系列中期阶段性研究成果外（共有7篇学术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奉献在读者
面前的这本书，就是本课题研究的结项成果。
该书的基本观点和研究的结构框架，以及对本项目的最后修改、统稿和定稿都是由我完成的，如有不
妥之处，概由我本人负责。
参与本课题的人员及研究分工是：戚攻（第一、二、三、十章），陈建先（第四章），戚序（第八、
九章），吴小渝（第五章），刘卫红（第十一、十二章），刘冬梅（第六、七章），李颖参与了第三
章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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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回应机制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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