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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研究国家权力的理论著作，作者通过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揭示国家权力的重要性，
通过管理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揭示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
本书作者秉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首先回顾了国家与市民社会概念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作品中的重
要性，认为黑格尔与马克思都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相辅相成，它们之问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当然他们两人的立场不一样。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摒弃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将社会从二元对待中革除了。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葛兰西那里，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关系得到了恢复，但是丧失了辩证关系的
本质。
福柯的观点也可以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但是具有强烈的后现代性。
他强调社会的作用，实际上摒弃了国家，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作者通过考察英国国家发展的历程，认为应该恢复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本质，自由主义者
将国家与市民社会对立起来，强调二者截然分立，河水不犯井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马克思的后
继者摒弃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偏废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方也是行不通的。
作者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辩证关系是通过现代社会的管理机制体现出来的，而法律则是这种机制
的内核。
作者将这种管理机制称之为建构权力，其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建构法律主体、塑造市场和扬弃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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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素，表明国家正式承认了工人阶级的需求。
它是这样一种过程，一方面巩固了工人阶级需求与能力之间的分离，另一方面将工人阶级牢牢地锁死
在一种资本与国家的关系之中。
相应地，工人阶级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权利：公民身份的个人权利，如投票权，通过授予工会合法的
豁免权而获得的集体权利。
劳动与资本的主体性：工会、法人与国家到目前为止，在考察法律与管理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局限于
对个体主体的讨论。
但是，为了更为全面地理解管理和法律在建构国家权力方面的核心作用，我们还必须考察集体主体。
若不进行这样的考察，则法律和管理的存在是为了管制人类个体之间的关系这一自由主义的假设，就
会被证明是正确的。
因为，只有通过劳动与资本的构建，从而将它们带到一起，对市场的全面塑造才能出现；法律所构建
和调解的不仅是作为公民的个体主体，而且是作为阶级分立对立双方权力的集体主体。
马克思主义者注意到工会的明显局限性、它们对现状的认可，以及工会在限制工人阶级活动方面的作
用。
例如，拉尔夫?米利班德将工会称为遏制斗争的行政机关，是“管理阶级冲突的l盟友”，正如收入《
资本主义之下的工会》一书中的大多数文章所认为的那样。
但是这些作者使用的解释性的概念工具常常有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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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管理市民社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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