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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更明确提出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六大任务。
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实现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属性。
因此，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伟大实践，我们
的社会建设无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但与此同
时，我们也应该借鉴吸取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社会建设方面的理论成就与实践经验。
这是因为：第一，在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他们不仅积累了丰厚的物质文明基础，
其社会在经历了多次的激烈振荡和翻天覆地的变化后也基本上趋于平稳；与此相应.在西方社会科学的
发展中.围绕着社会团结、社会正义、社会公平、社会和谐等公众议题也建构起了丰富多彩、视角多元
的与社会建设密切相关的理论和研究成果，这些知识成果作为精神文明的积累和象征，是全人类的共
同财富之一。
第二，我们的社会建设无疑要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要坚持中国特色。
如今，我们已置身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是社会建设所要应对的问题和风险，还是
社会建设可利用的资源，乃至社会建设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全球互通性。
在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那些与社会建设密切相关的理论与经验成果，特别是在当代新的语境中所产
生的成果，对我们的社会建设实践而言，比以往具有更加直接的可借鉴性。
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我们决定翻译出版这套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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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个日益崇尚个人主义的时代，怎样才能维护与繁荣地方共同体及其共同体生活。
本书的主旨在于阐述西方社会的共同体以及社会生活的状况。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将考察后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内容包括后福特主义或后工业主义(第一章)、反
传统性(第二章)和全球化(第三章)对后工业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本书的第二部分讨论了不同形式的共
同体是不是人类生活中所必需和重要的组成内容，并需要采取何种途径在后工业社会里维护与重建这
种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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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后福特主义已经对工作场合以及社会群体进行了重新划分，并对劳动阶层的集体性特征带来了
挑战。
从规模生产转型到灵活的专业化生产，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劳动力。
新的生产技术以及更为繁杂的消费需求，意味着在生产流程中所需要的雇员人数将进一步地减缩；而
且，他们必须接受良好的培训，掌握计算机技术和其他多种技能。
在日本管理模式的影响下，核心劳动力在企业中的地位常常是比较稳定的，他们能够享受到企业的福
利待遇，如退休金和医疗保障等。
这些人往往有极强的适应能力，他们能够组成不同的小团队开展工作，能够在企业里完成多种不同的
生产任务，包括制造、维护、产品改进和生产流程创新等任务。
他们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投入得更多，得到企业的回报也更多，企业也愿意在他们身上加大投资，如为
他们提供更多的培训等。
通过这种良性循环，核心劳动力就变得更加难以替代了，他们的岗位和生活就会有所保障，他们的地
位也能得到不断地提升。
的确，劳动力社会地位的重新定位，已经“改变了原有的财务核算体系，遂使机械设备变成了生产成
本，而劳动力却变成了固定资产”。
所有这些因素已经影响了现代管理的本质，导致传统管理模式下的等级制度的消失，因为这些新型的
“灵活性的”劳动力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和机会来发挥自己的创造能力。
对于企业来说，这些管理方法可以“缩减”与剥离那些被视为非核心的劳动力，所有附加的工作都可
以合同外包的形式加以处理。
这也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可以操控雇员报酬的空间（参见：Harrison，1994）。
所以说，后福特主义的转型，把现代社会分为两种类型。
首先，劳动力被划分为核心的与“边缘的”。
大部分非核心的工作，更多地变成了非全日制的、短期合同制的、谁都可以完成的工作。
那些边缘劳动力总会发现自己受到企业的歧视，例如，他们无法得到那些全日制同事所享受的定期职
业培训机会，也不能享受企业的医疗保障和退休金等。
最终，他们也只有依赖于政府这个“大老板”了（参见：Huntingdon，1997）。
这种发展趋势，也导致了民众在获得社会福利待遇方面的分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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