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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简介：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世界性难题，也是中国的世纪性难题。
20世纪以来，中国在解决这一世界性和世纪性难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过惨痛的教训。
进入21世纪，农村和农民问题还将存在，并会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个古老农业文明大国迈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程如何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重要历
史意义的大事，也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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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东航，湖南益阳人，1967年6月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集体林权制度研究》(09&amp;ZD045)首席专家。
1989年福建师范大学历史专业本科毕业，1995-1998年厦门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1998-2006年在厦门
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工作。
其间：2000-2004年在厦门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
2004年-2006年到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在职从事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为我国著名
政治学者徐勇教授。
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文章60余篇，研究报告10多份，其中有多份政策咨询报告
受中央领导批示。
主持和参与国家、省部级课题10多项，并多次获省、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曾到丹麦、荷兰、菲律宾、印度、中国台湾等地进行学术交流与访问。
任国家林业局中国农村林业改革发展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中国政治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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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关于选题和实地调查的准备情况
　第二节 以往研究的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第三节 理论说明
　第四节 研究方法
　第五节 关于资料的说明
　第六节 本书的框架和所涉及的基本概念
上篇 地方社会与“晋江模式”的生成
　第一章 历史视野下的商工文化与地方社会民间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 自然环境、人口演变与行政区划的变动
　　第二节 地方传统社会与商工文化生长的历史考察
　　第三节 民间经济的重挫与重新发韧
　第二章 家族制度与晋江民间企业的创业
　　第一节 闽南家族组织制度的演变与特征
　　第二节 家族制度的复兴与晋江民间企业的创业
　　第三节 晋江家族式企业的特点
　　第四节 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理论的思考
　第三章 侨乡社会经济结构与海外晋江人的作用
　　第一节 侨乡社会的形成
　　第二节 海外一乡土关系的重建与地方经济发展
　　第三节 海外晋江人与地方公共事业
下篇 地方政府与“晋江模式”的变化
　第四章 第一次创业时期地方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政治庇护”
　　第一节 地方政府与晋江民营经济的发韧期
　　第二节 地方政府与民营经济生存空间的扩展
　　第三节 保护民营企业的产权
　　第四节 第一次创业时期地方政府行为特点及解释
　第五章 第二次创业时期政府职能的扩张与地方国家构建
　　第一节 发展引起的变化与挑战
　　第二节 经济建设中的政府业务量与活动范围
　　第三节 社会建设中的政府业务量与活动范围
　　第四节 二次创业时期的机构增加、人员扩充、职能强化
　　第五节 地方治理的制度化与理性化
　第六章 二次创业时期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
　　第一节 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及特征
　　第二节 企业主精英与城市行业同业组织发展
　　第三节 地方精英与地方社会建构
　第七章 结语
　　第一节 从“晋江模式”到“新晋江模式”
　　第二节 “国家一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
　　第三节 从“新晋江模式”看中国现代国家构建
附录晋江大事记(1913-2011)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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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但是，后发国家的发展过程在不同地区之间往往呈现巨大差异性。
因为，后发国家要实现由传播所引发的社会变迁，至少要具备以下两个因素：第一，内在成熟程度；
第二，要求改变该社会现行结构的全体国民的动力机制的形成。
①由于后发国家内部的历史条件和地域文化差异很大，从而使各个地区发展的主体力量和发展过程呈
现很大的不同。
70年代中期形成的“内发发展理论”主张后发国家中也存在内发发展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依附发展
，从而向60年代美国现代化理论提出的内发型和外发型的两分法提出了挑战。
柯文认为，现代化的变迁并非一个简单的“外部冲击一内部反应”过程，其间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
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
对于中国来说，它既是古老的历史在新世纪的骤然断裂，又是这一历史在以往的传统中静悄悄的绵延
。
西方示范效应和中国历史传统辐射这双重变量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
向。
②柯文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能使我们对于中国现代化历程有更深的理解。
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推动中国农村社会兴起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的要素，就是在中国自身的传统中
提炼、转换而来的，明显带有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内生力痕迹。
将内发发展理论运用于本书，其主要原因有：第一，本书所使用的内发发展概念，是“不同地区的人
们和集团适应固有的自然生态体系，遵循文化遗产传统，参照外来的知识、技术和制度自，律性地创
造出实现‘发展目标’的途径，实现目标需要具备的社会状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
③.内发发展过程不仅是一个经济的发展过程，而且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
造，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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