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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针对当前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重大问题，本书从和谐社会视角，交叉运用历史和逻辑实证主义、计量
分析、数理模型等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对影响中国发展模式、政策、方法及手段的许多相关理论与观
点进行剖析。
尤其在思想观和方法论上，本书科学剖析了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特色化”旗
号的非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理论观点(如上海指数模式、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和谐指
标、市场经济决定论、发展与和谐线性因果论)。
与此同时，本书在交叉科学方法框架下，把现代社会科学的多种理论与中国社会发展大量实践问题紧
密结合，展开论证分析并提出了社会和谐决定理论。
借此，本书既对那些否定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历史机会主义、唯心主义观点所造成的影响正本清源，又
展现了历史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在探索今天中国社会发展重大相关理论时的科学威力，并示范了现
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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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方法篇　　第一章　“社会和谐”的共性与特性内涵——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
问题之一　　一　引言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突出表现在中国最高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研
究之中。
在“社会和谐”这一问题上，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 （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6，下简称《报告》）借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发达国家社会现代化经验”，
选择“国际高度贫困率”、“国际中度贫困率”、 “贫富之比”、 “儿童死亡率”、 “童工率”、
“最低月工资”六项指标，组成“中国社会和谐指标”。
根据这些指标，它确定“中国社会和谐目标”为：“2010年，社会和谐部分指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基本普及社会救助；2020年，社会和谐多数指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消灭绝对贫困和童工现
象；2050年，社会和谐全面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部分指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在西方社会、经济、福利等领域里挑选几个指标、对照中国这几个方面的现状从而发现差距并寻求
改进方法无可厚非。
但要以几个指标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努力方向、目标和具体衡量标准，从研究方法看，就不
能不确立衡量对象（“社会和谐”）的具体内涵，不能不论证使用某种方法的依据与目的，不能不阐
明其功能、要求和局限性，不能不分析这种衡量本身的适用性、合理性、可靠性以及反映事物本质的
程度等方法论问题。
而《报告》恰恰是在使用量化方法时忽略了这些方法论问题。
单纯的量化和简单的结果不仅在衡量方法上带有主观意识（甚至是主观唯心主义意识），而且衡量标
准和指标选择本身也会对“社会和谐”内涵产生曲解。
　　从所选指标、衡量方法以及设定目标看，《报告》在未经论证条件下设定了国与国之间横向比较
的“和谐指标”，使这些以资本主义国家在其自身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政治结构、矛盾冲突、
发展路径、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带有特性的结果成为带有共性和普遍性的“指标”，并
以此衡量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和谐。
这样， 《报告》就预定（Presuppose）了以下论点和命题。
①当“借鉴发达国家社会现代化经验”，“选择六项指标，组成中国社会和谐指标”时， 《报告》实
际上为“社会和谐”做了定义。
这六个方面也就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涵，中国在这六个方面的指标越接近西方
标准社会就越和谐；②联合国所设立的“千年指标”和发达国家标准是带有普遍性的国际指标；③社
会和谐只有在经济发达条件下才能取得，而且经济越发达社会就越和谐；④西方国家不仅比中国和谐
，而且是世界上最和谐的社会，其指标是世界其他国家努力的方向；⑤根据上述四点做反向推论，西
方制度、价值观、发展路径和模式都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方向、模式，是其他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榜样
（那么中国特色、其他各国自身特色从何谈起，又怎样解释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同模式呢）；⑥如果依
据这种衡量方法和理论观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和谐的社会，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将意味着在“
最和谐”的社会首先爆发革命；⑦“和谐社会”的理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因素”关系已经选定（
如根据《报告》所建立的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童工率就会下降；降低童工率，家庭就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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