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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现代化理念、战略、模式从何而来，又如何演化？
未来中国现代化向何处去？
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历程与现代化理论、战略如何互动？
当代中国现代化过程存在什么问题，问题是如何来的，又是如何逐步抒解的？
现代化与”三农”问题如何勾连，现代化视阈下如何积极推进农民流动与城市化？

带着这些问题，何爱国的这本《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全面探讨了现代化理念、思潮、战略、政策取向、指标体系的演进过程。
既系统地回顾与反思历史，又深入地对历史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实，前瞻未来。

《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适合于从事现代化相关研究的学界同仁、关注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
政务人员、研修相关学科的莘莘学子以及企盼民族复兴的社会大众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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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走自己的路：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及其路径的独创性
导言
第一章 新中国现代化核心理念的四次转变
 一、第一次变迁：从三民主义现代化到新民主主义现代化
 二、第二次变迁：从新民主主义现代化到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第三次变迁：从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四、第四次变迁：从发展到科学发展，从“小康”到“全面小康”
第二章 毛泽东对苏联经典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批判
 一、批判基调：对苏联的学习与超越
 二、对苏联公有化理论与实践的批判
 三、对苏联计划化理论与实践的批判
 四、对苏联工业化理论与实践的批判
第三章 重探现代性：新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演变
 一、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战略
 二、学习苏联的现代化战略
 三、“借鉴苏联，统筹兼顾”战略
 四、“赶英超美”战略
 五、“农工商并举”战略
 六、“四化”战略
 七、“小康”战略
 八、“全面小康”战略
 九、“科学发展”战略
 十、我国现代化战略的演变态势及经验教训
第四章 发展取向的三次转型：11个五年规划的回顾与前瞻
 一、“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以工业化为重点，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二、“六五”计划到“九五”计划：以市场化为取向，重视社会发展
 三、“十五’’计划以来：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完善市场化、推进城镇化为新的着力点
 四、11个五年规划的发展态势与未来取向
第五章 中国现代化指标体系演进
 一、从“基本小康”的指标体系到“全面小康”的指标体系
 二、从重GDP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到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的现代化指标体系
 三、中国现代化指标体系演进的思考
第六章 从外视向内转：“四化”理论的形成与蜕变
 一、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四化”理论的萌发(1949～1954)
 二、“四化”提法的定型：“四化”理论的形成(1955～1963)
 三、“两步走”战略的形成：“四化”理论的完善(1964～1978)
 四、从“四化”到“小康”：“四化”理论的蜕变(1979—1990)
 五、对“四化”理论蜕变的解析
第七章 邓小平与中国现代性重构
 一、现代性目标重构：从“大同”到“小康”
 二、现代性主题重构：从“革命”到“发展”
 三、现代性模式重构：从“模仿”到“创新”
 四、经济现代性重构：从“计划”到“市场”
 五、政治现代性重构：从“专政”到“民主”
 六、国际现代性重构：从“封闭”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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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互动：中国“开放”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一、“开放”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二、“开放”政策的基本内涵与战略地位
 三、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根源
第九章 改革开放以来小康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一、小康理论的发展行程
 二、小康理论的基本构造
 三、小康理论的基本特点及“大同小康”之变的深刻根源
第十章 现代性与本土性交融：中国小康指标体系的演进
 一、中国小康指标体系的形成(1979～2002)
 二、中国小康指标体系的发展(2002～2007)
 三、中国小康指标体系的完善(2007年至今)
 四、中国小康指标体系演进的反思
第十一章 大城市化：中国现代化的新选择
 一、现代化意义的城市化是大城市化
 二、中国城市化的路径及其问题
 三、中国大城市化的时机业已成熟
第十二章 新工业化路在何方：21世纪初的新工业化思潮解读
 一、新工业化思潮缘起
 二、新工业化思潮特点
 三、新工业化思潮形态
 四、新工业化思潮评析
第十三章 人文化与市场化交融：第三次国学思潮探析
 一、兴起及内涵
 二、流派分析
 三、特征分析
 四、背景及根源
 五、反思与前瞻
第十四章 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探讨与实践指向
 一、生态文明的含义
 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路径与方式
 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
第十五章 市民返乡与农民进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流动
 一、农民流动的路径与方式
 二、农民流动的动力与制度分析
 三、农民流动的限度及其原因
第十六章 新中国第一次农民进城潮的形成与消解
 一、农民进城潮形成与消解的实证分析
 二、农民进城潮形成的制度分析
 三、农民进城潮消解的制度分析
第十七章 社队企业体制下的农民流动
 一、社队企业遍地开花，农民大规模地向社队企业集聚流动
 二、社队企业停办，农民流动停滞
 三、社队企业重新焕发生机，成为农民流动的唯一渠道
 四、社队企业飞速发展，农民流动离土不离乡
 五、社队企业体制下农民流动的反思
第十八章 乡镇企业体制下的农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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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形成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流动的第一次高潮
 二、乡镇企业整改，农民流动趋缓
 三、乡镇企业进入战略发展阶段，农民流动呈异地化与饱和化
 四、乡镇企业进入深层改制时期，吸纳就业能力大幅下降
 五、乡镇企业在城乡一体化与现代企业制度架构下改革，农民流动多元化
 六、乡镇企业体制下农民流动的反思
第十九章 从城乡二元走向城乡一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流动机制变迁的考察
 一、农民流动机制的历史变迁
 二、农民产业流动机制变迁的解析
 三、农民城市流动机制变迁的解析
 四、农民流动机制变迁的特点与经验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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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如何才能使中国消除贫困，走向经济起飞与持续发展之路？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
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今后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
②就国内条件而言，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破除“穷则革命富则修”的错误观念，提倡共同致富。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致富。
致富不是罪过，而是光荣。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这种富是共同富裕。
其二，解决农村温饱与发展问题。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邓小平把解决全国温饱问题寄于农村发展上。
邓小平认为，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
是好起来。
不过，邓小平认为农村问题不难解决，关键是实现“两个飞跃”：一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要长期坚持不变；二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集体经济，发展和提高乡镇企业，这是很长的过程。
④其三，最艰巨任务是进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先农村后城市。
农村改革很大程度上属于农民的创造，党和政府因势利导，而城市改革则复杂得多。
邓小平意识到，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党和国家当前压倒一切的最艰巨的任务。
在1992年以后，邓小平启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使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加速，由此也带动
了整个社会全方位改革的推进。
邓小平指出，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保证达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21世纪更
好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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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发展呈现一幅波澜壮阔的现代化画卷，现代化成为当代
中国发展的主题与方向。
经由一个多世纪的艰苦探索，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全方位的艰苦探索，中国人终于开辟了一
条真正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实际的具有独创性的转型路径。
它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成功地解决了并正继续解决着中华文明转型中外铄与内生，大一统与人的普遍
自主化，人的德性、知性与诗性全面发展这样一些根本性的矛盾。
“当代中国现代化研究丛书”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战略与对策的角度.运用计量与质性、理论
与调研、多学科以及现代化综合科学的研究方法，致力于当代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系统研究，对
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理论、理念、实践、制度、政策、战略、进程、指标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扎实的研
究。
丛书既能够满足社会各界对现代化知识的迫切需求，也有利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科学建设，同时对当
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当代中国现代化有何问题?未来中国现代化何去何从?透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再现波
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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