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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学者卷（第2版）（套装上下册）》汇集了当代学者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解说和阐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境遇凸显出来，使马克思主义哲
学与时代课题的联系多方面地显示出来。
这套丛书所选材料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一致，它们之间的差别有时非常大甚至可能是对立的，
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研究材料的作用和意义就会是多重的，其中所包含的一致、差别和对立能够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不同的参考维度，提供较大的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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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当代发展理论林林总总，但大致说来，主要是沿着这样一些学科方向分化和发展的： 首先
是经济学上的发展理论。
发展理论最初是从发展经济学开始的，而发展经济学起初又主要是“增长经济学”。
从对经济增长的探求中，相继产生出各种经济增长模式和增长理论，如从现代凯恩斯主义者中间产生
出了哈罗德一多马的经济增长论、索洛一斯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论、卡尔多一琼·罗宾逊的新剑桥经
济增长论等；从非凯恩斯学派中间产生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缪尔达尔
的经济发展论、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要素论等。
这些增长理论的基本特点，就是把发展视为“经济增长”。
但是后来的实践发展对此提出了尖锐质疑：经济增长是否等于社会发展？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相继出现了“满足基本需求论”、“增长加公平论”、“新发展观”等。
随着对发展概念的拓宽和加深，发展经济学逐渐注意到各种非经济因素在发展中的作用，因而研究的
重心又转向“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论”。
 其次是社会学上的发展理论。
发展社会学最初的理论形态就是“社会现代化理论”。
它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由美国的一批社会科学家首先创立的，其理论基础是传统的社会进化论。
它认为现代化就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而这种进化和发展是单线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
不可克服的原因，其现代化的实现，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
。
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就表现为“西方化”的过程（即所谓的“连续模式”）。
这一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遭到了依附论的批判，依附论强烈反对只从社会内部因素看待发展中国
家的不发达问题，主张从西方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控制来解释不发达现象；坚决反对“西
化”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现代化，只能与西方国家“脱钩”（即所谓的“隔断模式”）。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继续借用依附论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
分析方法，改从世界体系的视野来看待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它拓宽了研究的思路，避免了单纯内因与外因分析的倾向，但其解释框架也有理论局限，因而未能在
理论界占据主流地位。
这样，理论发展后来又出现了多元化的势头。
 再次是政治学上的发展理论。
西方对政治现代化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
不过，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偏重于对政治体制、政治权力结构的静态分析，较少关注政治系统的动
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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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学者卷(第2版)(套装共2册)》所选材料中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并不一致，它们之间的差别有时非常大甚至可能是对立的，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研究材料的作用
和意义就会是多重的，其中所包含的一致、差别和对立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不同的参考
维度，提供较大的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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