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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是由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创始人罗荣渠教授创意并亲
自策划的系列学术丛书。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现代化大潮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兴起，现代化研究也由长期被拒之于国门之
外一变而成为国人共同关注的课题。
为了组织和推动对现代化理论与进程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北京大学于1987年组建了以罗荣渠教授为首
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就是为了开辟一块专门的园地，将“中心”的研究成果和
国内外本领域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比较系统地介绍给读者。
　　1993-1996年，《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由罗荣渠教授主编，先后推出专著、文集、译著共12
种。
这些著作以罗荣渠教授的《现代化新论》为代表，反映了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研究现代化问题所达到
的高度。
《现代化新论》等著作所力图建立的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已经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积
极的影响。
　　罗荣渠先生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96年4月猝然去世。
先生生前曾多次说到他所做的只是打基础的工作，现代化研究还要继’续深入下去，应由更多的人尤
其是年轻人从事这项工作。
他为“中心”制定的规划大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进行现代化理论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总体研
究；第二阶段大体转向地区、国别和专门问题的具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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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加坡国家政权与工会体系的关系兼具国家统合主义与社会统合主义特征于一体，属于一种独特
且重要的政治—社会关系类型，可以概括为混合型统合主义（mixed corporatism）。
本书通过研究1960年代以来新加坡的劳工法规、产业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来探悉新加坡劳工阶层的
利益如何通过工会体系得到有效的汇聚与代表。
其中，重点考察了全国职工总会（NTUC）如何启动新加坡工运现代化进程、如何推进劳资政三方代
表协商机制（tripartism）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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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新加坡“民主工运”的崛起　　二战结束以后，曾被日军赶跑的英国殖民者重返新加坡和
马来亚，发现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当地人民的臣服和仰视，而是逐渐升腾的反殖反帝斗争姿态，而且激
进劳工运动成为政治斗争的主要方式。
　　1946～1955年，在马来亚共产党公开组织或暗中支持下，新加坡以职工会会员和华校学生为主力
的反殖运动风起云涌，迫使殖民地政府抓紧考虑实施新加坡自治宪制、修订工会法令，以便控制新兴
的政治势力和社会组织。
1948年，殖民地政府修订1940年《职工会法令》①并颁布《紧急（罢工与关厂）条例法令》，意图控
制激进劳工运动，不过反而激起职工会开展更大规模的反抗。
1954年2月，英国人设计的《林德宪制》颁布，给予新加坡人民公民权并实行选民自动登记制度，由此
催生了人民行动党等新兴政党。
人民行动党成立初期，由于缺少自己的基层组织，加上当时左翼工会主导的反殖运动高涨，该党秘书
长李光耀决定与群众基础雄厚但共产党人居多的左翼工会和华校知识分子合作，争取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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