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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社会运动问题，本人完全是门外汉。
本不该对此谈东道西，但因为本研究项目是由亚太所李文教授主持完成，而我又碰巧担任亚太所所长
，故为此书写一篇短序也就成了一项义务。
阅读这部研究成果是一件快乐的事，写序则另当别论。
推不掉，只好勉为其难了。
既然是门外汉，这篇边读边写的序言，也就只好以我熟悉的制度经济学框架来说上两句了，毕竟对其
学术价值的评价需要对整个学科的稔熟和基于常年研究的洞见。
　　依据通常的定义，社会运动是指有组织的一群人，有意识且有计划地改变或维护社会秩序的集体
行动，以求促进或抗拒某种社会变迁。
既然是社会运动，它还意味着参与其中的人数量相当大，持续时间比较长，对一国或一地区政治经济
和社会结构变迁的方向、内容与速度施加了重大影响。
具体说来，社会运动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四种“子运动”：改革运动；革命运动；保守运动（或反动运
动、或回归运动）；乌托邦运动。
社会运动还有其他的分类方法。
本书就将社会运动归纳为四大类：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市民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社会政治上看，东亚国家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其中尤为突显的，便是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社会运动的目标是推动社会变迁。
社会变迁往往与制度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变迁就是以改变制度为最终目标的制度变迁。
在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问题始终占据着研究的关键位置。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说，对社会运动的研究与制度变迁理论有类似的地方，尽管前者的理论基础是政
治学，后者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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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运动这一政治现象频繁发生，对东亚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
响。
本书从理论探索、类型分析和个案研究三个层面对东亚社会运动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通过梳理基本史实，本书概括了东亚社会运动的特点，揭示了社会运动逐渐取代暴力革命成为东亚政
治抗争的主要途径和方式的历史必然性，探讨了影响和制约东亚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因素与机制，
对其历史地位、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做出了探索性评价，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
见识和观点。
本书对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及时、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危机，防范和应对群体事件具有启发意
义和参考、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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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东亚社会运动的理论诠释　　第二节　关于东亚社会运动的三个理论模型　　在本书有
关社会运动的类型分析和个案研究的各个章节中，分析和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社会运动和不同国家的社
会运动发生的各种因素。
本节提出三个理论模型，旨在从普遍意义上把握东亚社会运动的成因。
　　1.理论模型之一：收入一分配状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现代化进程中，政府普遍遭遇的
一个两难困境就是在尚未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时，便面临着物质分配均等和高消费方式的压力。
大多数社会成员眼中的经济发展这个蛋糕的个头，都比这个蛋糕的实际个头大了好多，因此，总是觉
得自己分享的部分太小。
虽然战后现代化进程中，大多数东亚国家已经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缺乏有效手段，使绝大部分人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也富起来。
　　在现代化启动后的一个时期内，收入一分配差距拉大是一个普遍现象。
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假说”，提出收入一分配不平等的长期演变趋势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
过渡的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收入差距会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后期逐渐缩小。
在收入差距拉大阶段，正是社会运动的高发期。
这使“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不稳定的关系，跟财富与公平的关系一样，是一种曲线关系。
最严重的不稳定是与中等发展水平相关联的。
不稳定的各种原因同样出现在经济增长进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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