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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发展理论的哲学反思与探究》共分为三篇，每篇都有三章内容。
上篇是自然生态之殇——资源环境问题引发的民族生存考量；中篇是社会生态变迁——传统农业社会
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下篇是人的发展境况——从封闭愚昧走向理性智慧。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发展理论的哲学反思与>>

作者简介

　　徐春，女，1965年2月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1992年7月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发展理论、人学理论、环境哲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现任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
　　主要学术成果：专著《人类生存危机的沉思》《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全球化与社会可持续
发展》《人的发展论》。
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1998年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可持续发展与社会文明建设”；2007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邓小平发展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课题。
参加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经典作家关于人的基本观点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马克思主义人学基本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等多项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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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上篇：自然生态之殇——资源环境问题引发的民族生存考量第一章 在脆弱的资源环境中推进改革
一、沉重而薄弱的自然历史遗产二、人口资源环境的冷峻现实三、环境保护提升到国家高度第二章 工
业化与生态化的两难选择一、面对资源环境新挑战二、环境与发展的内在矛盾三、发展观上的误区第
三章 生态文明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一、选择可持续发展之路二、生态文明的理沦阐释三、建设生态文明
的道路探索中篇：社会生态变迁——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第一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的独创性一、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二、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制度创新的世界
历史意义和成就第二章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遭遇的发展难题一、经济发展系统性结构失衡二、社会
分化与利益冲突三、价值观偏离与社会正义缺失第三章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一、制度转轨对社
会控制的影响二、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三、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下篇：人的
发展境况——从封闭愚昧走向理性智慧第一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发展理论一、人的发展与初级阶
段社会主义实践相统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目标三、科学发展观内蕴人的全面发
展第二章 中国社会人的发展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一、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对人的发展制约二、社会各阶
层发展失衡三、生存与发展的当代反思第三章 全球化与中国人的现代化一、全球化为人的现代化提供
新契机二、全球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发展理论的哲学反思与>>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在脆弱的资源环境中推进改革　　一、沉重而薄弱的自然历史遗产　　历史学家在研究文
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时认为，一个民族的历史越是悠久，它对自然的开发越是深入，从而对它所在地
区的环境破坏也就愈加严重。
因而，“文明越是灿烂，它持续存在的时间就越短。
文明之所以会在孕育了这些文明的故乡衰落，主要是由于人们糟踏或者毁坏了帮助人类发展文明的环
境。
”因为人类在自然基础上创造自己的文明，但是，人类最光辉的成就大多导致了奠定文明基础的自然
资源的毁灭。
“人类借助改善了的工具和提高了的技术，在无意中毁坏了土地的生产力，乃至”文明人跨过地球表
面，在他们的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
“一旦环境迅速恶化，人类文明也就随之衰落了。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根据史料记载，在大禹时期，我国的人口就达到1 355万人左右。
此后，在2000多年的奴隶社会里，人口一直在2000万以内。
人口第一次急剧增长发生在西汉年间。
在20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约4000万，达到近6000万的规模。
这一规模直到1200年后的南宋时期才被超越，达到7600万。
中国人口爆炸性增长发生在清代康熙、乾隆、道光年间，在短短的200年时间里，人口由5000万增加
到4亿，3人口世界大国的地位南此确立。
由于历史的原因，旧中国给新社会留下了沉重的人口负担，这个负担在新中国建立后又迅速增加。
　　人口是经济、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经济水平的高低，自然资源的贫富，环境压力的大小
，无不与人口密切相关。
新中国建立后，安定的社会环境，不断改善的生活水平，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加之庞大的人口
基础，使得人口再一次出现爆炸性的增长。
对此，马寅初先生在通过深入调查和认真研究后，于1957年6月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论“，主张在广
泛宣传的基础上，提倡晚婚晚育，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
这一政策主张得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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