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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市民社会理念范式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

社会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 ,加之政治体制的逐步改革 ,引发了中国社会

结构的重大变迁。传统单位制度受到了冲击 ,行政依赖性减弱 ,社会团体蓬勃兴起 ,各种公众舆论空间也得到了

较大拓展。在中国 ,建立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模式 ,规避公民社会带来的危害与风险 ,构建中国式的市民

社会 ,将成为 21 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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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社会理念 (idea of civil society) 于近一二

十年间的复兴 ,使得“市民社会与国家”这个研究范

式在中国理论界迅速确立并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党

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四个建设”的观点 ,首次

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相并

列 ,确定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内在

要求 ,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次巨大的理论飞跃。改

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 ,加之

政治体制的逐步改革 ,引发了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

变迁。传统单位制度受到了冲击 ,行政依赖性减弱 ,

社会团体蓬勃兴起 ,各种公众舆论空间也得到了较

大拓展。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社会的发育和

公民素质的提高 ,表明了一个“市民社会”正在中国

浮现。

　　一、西方学者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
系模式的几种观点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市民社会给出

的解释是“对于沿袭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家们来

说 ,市民社会指近代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 ,据认

为是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经济和伦理秩序。从目

前的一般用法来看 ,市民社会并不具伦理色彩 ,而是

指当代社会秩序中的非政治领域”[1 ] 。另据查尔

斯 ·泰勒所言 ,新近获得复兴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体

现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此一意义

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 ,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

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

没的社会生活领域”[ 2 ] 。这类定义是目前最为流行

的关于市民社会的定义。持此论者往往把市民社会

独立于国家而享有的自主性 ,视为市民社会最重要

的特征 ,同时把它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或原则加以

捍卫。而在市民社会的构成要素上 ,西方学者就私

人领域、自愿性社团、公共领域和社会运动作为市民

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基本上达成了共识[3 ] 。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角度来看 ,

市民社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和

国别 ,其含义、构成、作用和性质也会有所不同。因

此 ,我们应将市民社会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

考察。但另一方面 ,市民社会又具有众多的共同特

性 ,其结构性要素总是存在不同程度的一致性 ,如都

应存在独立的私人领域、自愿性的社团和开放的公

共领域等。注意到这两点 ,是我们展开分析的基础。

笔者认为 :“独立自主、得到法律有效保护的个

人通过自愿结合而形成团体或组织 ,现代意义上的

市民社会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形态”。

市民社会是一个人民群众获得高度自由、自主的社

会 ,是一个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社会 ,是一个民众有

能力且有积极性、自己解决问题的社会 ,也是一个人

与人相互帮助、公共事务得到普遍关心的社会。

那么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模式到底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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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问题 ,国外学者提出了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观

点 :

1. 市民社会制衡国家

现代自由主义有一个著名的论断 ,即认为国家

是“必要的邪恶”,国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市民社会

需要国家调停其内部利益冲突 ,保护其安全并完成

市民社会所无力承担的公益事业。国家是“邪恶”

的 ,因为若无外力制止国家权力 ,国家活动范围将无

限制地扩张下去 ,从而危及个人自由和权利。因此

自由主义者主张以市民社会来制衡国家 ,划定国家

行动的边限 (不得侵犯个人自由和权利) ,限制国家

权力的扩张。托克维尔称之为“社会的独立的眼睛”

的市民社会的各种社团组织[ 4 ] ,哈贝马斯所论述的

以理性的、批判的讨论为特征的公共领域[5 ] ,都是市

民社会监督和制约国家的重要力量。

2. 市民社会对抗国家

在托马斯 ·潘恩等人那里 ,市民社会与国家是

对抗的。这一命题有两层含义 :第一 ,市民社会和国

家是一种此长彼消的关系。市民社会先于国家而存

在 ,它的互惠利益和团结推动着普遍的安全与和平。

市民社会愈完善 ,就愈能自发调节自身事务 ,对国家

需求也就愈少。理想的国家是最低限度国家。第

二 ,反抗非宪政国家是一种正义之举。被统治者授

权给国家是为了让国家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和自

由权 ,如果掌权者背约而行 ,随意剥夺公民的各项自

由和权利 ,则反抗不仅是正当的 ,而且是合法的[6 ] 。

3. 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

黑格尔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认为 ,在一个各

种私人利益角逐于其中并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市民社

会 ,只有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才能调停市民社会内

部的冲突 ,解决市民社会所无力解决的问题[7 ] 。

4. 市民社会参与国家

市民社会论者一般都承认市民社会中各种社团

组织参与国家事务的必要性 ,但在如何参与政治问

题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模式 ,即多元主义和社

团主义。社团主义参与模式区别于多元主义参与模

式之处在于 ,在社团主义的社团内部 ,仅有精英民主

或实行寡头统治 ;社团主义制度下的社团 ,往往垄断

了某种职业或行业的利益代表权和参与政策制定

权 ;这种垄断的特权地位得到国家认可或由国家创

设[3 ]185 。

5. 市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

还有些学者认为 ,在民主体制下市民社会与国

家关系的理想格局是强国家和强市民社会和谐共

存。在一个强国家和强市民社会并存的格局下 ,国

家有能力有效工作 ,同时市民社会也足够强大以防

止国家过分运用其权力。在弱国家同强市民社会并

存的局面下 ,国家实施政策的能力很有可能被强大

的市民社会需求所压垮。而面对一个强大的国家 ,

市民社会如果软弱无力 ,则存在着准独裁的可能性。

如果国家和市民社会都很软弱 ,政体将处于无定型

状态并容易形成权力真空。

市民社会制衡国家与市民社会对抗国家的观点

均源自洛克市民社会先于国家和外于国家而存在的

思想。从历史背景上分析 ,倡导市民社会对抗国家

的托马斯 ·潘恩面对的是一个专制主义和干预主义

政权 (英国在北美的殖民政府) ,由此他为市民社会

反抗这种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的辩护。倡导市

民社会制衡国家的托克维尔面对的是一个国家权力

和机构正日益膨胀的宪政国家 (初生的美利坚合众

国) ,因此他主张建立一个活跃的、强有力的市民社

会 (主要由各种非官方社团组成) 来监督和制衡国

家 ,并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倡导市民社会从属

于国家的黑格尔面对的是德意志各邦国并存、各种

利益对立冲突的局面 ,因而他主张依托强大的国家

对体现个体特殊性的市民社会加以救济。市民社会

参与国家模式则是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西方国家

奉行福利国家模式下创设产生的 ,但在自由主义又

重生的今天 ,这种观点遭到了抨击。而第五种倡导

市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的观点源于 20 世纪世界

各国政治格局 ,特别是东欧国家政治格局的整体性

和动态性变迁的思考。

以上阐述的是西方学者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

系的研究成果 ,而此种成果对我们研究和塑造中国

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何助益 ,上述理论模式

能否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 如果不能的话 ,我们

能否创设一种新的模式 ? 这些都是问题之所在。下

面从中国社会自主性的历史开始 ,去探求中国是否

存在一个适合建构市民社会的土壤。

　　二、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与现状

应该说 ,古代中国是典型的“东方社会”国家 ,在

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 ,一直是国家吞并社会 ,其团体

本位的文化精神和国家主义原则 ,严重遏制了民众

权利观念的诞生 ,并导致了社会发展的停滞与滞

后[8 ] 。直到近代以来 ,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统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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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出现分离 ,但国家优势地位和原则仍较为明显。

在 20 世纪初 ,中国社会的自主性在政治衰败与军阀

混战的背景下得到一定的发展 ,如中产阶级和知识

分子阶层崛起 ,自愿性社团产生 ,公共领域出现 ,不

断的社会运动等等 ,都标示着一个不受传统国家权

威控制的自主领域的出现。可以说 ,西方市民社会

的结构性要素 ,在当时的中国已有不同程度的显现。

但由于国家的衰败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 ,使得中国

市民社会的发展缺乏一个良好的保障。反过来 ,各

种自主性组织的发展也良莠不齐 ,缺乏协作和沟通 ,

并不能对国家实施有效的和民主的监督。这两种因

素的并存 ,使得 20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出现一种“弱

国家与弱市民社会”并存的局面 ,一方面国家无力响

应社会政治经济上的合理要求 ,另一方面社会也缺

乏足够的力量去改造既有政权 ,使其向民主方向发

展。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随着经济上计划经济体制

的推行、政治上党领导一切体制的确立和无产阶级

专政意识形态的灌输 ,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陷于停

滞。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 ,中国的市民社会因

素更是归于无形。在改革开放政策贯彻执行以后 ,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 ,加之政治体制的

逐步改革 ,引发了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传统

单位制度受到了冲击 ,行政依赖性减弱 ,社会团体蓬

勃兴起 ,各种公众舆论空间也得到了较大拓展 ,在某

种意义上出现了“权力的转移”[9 ] 。按照市民社会的

结构性要素来分析 ,中国原来整体性、同质性的社会

结构开始解体 ,而市民社会已初具规模并不断向前

发展。具体来说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以市场调节和私人产权为核心的私人领域已

从根本上获得确立

市场机制是社会进行自我调节、正常运转而无

须国家干预其内部事务的主要手段。私有财产及其

所有权则是私人自主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条件 ,它

也是作为商品所有者的个人在私人事务中从事自由

选择、自主决定的基本条件。1993 年 3 月 29 日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 7 条 ,将“国家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

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保

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 ,完善宏观调控”,

这表明个人从事经营活动的自主性得到了尊重 ,国

家不能恣意干涉公民的正当经济行为。而 2004 年

3 月 14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

22 条正式明文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

犯”。2007 年《物权法》的颂布更是以单位法的形式

进一步规范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几条规

定既是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和个人自主发展

的认可 ,又是进一步保障和推动中国市民社会发展

的法理依据。

2. 中国的自愿性社团已大量存在并开展了卓有

成效的工作

虽然中国有不少社团还存在着对政府的依赖 ,

有些甚至是“二政府”,但这可能是中国政治经济体

制转变中的产物。我们至少可以看到 ,改革单位制

度和社会团体管理制度 ,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

作用已为国家领导层面和学界所共认。大量自愿性

社会团体的存在 ,对于强化权力制约、增强公民民主

参与意识、提高公民参与民主的技能和实现社会自

律秩序等诸多方面 ,均具有重大作用。

3. 公共领域已在不同层面开始形成

一些报刊通过开辟“公共论坛”等专栏 ,为社会

公众依靠自己的理性 ,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它

社会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提供了平台。而互

联网上的各种论坛更是以其匿名、便捷和辐射面广

的特点 ,通过对各种社会事件的传播和讨论 ,形成了

一个新的、且没有边界的公共领域 ,并且发挥了对公

共权力的制约作用 。此外 ,各种小规模的聚会场所

和机构 (如咖啡馆、沙龙和公共讲座、读书会等)也是

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受限制的、理性的、批

判性的讨论 ,是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 ,以此标准来衡

量 ,中国公共领域的发展程度可能还比较低 ,但它确

实已经存在并在不断拓宽。

此外 ,研究市民社会的左翼学者 ,一般都把社会

运动视为市民社会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要

素[10 ] 。这点在中国表现得并不明显 ,但国内环境保

护组织、反对家庭暴力的组织开展的活动 ,也可纳入

这些“社会运动”(如生态运动、女权运动、黑人民权

运动等等)之列。虽然中国这些组织的活动在规模

和影响力上不及西方的社会运动 ,但它们在提高生

活质量、推动社会进步、增进社会民主方面却发挥着

类似的作用。

中国市民社会的逐步显现 ,对公共管理提出了

新的要求。面对民众自发解决问题 ,维护自身合法

权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我国还没有建立健全相应

的机制 ,特别是社会机制和法律机制 ,形成他律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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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相结合的体制框架。如何使市场、政府和社会三

者相互协调 ,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潜力 ,形成合

力 ,也成为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三、市民社会中国化的途径

构建“市民社会”是所有现代成熟发达国家稳定

发展的必由之径。任何一种公民社会模式 ,都有自

身的民族文化传统背景。西方主流的公民社会模式

的总体背景 ,是西方式的民族、国家及其宗教文化传

统 ,而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多民族文化传统及宗教

特色 ,这种基于民族文化及宗教传统的根本差异 ,决

定了纯粹西方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在中国行不通。随

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现代意义上

的中国市民社会初步形成 ,市民社会的中国化问题

研究 ,也就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如前面所提到的 ,市民社会在不同的历史阶

段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 ,其含义、构成、作用和

性质有所不同。因此 ,市民社会的中国化就必须考

虑到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发展阶段和政治结

构形态等诸多因素。有学者就指出 ,中国是在现时

的复杂背景下 ,即面临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

而加速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

架构必须肩负建构、反思和超越的多重使命。因此 ,

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关系面临着一种既不同

于传统的国家整合社会 ,又不同于西方的国家与社

会对立/ 制衡的构建。

传统社会主义往往以集中化的国家权力来规

划、分配和管理一切 ,社会自主权被侵蚀和消解。而

且 ,计划经济及与其相应的集权政治体制造成了社

会等级身份 ,权利与义务也严重失衡。这种配置失

效 ,不仅严重扼杀了人性 ,也严重阻滞了社会发展。

反观西方市民社会 ,它的发展虽有巨大的历史

进步意义 ,但也滋生了过多的个人主义和漫无止境

的市民利得精神 ,进而造成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

立并产生了严重张力。西方民法传统中的契约自

由、所有权绝对和过错责任原则即是这种对立的表

现。尽管西方国家一直在对二者间的关系不断进行

调适和矫正 ,甚至出现了福利国家及与之相应的“市

民社会参与国家模式”,但其市民社会的个人主义精

神与特殊主义原则仍十分突出 ,并出现了一定的忧

患和危机 ,如道德共识的背离、深刻的无方向感和独

立个体的困境等等[11 ] 。

市民社会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虽然仍体现有市

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矛盾的一般规律 ,但其本质上则

应是非对抗性的。其理想应是普遍利益与特殊利

益、个性与共性、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等都能获得双

向的互动发展 ,即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两重价值最终

要统一于人的自由自主发展。

1. 把市民社会从国家的“监护”之中解放出来 ,

确立二者的“良性互动模式”

此种模式不仅强调在“市民社会制衡国家”中 ,

通过市民社会制约国家、限制国家权力不当扩张的

理念 ,而且还注重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倾听 ,对市民社

会发展之中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现象予以矫正。它也

不同于“市民社会对抗国家”的模式 ,专制主义是应

当予以坚决抵制的 ,但过弱的国家政权将不适应日

益激烈的国际竞争 ,也无力满足市民社会日益增多

的需求。而“市民社会参与国家模式”也存在着国家

通过强大的社团控制社会 ,遏制公民权利的可能性。

这种“市民社会与国家良性互动模式”的目标应是建

立一个“强国家与强市民社会并存”的权力配置格

局。当然 ,建立这种模式 ,需要实现对东西方国家与

市民社会矛盾发展历史的积极扬弃 ,展现自主自律、

民主参与、开放沟通的公民文化 ,并实现对东方与西

方、传统与现代的一定程度的反思和超越。

2.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规避市民社会

带来的危害与风险

构建中国式市民社会就是要使政治国家以公共

权力持有者的身份和公共利益保护人的身份退出市

场主体地位 ,还权于市民社会 ,这其中蕴藏着深刻的

个人权利本位的要求。个人权利本位下的利益共同

体发展壮大的时候 ,它自己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

就有诉求 ,并且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形成新的利益

集团。因此 ,建立新型市民社会一定要关注蕴涵政

治诉求和利益诉求的利益集团出现 ,注意平衡新的

利益冲突 ,避免危及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3. 调整政府行政权力 ,建设全新的“服务型”政

府

市民社会建构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已成为

当代中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我国实行改革开

放政策 ,国家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产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命令式的中央计划经济 ,向以市场导向

为主的混合经济转变 ;对社会政治生活单一的集权

式治理逐渐转化为民主化实践。市场经济的发展彻

底改变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经济生活单

一化、利益主体同质化的局面。民间组织 ,非营利

701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总 85 期)

组织大量涌现。调整政府行政权力 ,建设全新的

“服务型”政府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必

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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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itizen Society of Chinese Style

L I Qian

( De f ense Economics De p artment , W uhan M i l i tary Econom y A ca dem y , W uhan , H ubei ,430035)

Abstract 　Modern citizen society is an analytical category which corresponds to political count ry.

The core of citizen society pat tern is t 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 ry and society. After Reform and O2
pening up ,t he marketiz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economy has been accelerating and t he regimes have in2
creasingly changed ,which induce t he underlying t 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 ruct ure. Traditional

unit system have suffered a shock ,administ rative dependence has decreased ,society group s have grown

up ,and t he space of various p ublic opinion has been expanded. To establish a good interactive mode be2
tween citizen society and count ry ,which help s to form a power configuration pat tern t hat st rong count ry

and st rong citizen society coexist ,will become t he basi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of 21st cent ury.

Key words 　citizen society ;count ry ;factor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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