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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时代危机的跨学科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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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制度与结构的反思》一书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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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当代社会科学界最富盛名的思想评论家之一——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接受媒体专访，在谈到美国当

前的债务危机可能会给新兴国家造成的严重影响时，他预测：“一个动荡和世界大乱的年代即将来临”。结合近年来人类社会的

总体的演化趋向，窃以为沃勒斯坦的预言并非危言耸听的谶语，而是有着较为丰富的现实依据。不是吗？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金

融危机很快演变为弥漫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现今全球进入后危机时代，但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维艰，明显地呈现出全球危机后的

焦虑，挥之不去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整个世界。不仅如此，2010年末到2011年初，北非、中东地区的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引

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发生在2011年3月的日本核危机，引发了全球恐慌；利比亚战争亦预示了全球格局变动的不确定性，如此

等等。这些事件背后有着极其复杂历史背景，蕴含着后危机时代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从社会思潮分析的角度看，产生这一问题的

思想根源与对西方乃至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故美国全球发展中心主席

南希·伯索尔、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近期呼吁，在后危机时代要对新自

由主义模式进行重新审视。 

带着上述疑惑，笔者于近日拜读了由中国社会学副会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邴正教授作序、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董伟

副教授撰写，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后危机时代：制度与结构的反思》一书，受到较大启发。与其他类似的研究著述不

同，作者选取制度与结构发思的视角，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新自由主义如何从一种理论思潮演变一种经济制度，以及这种制度选择

或安排产生的结构性障碍，在这其中隐含着怎样的思想前提。其研究为深刻理解当今世界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提供

了有益的启示。该书比较突出的学术贡献如下： 

第一，“制度--结构关系”解释模式的确立。本书的最大特点在于，其研究不是仅仅针对新自由主义本身展开评析，而是试

图依托制度—结构关系建立起一种理论分析体系。制度研究代表了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势，新制度主义学派把制度引入经济学的研

究中，实现了制度分析与传统经济学的结合。诺斯认为：“制度变迁决定社会演进方向，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制

度作为关系的范畴，是调整人们交往活动中主体间关系的规则，表现为这种规则对人的交往活动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功能。

新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被称为经济自由主义，并表现为一种制度的形式，即它是一种经济制度。本书作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就

是从制度分析开始的。 

那么制度又如何与结构联系起来的呢？有学者指出 ：“经济制度并不自动产生满足经济的需要。相反，它们是由一些个体

构建的，这些个体受到他们所在社会网络中所能得到的结构和资源的帮助和限制。”就是说研究经济制度必须关注与其发生必然

联系的社会结构。虽然后现代主义强调解构、无中心，但结构主义作为一个流派，其理论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仍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社会结构这种理论分析方法建立后，便可以从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社会发展将遵循怎样的规律，与一定的制度形式

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模式进行的研究，探求一种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所展现的理想境界，在批判中实现超越式发展。可见，制

度-结构的分析方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为评析新自由主义思潮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而且在这种分析中同时也蕴含着理想主义

的真谛。 

在书中作者还提出了社会结构维度的概念，认为结构、解构、结构化表现了社会结构理论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虽然它

们各自的理论有所差异，但就其实质来讲，结构是一个维度概念，具有一定的指向性。社会结构的“维度”是针对结构、解构、

结构化各理论流派对社会结构的不同理解而提出的。一个国家不同社会结构变量的综合作用反映一个国家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社会结构理论可分为三种理论形态，结构主义把社会结构看作客体结构，可称为一维性；解构主义强调无中心，消解结构，可称

为解维性；结构化理论主张客体结构和主体结构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和互动，故称二维结构。这是作者提出的具有一定理论意义

的新概念，它是对现代、后现代社会结构理论的科学分类，是分析不同国家社会结构指向性的有效方法。 

第二，该书还较为系统的研究了制度主义、结构主义理论，并运用了马克思哲学基本原理对制度与结构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

析，在此基础上，反思对于构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前提、根据、标准和尺度，提出了具有一定建树的理论观点：如制度结构

关系原理。作者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讲，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表现为主客关系、动态静态关系、基础制约关系、设计维护

关系。从深层来看，制度作为规范性模式与社会系统密切相关，制度与结构的嵌入具有双向性特征，既不仅仅经济制度经济嵌入

社会结构，而且社会结构以一定的维度性嵌入经济制度当中；制度是以人的实践为载体和表现形式；制度、行动、结构三者之间

存在一种必然的内在联系。由于制度是社会结构存在和变迁的条件，所以制度的选择与执行将改变原有社会结构的性质和方向；

反过来社会结构也决定了制度的性质和形式。制度与结构的动态化关系也反映了制度变迁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变化过程。 

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指出：制度与结构在同时态上是平面化的相互关系，反映了二者的相互融合性；在历时态则是一个

运动的过程。往往新的制度的建立不仅受到社会结构诸因素的制约，而且还受到一个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这一观点

一方面揭示了制度结构关系的原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制度-结构的矛盾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作者还依据制度结构关系理论，阐述了合理推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好经济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理论依据，提出应吸

取拉美、俄罗斯的经验教训，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选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制度的平稳过

渡、顺利实现社会结构转型的角度，阐述了遵循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在制度变迁的同时注重社会建设，从而减小社会转型过程

中的制度与结构的矛盾。 

第三，研究方法上的跨学科视角。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是包括多种学派的理论体系，它对西方的政

治、经济、社会等领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这样一个庞大理论体系进行评价，仅就一门学科是很难完成的，只有具备跨学科

的知识体系才具有这种驾驭能力。《后危机时代：制度与结构的反思》的作者正是适应这种需要，整合哲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的

相关理论，而展开的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跨学科研究的难度是较大的，这对理论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董伟则具有

这种跨学科的学识水平。他是经济学硕士、哲学博士，曾在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邴正教授门下，接受过

系统的哲学、社会学的训练。以及作者长期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经历，使之具有了跨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的

优势。本书则体现了这种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使本书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现实性，值得一读。 

总之，作者认为，当今世界动荡与作为主流思潮的新自由主义有着密切关联，人类社会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在市场、国家、社

会权力博弈中，实现一个合理公正的社会秩序。《后危机时代：制度与结构的反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其社会结构所表现的

矛盾，阐释了资本运作逻辑的本质，认为资本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暴露了人对物依赖的异化现象。人作为超现实的理想

性存在，变革现存制度，实现人类理想的社会形态，成为人类的普遍追求。这就是作者向人们展现的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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