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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计会的新交革
一

与社会形态的双乖构造

谢 立 中

(一 )

当前
,

一场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
,

正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展开
。

微电子技术

的广泛应用
,

在发达国家社会下引起了一系列新变化
,

一般崭新的变革浪潮正在发达 国家中

迅速兴起
。

第一
、

生产技术手段正在发生巨大变革
。

传统工业生产过程的技术手段主要是 普 通 机

器石普通机器的特点是把生产工具的动力索魏柑土作系统物化了
,

但是还不能实现生产的全

自动化
,

还需要人来进行调整
、

控制
。

微电脑在生产过程中的运用
,

使得生产技术手段发生

了一种巨大的变革
,

它把计算机化的智能并入 了机器和生产系统
,

从而使得生产的控制系统

也物化了
,

直接生产过程可以靠微电脑来控制
,

生产的全 自动化已成为现实
。

第二
、

人们的劳动方式也正在产生新变化
。

一批与传统工业劳动方式大不相同的企业巳

经出现
。

在这些企业中
,

劳动者的任务不再是象以往那样去直接操作普通机器
,

而是从事监视

计算机设备
、

夯析和编制软件之类钓工作
,

劳动趋向脑力化和办公室化
。

第三
、

社会的产业结构也已发生了新变化
。

以信息业为主的服务业部门正在谬步取代旧

的制造业和农业生产部门
,

成为社会生产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部门
。

第四
、

社会的政治关系也正在发生一些重要变化
。

高级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上的地位与

过去相比较正在逐步上升
,

变得越来越重要
。

第五
、

思想观念方而也正在发生许多新变化
。

例如
,

由专业主义走向非专业主义
,

由群

体化主义走向非群体化主义
,

由重视资本
、

重视物资走向重视信息
、

重视知识等等
。

这些新变革
,

内容广泛
,

既 包括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领域
,

又包括了政治和意识形态领

域在内
。

这就向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

传统灼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般

都认为直接规定社会性质的只能是生产资料所有制
,

因此直接决定社会形态 ( 包括经济
、

政

治和意识形态三个层次在内的社会有机体 ) 变革的当然也就只能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
;

属于生产力范畴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不能直接规定社会的经济
、

政治
、

意识形态的状况
,

科技革命对社会经济
、

政治
、

意识形态状况的影响必须经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这个中间

环节
,

即是说
,

它只
〔

有先
一

引起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
,

才能进一步引进社会政治和意识形

态领域的变革
。

然而在当前西方社会中
,

科技革命却在并未引起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重大变

革的情况卞
,

绕过 生产 资料所 育制的变革这个中间环节
,

径直引起了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

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革
。

这是理论和现实之 I’ed 的一个新矛盾
。

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个矛盾呢 ? 我认为
,

要能比较完满地解决这个矛盾
,

有必要在坚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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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
,

运用历史初 现实的材料
,

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加以修正和发展
。

在这方面
,

我国部分学者近年来提出的社会形态包括
“ 技术社会形态

” 和

“
经济社会形态

” ( 我认为不如称为
“
所有权社会形态

” 更明 了
,

以下即用
“
所有权社会形

态 ” 一词 ) 两方 面的论 点就 是一个极有益的尝试
。

①不过
,

我不同意目前一些学 者 认 为
“
技术社会形悉

” 在内容上只色括天类历史某一阶段上的生产技术发展水平及其与此相联系

的产业结构的看法
。

我认为
, “

技术社会形态
” 和 “

所有权社会形态
” 一样

,

都包括经济
、

政治
、

意识形态三个层次
; 在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上

,

都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 社 会 形
态

,

一种是以生产的所有权关系为基础的
,

另一种则以生产的技术关系为基础的
,

谕者是所
有权经济形态

、

所有权政治形态和所有权意识形态三者的统一
,

后者则是技术经侨形态
、

技

术政治形态和技术意识形态三者的统一
,

整个社会就是这两种社会形态的有机统 , 体
。

(二夕
’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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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整个社会之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
,

实际
_

匕就包括两种类型
。

一是生产者相互之间在

技术上的关系
,

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二是生产者相互之间围绕着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所有权

而发生的相互关系
,

它也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

生产技术关系和生产所有权关系从结构上看

似乎相同
,

但它们实际上有着本质区别
,

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关系
。

对此笔者曾在 《 简论

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形态 》 ( 以下称 《 简论 》 )②一文中作过较详细的论述
,

限于篇幅
,

不再赘述
。

在这里
,

我们只要指出一个事实即够了
:

在相同的生产技术关系基础上
,

可以建

立起几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所有权关系
。

例如在自给自足
、

缺乏社会分工的技术关系上
,

既可

以建立起奴隶制所有权关系
,

也可以建立起封建制的所有权关系
, 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关

系基础上
,

也既可建立起资本主义所有权关系
,

又可建立起社会主义所有权关系
。

由这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
,

就构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
,

即技术经济形态和

所有权经济形态
。

人类已经历过和正在形成的技术经济形态
,

包括农业经济形态
、

工业经济

形态
、

信息经济形态三大类
。

所有权经济形态
,

从古至今则已经产生 了通常所说的原始均
七

主义
、

奴隶主义
、

封建主义
、

资本主义
、

社会主义 5种类型
。

每一时代所存在的经济形态
,

都是技术经济形态和所有权经济形态的统一休
。

例如
,

封

建时代所存在的经济形态
,

就是农业经济形态和封建制度的统一
;
资本主义时代所存在 的经

济形态
,

就是工业经济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统一 , 社会主义时代的经济形态
,

则是工业经

济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统一
。

社会经济形态的双重构造
,

决定 了社会政治形态的双重构造
。

因为不仅生产所 有 权 关

系
,

而且生产技术关系都需要有一定的
、

与其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来为其服务
。

建立在技术经济形态之上并为技术经济形态服务的政治上层建筑
,

我们称之为技术政治

形态
。

它的主要内容是
:

l
、

为了履行 自己的技术政治职能而建立
:

的各种政治机构或设施
。

如现代工业社会各级政

府中管理和协调社会经济过程的有关机构与设施
。

对作为自身存在与发展之物质基础的经济

生产过程进行必要的管理
,

是任何一个社会
,

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首先履行的一个职责
。

这个

职责又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协调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物之间的技术关系

,

二是协调社会生产

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技术关系
。

为了履行这些职责
,

就必须建立起一定的部门和机构
,

专事

执行这些职责
。

这些部门和机构
,

就是社会的技术政治设施
。



象 由社会技术政
_

治设施制定颁发并加以
「

监督执行的
,

以协 调社会经济生产过程为目的的

各种政策
、

制度与法规
。

如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企业法
、

劳动法之类法规中的有关内容
,

各种

产业政策与劳动制度等等
。

-
~ 1 ·

一
-

一
.

3
、

社会行政组织的结构
。

为了协调和管理社会
,

有必要对它加以组织
。

各种生产技 术

政策寸制度
、

一

法规
,

也只有依靠这个组织体系才能得到贯彻和执行
。 这种组织就是社会的行

政组织
。

不同的技术经济形态
,一要求社会行政组织具有不同的结构

。 - · -

1 、
一

硅、
各个社会集团在社会经济管理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关系

。 、

建立在所有权经济形态之上并为所有权经济形态服务的政治上层建筑
,

:

我们称之为所有

权政治形态
。

它的基本内容也可从四方面来考察
: 厂

_ 厂 _
`

-

一
几

( 1 ) 为了维护
、

巩固和发展作为该所有权社会形态之基础的生产所有权关系而 建立 的

各种政洽机构或设施
。

「`

在阶级社会中
,

这种可称作所有权政治机构或设施的东西就是军队
、

警察
、

监狱一法庭等专政机构
。

「
· : 、 几 、

( 公 ) 为了上述同一月的而制定的各种政策
、
制度和法规

。

如现代宪法
、

民法
、 一

刑法
、

经

济法
、

国际法等法律巾涉及到财产所有权关系问题 ( 所有权
、

继承权认对侵犯所有权的惩罚

等等 ) 的一切条文
。 、

-

一
一

.

1
_

.

一

C 3 ) 所有权政治设施的组织结构
,

这里指军队
、

警察
、 一

监狱
、 法庭等执法机 关以及相

应的立法
、

司法机关
,

相互结合的方式
。 -

( 4 ) 各个所有权关系集团在所有权政洽形态中所处的相互关系
。 -

「

技术政洽形态与所有权政治形态的根本区别
,

就在于前者是为了维护
、

:

巩固和发展一定

的生产技术关系而建立
,
·

后者财是为了维护
、

巩固和发展一定的生产所有权关系而建立的
。

二者的自的
、

职能不同、 导致二者在内容和性质上也就有所不同
。

与技术经济形态相应
,

技术政治形态也包括 3 种类型
。

一是农业社会的技术政治形态
,

它的特点是
:

似维护和发展农业经济为主要任务
,

社会技术政治设施主要是负责协调和管理

农业生产的~ 些政府机构与官吏
,

在产业政策和制度上重视农业而轻视工商等产业
,

缺乏横

向职能联系的条式 行 政 结构
,

农人较之工商业者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

以及男权制
、

父权

制等等
。

立是主业社会的技术政洽形态
,

_

它的特点是
:

以维护和发展工业经济为主要任务
,

社会技术政治设施主要是协调和管
i

理工业生产的一些政府部门与机构
,

在产业政策上优先发

展工业
,

既有纵向职能联系又有横向职能联系的塔式行政结构
,

工业者较之农业
、

手工业者等

具有更高的地位等等
。

三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政治形态
,

·

它的特点是
:

以维护和发展信息经济

为主要任务
,

社会技术政治设施主要是协调和管理信息生产的一些政府部 r丁与机构
,

产业政

策上优先发展信息业妇矩阵式的行政结构
,

、

信息业者具有较高政治地位等等
。

一

从农业社会的技术政洽形态发展到信息社会的技术政治形态
,

其基础是技术经济形态从

农业经济形态发展到信息经济形态
。

只有当技术经济形态发生了变化
,

技术政治形态才会变

化
;

技术经济形态不变
.

,

技术政治形态也就不变
;
所有权经济形态的变化

,

并不导致技术政

治形悉的变化
。

一

例如扩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
,

所有权经济形态几度变化
,

但

技术政治形态并不变化
; 一

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
,

所有权经济形态也发生了质变
,

但技术政治形态却没有变二 一
一

与所有权经济形态相鹰
,

一

所有权政治形态也
一

包括原始共产主义所有权政洽形态
、

奴隶制

社会所育权政治形态
、

一

封建制社会所有权政治形态
、

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权政治形态
、

社会主

ù

城

伪,
、

啥
ù
下.



义社会所有权政治形态 5种类型 、
它们也各有自己特殊内容

,

如在封建社会所有权政治形态

中、
.

是封建主阶级居统治地位
,

军队
、

法庭等专政机关是掌握在封建主阶级手中
,

用于维护他

们的统治
,

所有权法以维护生产资料的封建主所有制为核心内容
,

君主专制 !别沂有权政治结

构等等
。

卜
-

一 ’
~ :

一 .

- 1 一
_

一 ; , ·
-

下

门戈为所有权政治形态发展基础的是所有枚经济形态的发展拼 只有当 所有权 经济形态发

生了变化
,

所有权政治形态才会发生变化犷单纯的 ( 且汗尚未及引发
「

与之相应的所有权经济形

态变革的 ) 技术经济形态的变革
, : 并不导致所有权政洽形态的变革

;
:

而在斗支术经济形态相对

不变的清 i兄介;
,

所有权败治形态则可以由于所有权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

一

如从原始社会到

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之间所有权政治形态的变化即如此
。

由此也可见
,

所有权政治形态与技

术政治形ha
厂

各自
`

具有独特的发功屡乡契律奋
~

区别它们
一

很有必要、 一
~

“
_

扩

不仅社
一

会的经济形态
、

政治形态具有两重性
,

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样也具
~

有
一

两重性脚由于

社会经济形态包含有技术形态与所有权形态两重结构
,

作为对
一

社会经济形态进行反映的社会

意识形态
,

在内容土自然也就 包括反映技术经济形态的社会意识与反映所有权经济形态的社

会意识两个方面
。

前者我们可肠健为技术社会
:爵识八后者可称之为所有权社会意识

。
`

技术社会意识的特点是
:

首先
,

它是对技术经济形态的反映
,

因而在内容上由社会存在

中技术经济形态这一部分 }扮内容月袂定
;
其次

,

它在 内
_

容土的发展变化也由技术经济形态的

发展变化所决定
。 一

丫

因此
,

与技术经济形态相应
,

技术意识形态也包括农业社会意识形态
、
工业社会意识形

态和信息社会意识形态含 种类型云农业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重农轻工商
、

自给自足
、

_

绝对平均

主义
、

重义轻利
、 一排外主义。 因循守伯扩

气

地方主戈
、

家族丰义等特点
,

一

工乏业社会意识形态县
…

有重视工业
、

商品观念
、

竞争观念
、

一

进取观念瓜专业主沐
_

亏集中主义等特点
、

信息社会意识
_

形态则退具存重视信息
、

多样化主义 衬非集中化观念协非专业化观念等特点
。

卜·

与此相}反
、

所有权社会意识的特点则是
:

, _ 一

其二
、

,
。

它是对所有权关景自训交映
,

因而在内容

上由社会存在冲所有权经济形态这一部分的内{容所决定
; 其二

,

它在内容土的发展变化也就

由所有权经济形态
一

吮发展变化所决定
*

一

,
、

一
- - ·

-
卜 _

一 } 、
· 、

一

因此
, 一

与所响权经济形态格应
,

所有权意识形态在历史上也祖继出现了原始共产主义的
·

所有权意识形态六奴隶主义的所有权意识形态
、

封建主义所有权意识形态
、

_

资本主义所有权

意识形态
、

让会主义所有权意识形态 5 独类型引 它们也各有自己的特殊内容
。

一

如原始共产主

叉所有权意识形态包活财产氏族公有观念 、 平均分配观念等特殊内客
,

奴隶主犬所有权意识

形态包括奴淋制天然合理观
、

奴隶工
`

具论犷劳动下贱观等特殊内容必等等
。 :

一
可见

,

技术社会意识与所有极社会意识具有不同海内容和遵循不同的发展规
几

律
。

混淆它

们的区别
,

无论往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导致书些重大错误
。

例如
,

一

我国现阶段社会意识领

域中还有许许多多反映小农经济的思想存在
,

「

礴比
“
小而全

”
思想

、

重父轻利观
、一

绝对平均丰
、

义等等子由于在我国这些观念长斯地是与封建社会相随而存在
,

是与反映封建所有权形态的

那些观念相结合而存在的厂 因此在不分辣术意识形去与所有权意识形态时旖况下
,

就很容易

把这些观念与反映所有权经济形态的那些观念如声皇权主义
” 等视为类同

,

都当作 “ 封建主

义意识形态
” ,

这样就实际上掩盖了这些观念产生的真实根源
。

这样
,

就有可能产生把这些观

念的继续存在完令归之于鬓鸯国现价册社拿呼i仍有大量封建丰义因素这祥分种结诊
) 卜而轻视了

我国目前尚大量实存的小农经济因素对这些现含的支持作用
。

.

实际上
,

要消除这些观念的影



响
,

最很本的办法只能是从根本上改造小农经济
,

使之成为与大工业相联系的大农业
,

舍之

无其它道路
。

又如
,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总是
一

与下业社会相联系而存正
,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

所有权意识形态与工业社会的技术意识形态如竞争观念等也总是相结合而存汪
,

往不分两种

意识形态的情况下
,

也很容易把它们二者相混同
,

都视为
“

、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

其实厂这

些观念是工业社会的产物
,

只要社会的佼术经济基础还是工业经济
,

那么这些观念就有其存

在的根源
。

由此 也可见划分两神意
一

识形态 }均必要性
。

「
l

一
综上所述

,

不论是社会的经济形态
,

还是社会的政治形态
、

意识形态
,

都存在着性质不

同
、

发展规律不 同的两个方面
。

这样
,

作为社会经济形态
、

政治形态与意识形态之统一体的

社会形态本身
, 一

也就必然地呈现出性质不同
、

发展规律不 !动为两个方面来
。

这就是擎个社会

形态本身的两重性
。 -

由让会的技术经济形态
、

技术政治形态和技术意识形态
,

构成 了社会形态总体的一个方

面
,

即技术社会形态这个方而 ; 由社会的所有权经济形态
、

所有权政治形态和所有权意识形

撼茸拼))祝布手洲升
技术社

.

会形态与所有权社会形态
,

由于性质不同
、

发展规律不同
,

因而各白在发展过程

中有着相对 的独立性
,

不承认这一点
,

就会任理论与实践上导致一系列失误
。

但是
,

它们又

并非是完全珍立
、

毫无关联的东西
·

事实上
,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
,

它们都是相互

淤乡洲:件淤兹{戮三{)城氛漪玺
息

.

以及维护这种关刹勺整个所有权社会形态才可能存在和发展
多

气

反之
,

整个所有权社会形

态的存在和发展就要受到影响
。

纵观中外历史
,

儿所有权社会形态显得稳固强盛之日
,

_

都是技

术社会形态运转 良好之时
。

在中国
,

汉时的
“ 文景之治 ” ,

「

赓时的
“

贞观之治 ” 倩时的 “ 乾

隆盛世
’夕 ,

无一不是以 当时的技术社会形态蓬勃发展为基础的
, 西方古希腊的昌盛

,

以及当
_

代一些资本主义 国家的发展
,

究其原因
,

也概莫如此
。

其次
,

一定类型的所有权社会形态也

只有在相应类型的技术社会形态基础上才能形成和发展起来
。

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

箭戮华镖:)翼:详嵘署翼i详升默裂{
…

技术社会形态 也有巨为均反作用
。

这种反作用主肇是通过所有权社会形态对技术社舍形态运

翼黑另鳌况冀熏警瓮;
;

摆默瑟牛督茬鑫翼鼎默篡群
形态

,

或有利于排斥危及这种所有权社会形态的技术经济形态时 ,
,

这种社会力量才会允许并

促进这种发展
。

例如
,

征中国历史上
,

作为封建所有权社会形态之最高代表的皇帝总是竭力推



行有利于农业发展而不利于工商业发展的制度
、

政策
、

法令
,

以巩固自己的统洽洁相反
,

如果技

术社会形态的发展与监督
、

控制它的所有权社会之代表力量的利益相悖 (例如
,

有损于这种所

有权社会形态所赖以存在的技术经济形态
,

或有利子与这种所有权社会形态相矛盾的技术经

济形悉 ) 时
,

这种社会力量就会运用各种手段来千方百计地阻碍这种发展
。

例如我国清末封建

主朝中的主导力量 (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那股力量 )
,

对于光绪帝一度采取的有利子主商业发展

的那些制度
、

政策就是深恶痛绝
,

非去之而后快
。

一可见
,

所有权社会形态对技术社会形态的

运转和发展是有着不可低估的反作用的
。

一 技术社会形态是所有权社会形态的基础
,

所有权社会形态对技术社会形态有巨大反作用
,

L

二者的相互作用就构成了社会形态总体发展过程中的基末矛盾
,

这种矛盾运动的状况
,

对技术

社会形态与所有权社会形态二者的发展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

因此
,

值得我们仔细地加以研究
。

·

一 「
「

_
一

(四
_

)
「

、

味熬拼坡赘…{棋橄布
治地位的阶级对居被统治地位的阶级实行统洽的工具

; 国家是所有权经济形态中阶级间的矛

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

它的主要职能就是维护
、

巩固和发展对统 治阶级有利的那种所有权关系

等等
。

但是
,

另一方面
,

他们也在许多地方指出了政治还包括处理一定的经济与社会活动
;

国家还必须执行各种经济的与社会的职能等等
。

例如
,

马克
J

急就明确指出过
:

在过去的专制

国家
;

中
, “
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

:

既包括执行由二切社会的性 质产生的各

种公共事物
,

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
” 。

③显
;

然
,

这皇所说

撰臀藕脚撇荞;教熬杰象{
对社会生产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彭响石 ④在 《资本论》 中

。

马克思还详细地猫迷过大工业发展
」 「 .

、

「
一

的初期 《 土厂法 》 的制定和实施
,

怎样大大地加速了生产技术关系从工场手工亚和家庭劳动
」

,

阶段向大工亚阶段的过渡
。

⑤
J `

眺砌
反杜林

耐
也明确

碗
、

。

政治统治到处髓
以

知
某种社会

姗趣赫
而且政治统洽只

一

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荟职能时才能持续下丢
”

·

。

⑥恩格斯还指出
:

原始社
`

会的公共代表就必
一

须执行二定时雍护公共利益的土作
,

如解决争瑞
、

监督用水等
。

感在波斯和
印度

,

不管 “ 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
,

七们中间每二个都十分清楚地知道 自己首先是
- ~ 宁

一 `
~

河谷灌溉的总的经营者
,

在那里
,

如果没有灌 i既
,

`

农业是不可能进行的
”
石⑧同样

,
、 一

在资本主
、 ` 、

义社会中
, “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
,

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
,

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二二茵
一 一

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
” 。

⑨
- ·

{
·

一 ;

`
冬 一

、

列宁则明确指出过
,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

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

为了取得胜利
,

应
一

当解决双重的或立位拓体的任务
: “

第一
,

用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无琅英勇精神吸引



}: 摧羚 i抓 {毅徽赞 {…梦邢

班甘于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主义
,

就可想见 了
。 ”

@ 然后
,

马克思 分析 道
: “

对在何种类

劳动蒯司样看气 以各种实在劳动 组 成 的
一

十
一

分发达的的
丈
为前提

, _

在这些劳动书
、

任何一

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
。 … … 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

, 适合于这样一种
`

社会形

式
,

在这种社会形式中
,

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
,

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

来是偶然的
,

因而是无差别的
。

一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庄形式

之

一美国
,

·

这种情

况最为发达
。

所以
,

在这里
, `
劳动

, 、 `劳动一般
, 、

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瓤 这

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
,

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
。

所以
,

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
、

表现

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
,

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畴范
,

才

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
。 ” L可见

, “ 劳动 ” 这个范畴就属于反映社会生产技术

关系的技术意识形态
,

它的内涵是随着社会生产技术关系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
。

在前工业社

会
,

它主要指的是为取得货币而进行的工业劳动或主要指农业劳动
,

只有在工业社会中
,

它

才成为
“ 既不是工业劳动

,

又不是商业劳动
,

也不是农业劳动
,

而既是这种劳动
,

又是那种

劳动 ” 的一般 “ 劳动 ” 。

由此可见
,

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在革命导师的著作中早就有所论及
,

尽

管他们没有对它们加以明确区分
,

没有明确提出两种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概念
,

但从以上

论述来看
,

作出这种区分是有理示仑根据的
。

(五 )

根据社会形态双重构造的观点来回答西方新技术革命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向我们提

出的那个新问题
,

答案就比较清楚了
。

我们可以 很清楚地看到
,

目前西方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



杯)潺 {娜 :燕共琳犯拼
讨论的问秒

。

决爪…能更好地迎接挑战
,

认识现实
,

把握朱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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