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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秋 ,中共 16届 3中全会正式确立了“全

面 、协调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第四代领导

集体在我国现代化进入关键时期应对新挑战 ,为完

成新任务而实现的一次意义重大的理论创新 。从胡

皓的《自组织理论与社会发展研究》(上海科技教育

出版社 2002年版)中可以清晰地发现:该书对科学

发展观从它的科学基础 、内在逻辑到它的应用 ,都已

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

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 ,我知道其出版与科学

发展观的正式面世并非一种纯粹偶然的巧合 ,而是

早已“有备而来” 。当作者还是一名本科三年级学生

时 ,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反思 ,他与另两位同学

发表了国内第一批讨论“异化”与“人道主义”的论

文。但是 ,在深入思考时他发现 ,对人与社会发展问

题 ,康德与黑格尔等古典哲学大师们早已作过许多

深刻的论述 ,马克思更创立了唯物史观 。也就是说 ,

在哲学思辩的层面上 ,社会发展问题原则上已经解

决。那么 ,今天有必要超越上述那些哲学社会科学

的限制 ,从以现代物理学为基石的现代自然科学基

础理论的最新进展中 ,寻求某些启示 ,在新一代马克

思主义传人的手上 ,实现发展观的再一次创新 ?

按照他当时的思路 ,人类社会的发展固然因其

特有的极端复杂性 ,并非简单照搬某些自然科学理

论可以直接解决 。但是 ,如果我们不将社会的进化

-发展现象神秘化 ,而将社会的进化-发展也视为

广义自然界诸多进化-发展现象中的一种 ,而且本

身就是广义自然界长期进化-发展的结果 ,那么 ,我

们就不能不承认 ,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发展 ,毕竟

也服从广义自然界所有进化-发展现象的某些最一

般的规律 。因此 ,如果我们发现并全面和准确地掌

握了这些最一般规律 ,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处理

好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问题 ,尤其是其中的

一些最基本问题 ,以避免产生片面性 ,至少可以避免

产生一些较大的片面性 。而这种可能性也已经出现

了 。其中最有影响的成果 , 就是当时正迅速酝育之

中的耗散结构论等通常被称作“非平衡系统自组织

理论”的一组新科学理论群。这组理论尽管学科背

景不同 ,概念和方法也有异 ,但是 ,它们却共同聚焦

于组成系统的大量子系统 ,如何有可能自己组织起

来 ,实现从无序到有序(或从较低级有序到较高级有

序)进化-发展的一般条件 、机理和规律性 。

由于这组理论组毕竟学科背景不同 ,概念和方

法也有异 ,而且它们又直接出自于自然科学 ,为了在

将这组理论运用于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时避免出现

“生搬硬套” ,达到“融会贯通” ,并尽可能接近“出神

入化”的境界 ,他化了很大功夫 ,先做了两步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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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将上述这组自组织理论在元科学层面

上进一步打通 ,将其概括上升为“一般进化-发展

论” 。他在这方面发表的一组系列论文 ,也为国际学

术界这一领域的旗刊纽约出版的《世界未来》摘要刊

登 ,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与关注。该刊在其“工作进

展报导”专栏 ,还发表了原联邦德国哥廷根大学 G.

Campis教授介绍本人研究工作的一篇幅专题报导 。

而这一领域内伦敦出版的另一期刊《社会与进化系

统》的主编在看到那篇报导后 ,也专门致函他约稿 ,

并在其来函中言词恳切地表示 ,希望在他主编的该

刊上“每年都能读到”他的论文 。

鉴于人类社会毕竟是自然界中极为复杂的一个

层次 , 他的第二步工作 ,就是在逻辑上寻找将一般

进化论运用于具体研究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逻辑

上的“中间环节” ,试图在哲学层面上建成构了一个

人类社会的系统模型 。

随着研究的深入 ,尤其 1992年的世界环境与发

展大会前后 ,由于上述研究进程本身的内在逻辑 ,他

的研究主题自然地由原先的“发展何以可能 ?”推进

到“持续的发展何以可能 ?”其主要成果体现在专著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陕西科技出版社 1998

年)。在那本书中 ,他明确地提出了“超系统思维” 。

其核心思想 ,就是强调相关系统之间通过在空间维

度上的“错位发展”与“优势互补” ,实现在时间维度

上的“可持续发展” 。也即强调对相关系统要“统筹

兼顾”与“协调发展” ,以“全面与协调”之因 ,求“可持

续”之果 ,明确了这一发展观的内在逻辑:只有当发

展是“全面与协调”的 ,才是“可持续的” 。

作者在书中已经运用上述创新了的发展观即

“超系统思维”讨论了我国现代化进程。而他所以能

领先一步进入这一领域 ,却来自于如下的一种洞察:

按照二战后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

验 ,当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经过一个高速增长的

“起飞”的早期进入其中期后 ,作为一种普遍的带有

规律性的现象 ,社会冲突都会趋于激化 ,现代化将进

入“高敏感度”的关键时期(可将其比喻为“易颠簸

期”)。在这一时期 ,决策者将面临一系列令人左右

为难的“两难困境” 。如经济效率与公平分配何者优

先的“两难” 、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何者优先的

“两难” 、国家主权与对外开放何者优先的“两难”以

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何者优先的“两难” ,如此等

等 。他将这些“两难”问题称作“后发现代化的悖

论” ,因为两个命题“同时为真”(“同样重要”)但直接

地却“相互矛盾”(实行时具有相互抑制的“不相容

性”)。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决策层的发展战略恰当 ,社

会冲突有可能得到化解 ,现代化进程便有可能得以

继续而成功地完成;相反 ,如果发展战略不恰当 ,或

原来的发展战略未能适时创新 ,社会冲突进一步激

化 ,就会导致现代化“受挫” ,陷于停滞甚至倒退 。一

个明显的对比就是 , 20 世纪 70年代后期 ,韩国 、新

加坡这两个东亚国家与巴西 、阿根廷这两个拉丁美

洲国家的人均 GDP 差不多都同时达到 3000美元左

右 。但前者适时地调整了发展战略 ,首先是兼顾了

经济增长与其成果的公平分配 ,接着再经过 20来年

的持续发展后 ,人均 GDP 先后突破了一万美元 ,进

入了发达国家行列 。但是后者却未能适时创新发展

战略 ,首先是依然坚持原“先增长 ,后分配”的战略 ,

国民收入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社会冲突加剧 ,现

代化进程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 。

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进入 GDP 年均增长率

10%左右的“经济起飞”后 ,鉴于上述其它国家与地

区现代化历史经验 ,他意识到中国经济起飞的这种

势头如果再持续一二十年 ,也将会进入一个“高敏感

度”(易起“颠簸”)的关键时期 ,届时 ,也将面临发展

观创新调整的必要性。为此 ,他有意识地将研究更

集中地转向用上述“超系统思维”求解“后发现代化

的悖论” 。其实际内容也就是现在党中央所强调的

五个“统筹兼顾”。

(责任编辑　匡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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