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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内容概要

丹尼尔·贝尔堪称20世纪西方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其学术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社会学的领域。他
对宏观社会走向的把握有独到之处，其最有影响力的研究领域是宏观社会或称整个人类世界的层面。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虽然在1973年看来还是一本预测未来的著作，但是事实上从今天看来，他的预
测已经基本成为现实。该书开启了一种看待人类社会的全新视角。
该书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其方法论，即“中轴原理”。该原理认为在某一历史时期内，特定的中轴原
理成为其他大多数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的分析，成为一种把繁杂多变的宏观
历史的可能前景进行条理化的方法。该方法在实践上把社会结构变化的实质特点认定为来自经济的变
化性质，以及理论知识确定社会革新的变化方向的决定性作用，是对未来的探索。社会结构是一种概
念图式，而概念图式的基础就是中轴原理，并具有一个中轴结构。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的思想力图说
明的不是因果关系，而是趋中性。在寻找社会如何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它设法在概念性图
式的范围内说明其他结构环绕在周围的那种组织结构，或者是在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动能原理
。概念性图式和中轴原理之所以有价值，是它允许人们用多方面的立足点来设法了解社会变化，但它
并不摈弃在特定计划内理解关键结构或中轴原理的“首要逻辑”的价值，以中轴原理为基础可以突出
相同点和不同点。
贝尔以其独创中轴原理为工具，从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3个方面分析了后工业社会的特点，并与工
业社会进行了比较。由此贝尔构建了后工业社会理论体系，向读者展示了人类社会未来的可能图景。
而中轴原理分析所展示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则在贝尔稍后的另一本著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有
经典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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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纽约出生，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从事新闻工作（《新领袖》、《幸福》杂志）。哥大哲学博士。哈
佛大学任教授。1972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的20位影响最大的学者之首。著名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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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Nobody reads it.
2、未来学经典著作  送彼岸了
3、尽管贝尔抛开了政治和文化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但是在社会结构上的分析很深度 怒赞
4、2013 知识、技术？想起2001太空漫步
5、未来学的作品。前工业时代主要是资源采撷（农业、矿业、林业、天然气或石油等资源）作为经
济基础；工业时代主要是使用能源和机器技术从事制造商品；后工业时代从事加工处理，其中电讯和
电脑对于处理信息和知识的交流。
6、总论部分仔细读了。很有启发。目前学术前沿的东西和书中探讨的关键词吻合度很高。一个月前
读的，书已还图书馆。
7、重点读了第五第六章 社会政策的强化和科技治国的趋势
8、2010年一月借于南理工图书馆
9、某个阶级的扩大只能说代表这一阶级利益的团体掌权的可能性更大，但宣称扩大的阶级将治国有
点推测过度了。至少我觉得专家治国技术治国真的是“理想模式”，贝尔提到的理论与政策互动和科
学的官僚化是最可能出现的专家参与治国的形式，现在已经出现，但专家们也只是智囊而无实权吧。
10、社会预测和社会研究 未来学派 看了1个月 翻译是败笔 生硬晦涩
11、这本书我一直在找，先在图书馆特藏室读⋯⋯ 

后来居然在复旦附近某家书店看到那有货，而且还十几本⋯⋯ 有需要的豆友可以问我怎么去O(∩_
∩)O~
12、这种书翻一次够了
13、知识就是力量呗。。
14、后马克思主义者= =
15、思想深刻，即便对于现在的生活也有启发
16、:    F038.8/1  
17、所描述的社会正在或者已经成为现实，但是后几章写得有点乱，估计是因为那个年代现象太复杂
了，还没有办法总结？
18、我读的其实是80年代版，内容没有什么变化，估计现在会加入互联网的影响和全球化。
19、站在现在看过去对未来的探索，也就是站在现在看现在
20、作者说自己能预测，因为。。。。所以我的预测。。。。，但是老马预测是错误的。。。所谓的
社会学分析仅仅是举例子和摆事实。局域的例子是正确而且有意义的，但是整体的论点完全是失去逻
辑的
21、预言书！
22、老头子几十年前预测的后工业社会的图景如今已经历历在目，理论越来越重要，科学越来越重要
。
23、有局限，亦有远见。
24、曹晋老师课程第二本书。
25、今天的状况早已在三十多年前预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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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犹太鬼写的不足为信。································
············································
············································
············································
············································
············································
···············中国只不过是在短时间内让国家实力在世界成熟技术的条件下脱离
一个较低的层次水平而已。至于以后························
2、1973年问世的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是Bell综合西方经济发展和阶级变迁情况，推出
的社会未来学名著。概述明确界定了有关后工业化社会的理论概念，预测在高技术化、服务性第三产
业‘技术官僚新阶级占主导地位之后，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将具有的诸多特征和弊端。这本书的影响
有思想界波及到人民大众。
3、读《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在社会预测领域，这是一本非常著名的书。
幸运的是，我们生活在作者所预测的时代里，我们可以方便的审视其预测是否精准。预测一个人的命
运是江湖骗子，然而预测一个时代的发展则有据可循。作者所做的预测只限于发展的大趋势，也就是
书中所谓的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作者试图给我们勾勒一副未来时代的大体轮廓，展示其最主要和最
显著的特征。作者所处的时代（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已处于工业化的尾声，服务业所占比例越来
越高，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作者敏锐的意识到，未来的社会里，服务业将成为
主导产业，专业技术人员将占据主导地位，理论知识将成为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源泉。我们已经生活
在作者所谓的未来时代里，如果我们以美国为例，那么作者所预测的图景确实已呈现出来：美国的服
务业已成为最大的产业；专业技术人员已占据了整个职场的主导地位，技术发明、工艺改进、工商管
理等都依赖于专业技术人员的领导和参与；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依赖于内涵式增长，也就是科技创新，
而科技创新又有赖于基础研究和理论知识的储备和发展。这就是美国的现状，也是这本书中所谓的“
未来”。在作者勾勒的未来图景中，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分，而且，作者并不认可马克思关
于社会阶段的区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劳资之间的矛盾必然发展到不可调和，这
就导致其必然走向社会主义。但美国社会的发展却并没有应验马克思的预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
的进步，蓝领工人的数量越来越少，兴起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和白领，资本家对于劳动者的剥削以及对
于社会的控制也并没有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越来越深重，专业技术人员和白领的地位反而越来越提
升。相反，社会主义却只在落后的国家实行了，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也并没有如马克思所设想的解决
劳资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仅仅是在中央集权下实行工业化。所以，作者预言，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
资本主义，在工业化之后，都会出现后工业化的特征。在后工业化时期，社会的阶级结构将发展深刻
变化。前工业化时期的主要经济形态是农林牧渔，这种经济形态主要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工业化时期
的主要经济形态是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这种经济形态是人和机器的关系。而后工业化时期，主要的经
济形态是服务业，这种经济形态主要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伴随着经济形态的改变，职业结构也将深
刻变革，从事贸易、金融、公共服务业、运输业、专业服务等行业的白领人员会越来越多，蓝领的产
业工人会越来越少。鉴于理论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国家将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基础研究
，基础教育的覆盖面会越来越广，受大学教育者会越来越多。在社会管理方面，工业化时期，公司在
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在后工业化时期，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公司作为一个经济体，其外部效应将
越来越突出，比如污染问题，如果没有社会管理，处于成本收益核算，公司不会有动力去治理污染。
同时，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由于公共服务的外部效应，作为私人所有的公司，也没有动力去提供。
这就需要社会决策来主导，而公司决策居于从属地位，所以，后工业化时期，公司将处于社会的从属
地位。公司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后工业化时期也将考验执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公共
部门的能力，看其是否能执行合理的公共政策，来平衡公司的分散决策带来的外部性。而在政治方面
，后工业化时期，将越来越依赖于科技手段来治国，用通讯搜集信息，用计算机去处理大规模的统计
，以此来为决策提供依据。后工业化时期，政治的主题是理性，决策越来越体现科学和专业，所以，
专门技术是权力的基础。在未来的议程一章，作者提到了几个有趣的话题，我们仅探讨能者统治与平
等这一话题。在关于平等和公正的议题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穆勒（密尔）的代议制政府，以及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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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斯的《正义论》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卢梭认为社会是由感情和罪恶支配的，所以，国家的
存在就是为了约束这些情感和罪恶，国家权力的行使需要依据社会公约。而穆勒则提倡符合利益比例
的平等代表制，以避免多数人对于少数人利益的忽视。罗尔斯则从公平的理由出发确立平等的优先地
位，罗尔斯坚持机会开放的平等。不管哪种关于平等和正义的观点，都不认可能者统治。作者认为，
事实上，民主社会中，人与人的差距是在缩小，但是这种缩小并没有减少人们对于社会不公的不满，
而且差距越小，人们的不满越大，这被称为“托克维尔效应”。所以，如果能者统治能做到帕累托改
进，那么关键问题并不是能者统治是不是扩大了不平等，而是这种不平等是否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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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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