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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学界对东亚市民社会形成状况的宏观研究比较多，但是从中产阶层的和社会组织两个视角

进行的微观研究比较少。市民社会在东亚的形成受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多种因素制约，找到其中

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一直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文章通过对中产阶层和社会组织的功能进行分析后指出：

在东亚，决定其市民社会形成的关键因素是兴起于草根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具有“公共性”的社会组织，

而西方学者指出的“伴随中产阶层登上社会舞台，必然形成市民社会”这一命题却不具有普适性。 

    现代国民国家成立以来，在政治学（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和经济学（资本主义社会论）领域中市民

社会的概念被频频使用。并以此为平台产生了政治市民社会、经济市民社会和社会市民社会这三个基本

概念。政治市民社会不但与国家政治毫无关系，相反其正是作为国家的对立概念而存在的民众自律生活

领域。经济的市民社会形态应该是一种基于市场而存在的自由商业原则。社会市民社会却应该表现为一

种民众共同的归属感。市民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只是在外在形态上看似非常强大，而作为抽象存

在的市民社会却实质上控制着社会的发展和运行。具体讲，市民社会就是由民众创设的存在于“公的领

域（公域）”和“私的领域（私域）”的各种组织以及团体构成，并且这些团体必须是一个市民社会国

家的主体，其控制着国家的运行和发展。在学术界，通常把市民社会在现代政治理论中以具象形态的出

现归结为两个基本类型——英国式和美国式。在东亚的民主化过程中这两种类型曾经作为理念而被追

捧。 

    从对待市民社会态度的视角，一般把东盟国家分为“强国家弱社会”和“弱国家强社会”这两个基

本类型。一个是以泰国、菲律宾等国家为代表的“弱国家”型。在这里由于国家的政治统治力量相对较

弱，对市民社会的活动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以NGO活动为主导的市民社会活动相当活跃，并且能够影响国

家的政治生活。另外一个就是以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为代表的“强国家”型。如前所述在这

里无论是来自上层和草根社会的市民社会活动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在印尼对批评苏哈托政权的媒体、在

野党、知识分子进行频繁镇压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而在新加坡，一切更被严格禁止。 

    在东亚很好的实行了市民社会化的国家大都是社会结构相对单一的国家和地区，比如韩国、台湾、

泰国、菲律宾还有日本。到此我们看到，在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社会的市民社会、政治的市民社

会、经济的市民社会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社会结构是形成市民社会形态的基本前提。因为有

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决定着有什么样的政治形态，而这两者正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形成市民社会的基本

前提，经济发展可以作为一种催化剂在两者之间发挥调节作用，而不是西方学者认为的关键因素。在一

个单一结构的社会形成了诸多具有公共性的社会组织的情况下，经济发展中形成的中产阶层能够很好的

引导这些组织为国家的公共利益服务，并且得到了国家的认可，那么这个社会就具备了进入市民社会的

所有条件，也能够顺利实现其市民社会化。韩国和台湾就是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们看到即使是在这两

个国家亦不是中产阶层主动引导了社会的民主化，其原动力还是来源草根的社会组织的成长。而在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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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等“强国家”社会，由于社会结构的复杂，国家一开始就限制了社会组织的成长，在这种状况下即使

形成了比较模糊的中产阶层，但是由于其缺少社会组织的支撑和受到自身利益的驱使，他们最终没能成

为市民社会形成的动力。而经济发展带来的中产阶层力量的壮大恰恰又成为壮大国家力量的工具。 

    现代民主社会的经验证明，一个终极市民社会的形成显然不是绝对依靠国家的力量而是基于民众民

主意识的成长。所以，伴随着一个社会政治意识的逐渐成熟，加上经济社会条件的不断完善，可以预见

市民社会模式是任何一个社会的必然趋向。从“强社会弱国家”的类型来看，国家强权时代已经成为历

史，市民权的成长已经是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随着这些国家NGO等社会组织力量被不断强化，其市民社

会正在步入正轨并逐渐扎根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除韩国、台湾以外，其他国家的市民社会发

展还不够成熟，但是这些国家的市民社会正在从要求单纯的政治自由发展为参政议政的理性公共性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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