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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研究领域将引起关注

李　汉　林

　　1.关于中国单位社会的研究。随着对中国单位社会研究的深入 ,我日益感到 ,对中国单

位社会的研究 ,不仅仅只是一个研究的课题 ,而是在逐步地形成为一个崭新的学科领域。从单

位社会这个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的视角出发 ,人们既可以从宏观上探讨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

的机制 ,把握中国目前社会的构成方式和运作方式 ,分析中国单位社会所特有的价值观念和行

为规范;从中观层面上研究单位组织的分层 ,资源与权力的分配对单位组织行为的影响;也可

以从微观的层次上观察单位人的社会行为和行为互动 ,从而从根本上理解中国的社会和社会

结构 。我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路路教授在年内完成的专著《中国单位社会中的资源 、权

力和交换》 ,就是试图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来探讨中国单位中的资源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又是

怎样分配的 ,权力在资源的形成和分配过程中是怎样产生的 ,资源和权力是怎样制约和规范人

们的社会行为的 ,以及在单位社会中人们的服从又是怎样与资源 、权力相交换的 。

2.关于失范研究 。失范研究目前在理论和实证上都有所突破 。和中国单位社会的研究

一样 ,对失范的研究也正逐步形成为一个社会学的学科领域 。在理论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

学研究所渠敬东博士所撰写的专著《缺席与断裂 —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 ,从意义的缺席入

手 ,细致地分析了意义的缺席如何造成关系的断裂和行为的紧张 ,而关系的断裂和行为的紧张

又是如何导致制度的变迁的。这本专著一改社会学分析失范的传统 ,独树一帜 ,提出了一个从

现象社会学的角度来构造失范理论的研究纲领 ,应该说这是一种研究的创新 ,一种理论的突

破。在对失范理论的实证研究中 ,人们也一改从偏差行为的角度来理解和研究失范的传统 ,有

意识地从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把握 、研究和观察失范。澳大利亚的 John Western教

授在其《亚太区域中的失范》的专著中所作的量表 ,就是有意识地把全球化 、城市化以及大规模

的移民现象作为社会结构性失范的前兆 ,并从实证的角度结合一个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来观察

和描述失范 。我和美国的 Judy Tannr 教授以及瑞士的 Peter At teslander 教授所撰写的《寻找

隐藏美的现实—失范与社会变迁》的专著 ,也是期望通过实证的数据 ,从不满意度 、社会流动 、

相对剥夺感以及地位的不一致性等诸角度 ,试图在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上去把握失范。我以为

上述的这些实证研究对推动失范理论的实证思考与创新是很有益处的。

正是由于上述的这两个研究领域所展示出来的巨大的理论与实证魅力以及广阔的应用前

景 ,也正是由于这两个研究领域还有待于更深入的发掘与研究 ,所以我以为 ,在今后的相当的

时期内 ,这些领域将不断地会引起更多社会学者的关注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　　

117

社会学研究 1999年第 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