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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新的社会要素 拓展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 《社会中间层— 改革与中国社团组织》 简评

王 领

由王颖
、

折晓叶
、

孙炳耀合著的 《社会中间层

一一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 》 * ,

是一部从社会组织

的结构变迁及其构成要素的功能更新转换等角度剖

析中国社会结构现状的力作
。

改革开放以来
,

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
,

游离于传

统组织结构之外的个体与群体日益增多
,

同时又不

断生成大量的
“

类组织
”

或
“
中介体” ,

在传统组织

之外结成了大量的社团组织
。

由于社会对社团的认

识不一造成了有关政策的摇摆
,

对策的偏颇
,

社团

组织时兴时衰
,

然而在社会结构不断分化的背景下

社团组织却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一部分社会整合功

能
。

科学认识正确对待社团组织遂成为迫切需要我

们回答与解决的课题
。

在大量的实证调查的基础上
,

《社会中间层 》 一书采用多维标准对社团组织的概

念加以界定
, “

社团就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相

聚而成的互益组织
,

具有非盈利和民间化两种基本

组织特征
。 ”
因此

,

社团与政府组织
、

非正式组织有

着明显的区别
。

在此基础上又以多维标准对社团组

织进行了分类
:

依其功能分为政治性
、

经济性
、

科

技
、

文艺体育健康卫生
、

宗教团体等 , 依其成员间

联系纽带分为生理
、

社会
、

精神特质以及由个体所

属组织功能等方面因素结成的四类社团 ; 依其民间

性程度可分为官办
、

民办
、

半官办三类
。

在概念的

界定与社团组织分类上采取多维标准
,

该书为我们

进一步开展社团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系
。

作者将社团组织的社会功能概括为 6 个方面
,

即
:

满足其成员发展的需要
,

包括知识技能的增长
、

社会交往
、

社会承认以及获得新的发展途径等 , 维

护成员权益
,

包括对个人利益及群体利益的维护 ;

参政议政 , 政府助手
。

作为党和政府之外的第三行

政渠道
,

社团担负着对新生社会成分的管理
、

协助

* 该书由中国发展出版社于 1993年 2月出版
,

以 下 简 称

《社会中间层》 。

党和政府部门完成某些任务及开展思想工作等社会

职能 , 经济参与
。

社团承担经济信息的沟通
、

开展

生产活动
、

参与市场活动等 , 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

作者认为
,

社团组织的上述功能来源于两种不

同的社会需要
。

第一是基于成员需要
,

执行为成员

谋取利益的服务职能 , 第二是基于政府的需要
,

履

行服从国家利益的管理职能
。

这一结论有助于我们

正确全面地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团组织
,

制定有

利于改革与发展的稳定的社会政策
,

在实施管理过

程中兴利抑弊
,

充分发挥社团组织的积极作用
。 .

该书的另一特色是以翔实的资料
、

独到的方法

对社团的组织模式
,

包括组织原则
、

组织制度
、

组

织结构
、

权力配置
、

内部关系
、

经费来源及自治度诸

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系统的剖析
。

组织模式既满足着

发挥社团组织功能的需要
,

也囿于与外部互动关系

的制约而确立
。

作者将社团与外部互动关系概括为

四种类型
,

即以组织交叉为特征的全藕合式
, .

半祸

合式
、

非祸合式互动
,

以任务为中心的协作式互动
,

以发挥职能为目的的借助式互动
,

以利益分化为诱

因的不和谐式互动等
。

影响这些互动运作的社会因

素有市场
、

政策及观念诸因素
。

各种主客观因素叠

加交互作用形成社团组织与外部互动的交换
、

依附
、

合作及冲突关系等
。

而实现组织的有效互动则需要

政治
、

经济利益的一致及良好的人际关系等
。

社团组织的组织模式
、

运作与互动规律有力地

支撑着 《社会中间层 》 一书基本理论框架的确立 )

循着这一初步探索的轨迹一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

果
。

笔者完全赞同作者对社团组织做出的判断
:
80 年

代中国社团组织的勃兴是推进现代化和经济体制改

革从而加速社会分化的结果
。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

它又是一种新的组织整合与社会整合力量
。

对于变

革中的组织体系建立新的整合秩序有着很大的促进

作用
。

新要素的产生必将推动组织体系的现代化
。

责任编辑
:

张 琢

仑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