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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凝聚力简论

鲁 品 越

社会凝聚力和 ,’} 中突力
”
与

“
影响力

” 一起
,

构成完整的人际相互作用力体系
。

凝 聚力具有整合功能
、

稳定功能等 ; 依照产生方式而分为认同性凝聚力与互补性凝

聚力 ; 探讨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凝聚力体系
,

应当从社会层面
、

组 织层面等入手
,

逐步认识和完善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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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凝聚力问题
,

一直是社会学的重要课题
,

因为它是人际相互作用力中的最基本的力

量
。

它和人们之间的
“
冲突力

”
与

“ 影响力
” 一起

,

构成完整的人际相互作用力体系
。

而在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
,

如何增强社会凝聚力
,

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现实间题
。

本文想对此问

题
,

作出抛砖引玉的探讨
,

希望得到同仁的指正
。

一
、

功能与种类

凝聚力是维系社会生存的最基本的力量
,

没有它
,

家将不家
,

国将不国
,

社会将倾刻瓦

解
。

凝聚力的巨大作用
,

在我看来
,

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

( 1 ) 它使社会和社会组织生存

下去
,

从而把分散的个人力量聚合为整体组织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
,

并产生出远远超出个人

和小组织力量总和的巨大力量
,

产生 出丰富复杂的社会组织现象
,

产生社会和组织的整体功

能
。

( 2 ) 凝聚力有巨大的稳定功能
,

它使社会成员团结一 致
,

减少和消除那些不健康的分

裂和冲突
,

从而使组织成为稳定的结构
。

( 3 ) 凝聚力 还可能产生出巨大的动力
。

( 4 ) 组

织中的凝聚力不但是达到上述 目的的手段
,

其本身也是组织所应当追求的独立 目标
。

如此巨大功能的社会组织凝聚力
,

归根到底来源于人的生产活动的社会性
。

人类为了生

存下去
,

必须从事生产活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其他社会活动
,

而要进行这些活动
,

必须与他

人合作和交往
,

由此而产生了个人对他人和集体的依赖性
,

即产生了社会凝聚力
。

而依照凝

聚力的产生方式的不同
,

可 以分为两类
:

第一是认同性凝聚力
,

它产生于个人对整个集体的

依赖性
。

这种认同
,

产生了组织成员对整个集体的
“ 认同性凝聚力

” 。

第二是互补性凝聚力
,

它是 自由结合和自由交往的成员
,

各以对方作为 自己从事某项活动的条件
,

从而产生的凝聚

力
。
下面

,

我们先分别讨论这两种凝聚力的产生机制
,

然后再讨论建立我国的社会凝聚力体

系问题
。

(一 ) 认同性凝聚力

认同性凝聚力产生于个体对于集体的依赖性
,

它将集体利益看成是个体利益的来源与保

证
,

因此
,

组织成员的共同的集体利益是认同性凝聚力的物质基础
,

这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



论告诉我们的真理
。

正是在这个共同利益的基础上
,

产生了个人对整个集体及其巨大力量的

崇拜与认同
,

这正是认同性凝聚力的本质
。

集体本身 (包括整个社会 ) 及其力量是最本质的

认同对象
。

然而
,

这个抽象的认同对象总得通过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
,

于是便形成了丰富多

彩的多层次的认同对象
。

首先
,

社会集体在其实践中必然地形成其特有的性质
,

即特质
,

人们对集体及其力量的

认同与崇拜
,

于是便具体化为对这些特质的认同与崇拜
。

这些特质包括
:

( 1 ) 血缘
。

在古

代社会
,

血缘是最基本的认同对象
,

它把有共同血缘的人们凝聚在一起
。

在今天
,

对民族和

种族的认同仍然是最强大的凝聚力的来源之一
。

( 2 ) 文化
。

一个集体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形

成其特 有的文化
。

巨型集体— 社会
,

会形成其特有的语言文字
、

宗教信仰
、

象征物
、

风俗

习惯等等
, 而企业等社会组织也会形成其特有的企业文化

。

对这些共同文化的认同
,

是对集

体及其力量认同的表现
。

( 3 ) 阶级地位
。

同阶级的社会成员
,

特别是组织起来了的同阶级

社会成员
,

对本阶级力量有一种依附感
,

并由此而产生出对阶级性的认同
,

这种阶级性表现

在政治经济地位
、

生活状况
、

行为方式等很多方面
,

它们构成阶级的社会成员 所 拥 有 的特

质
。

在对集体特质的认同的基础上
,

逐渐产生了结构性认同对象
。

首先
,

为了维护集体利益

和集体特质
,

必然会在实践中形成集体生活的各种礼仪规章
、

法律制度
,

于是对集体的认同

便进而具体化为对这些法礼的认同
。

这是一种结构性认同
,

因为礼法是组织结构的一个因素
。

其二
,

集体在实践中
,

会形成实现其共 同利益和代表其物质的领导核心 与领袖人物
,

于是对

集体的认同便具体化为对这个领
一

导核心与领袖人物的认同
。

集体的规模愈巨大
,

这种认同就

愈强有力
,

因为集体的生存和实践活动需要强大的核心力量来领导
。

最后
,

所有这些认同— 对共同利益
、

共同特质
、

共同法礼和领导核心的认同
,

都集中

于对共 同目标的认同
。

个人对集体目标的认同过程
,

实际上是将个人利益和个人目标融入集

体大 目标的过程
,

也是用集体 目标来同化个体目标的过程
。

对目标的认同
,

是认同对象的最

终具体化和现实化
。

如果说
,

在此 以前的那些认同凝聚力
,

总是通过集体情感的形式表现出

来
,

那么
,

对目标的认同
,

使这种巨大的情感力量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力量
,
认同性凝聚力由

此而转变为巨大的群体动力
。

从对集体及其力量的抽象的认同和崇拜
,

到具体的认同对象不断衍生的过程
,

即认同性

凝聚力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
。

这个过程同时也是认同凝聚力产生出组织学上的结果的过

程
: `

言产生出了组织的特质
、

法规和礼仪
、

领导核心
,

以及组织的目标
。

这些事物既是认同

凝聚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和附着对象
,

又是它所产生的结果
: 它们使浑然无结构的集休成为有

结构有特质的具体组织
。

如果没有认同性凝聚力
,

这些事物就不会产生
,

世界上也就不会有

组织现象
。

由认同性凝聚力产生的一个重要的结构上的结果
,

是大组织的阶梯结构
。

认同凝聚力产

生 了
“
领导核心

” 之后
,

在大组织中
,

必然生成围绕这个核心的层层机构
,

以作为凝聚力的

传达环节和实现途径
。

这层层机构
,

形成组织中的阶梯等级
。

如果不形成这样的等级体系
,

那么大组织中人们对领导核心的认同必然流于混乱而无法真正实现
。

应当如何加强组织乃至全社会的认同性凝聚力呢 ? 正确的方法是遵循它的客观的产生机

制
,

因势利导
,

不断强化
。

对不同的认同对象
,

采取相应的强化手段
。

认同凝聚力的基础是共同利益
。

当组织和国家
、

社会的利益受到外部势力的威胁时
,

当



这种威胁给组织 (或社会 )成员的共同利益造成危机之时
,

如果强化这种危机意识
,

将会增

强认同性凝聚力
。

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嗬我中华大地之时
,

中华民族到了
“ 最危险的时

候
” ,

这种危机意识唤醒了中国人民
,

万众一心
,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

同样
,

当一个民族

的传统文化和自尊心受到外来势力 的凌辱与破坏之时
,

也会激起强烈的民族情感
,

增强认同

性凝聚力
。

对于企业等社会组织来说
,

也与此类似
。

让组织成员了解本组织在竞争中所处的

严峻形势
,

同时也指出通向必胜前途的道路
,

一定能增强组织凝聚力
。

当然
,

这种宣传必须

实事求是
,

切不可制造与兄弟单位 的敌对情绪和不友好情绪
,

否则
,

即使能调动起本组织的

凝聚力
,

也是一种被误导的
、

破坏性的凝聚力
。

对本组织内部违背集体法规礼仪
、

伤害集体利益
、

伤害和丧失本组织文化特质
、

或丧失

本阶级的阶级性等等行为的反对与斗争
,

同样会调动和激发组织成员的集体情感
,

加强认同

性凝聚力—
因为这种凝聚力归根到底是一种情感力量

。

例如
,

我国进行的严厉打击刑事犯

罪分子的斗争
,

使人民团结一致
,

维护了集体利益与集体法规的尊严
,

加强了社会凝聚力`

发扬光大组织的优秀传统
,

增强组织的集体荣誉感
,

也会调动和激发集体主义情感
,

增

强组织凝聚力
。

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
,

更是如此
。

在今天
,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
,

能

强化海内外炎黄子孙对中华民族及其特质 (血缘与文化 )的认同
,

增强民族的认同性凝聚力
。

同样
,

一个社会组织如果能开展厂史
、

校史教育
,

弘扬本组织的优秀传统和特有的组织文化
、

企业精神
,

也能加强组织凝聚力
。

努力使组织 目标符合组织中绝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
,

从而使个人 目标易于被组织的大 目

标所同化吸收
,

达到个人对组织目标的认同
,

是增强认同性凝聚力的基本方法
。

没有这种目

标的认同
,

其他的认同将缺乏现实力量而难以持久
。

而要达到这种 目标的认同
,

需要决策的

科学化和民主化
,

使组织的奋斗目标真正符合组织成员的长远利益
,

反映群众的意志与愿

望
,

集中群众的智慧
,

并且使之纳入到严格的科学程序之中
。

加强组织的领导核心的权威性
,

选择受人们拥戴的人作为组织领导人
,

是加强组织凝聚

力的根本保证
。

在社会主义中国
,

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使共产党成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

心力量
,

是把全国人民凝聚成整体力量的根本保证
。

(二 ) 互补性凝聚力

如前所 述
,

互补性凝聚力是社会成员 (包括社会单位
,

下同 ) 之间由于相互提供所需条

件而形成的相互吸引力
。

正象认同性凝聚力的基本间题是认同对象及其产生机制一样
,

互补

性凝聚力的基本问题是互补物及其互补方式
。

社会成员之间的互补物和互补方式有以下几种

情形
。

其一是自由交换式的互补
,

社会成员之间自由交换其产品
,

形成市场性的互补关系
。

在

商品经济条件下
,

各企业之间在很大程度是靠这种互补凝聚力联合成相互依赖的体系的
。

而

由这种互补凝聚力所形成的社会结构
,

是市场结构
。

这是一种 自由选择式的松散祸合结构
。

其二是合营式互补
。

甲
、

乙双方各看中对方所具有的条件
,

于是联合起来进行某种经营

活动
。

如甲方拥有资金
,

乙方拥有场地劳力
,

二者联合进行某种生产开发括动
。

股东之间也

是靠这种互补力联合在一起的
。

有人会说
,

股东之间的吸引力是认同性凝聚力
,

因为其基于

对共同兴办的企业的 目标的认同
。

其实
,

最初吸引股东的是各方所提供的资金
,

只是到后来
,

这种互补性凝聚力才转化为对共同利益的认同的认同性凝聚力
。

靠合营式互补凝聚力而结合

的组织于是产生出多元合作式结构
,

如董事会
、

联席会议
,

以及由各方委派人员组成的管理



机构
,

等等
。

其三是工作性互补
,

也即内部分工性互补
。

在一个组织内部完成某项工作
,

总得需要不

同工种和不同能力的人相互合作
,

才能进行
。

这就不仅需要各方认同于共同 目标
,

而且需要

各方在工作中相互依赖
。

一个技术研究人员必须依赖工人把他的设计变成实物
,

工人也需技

术人员的设计方案才能作业
,

二者之间于是形成谁也离不开谁的互补凝聚力
。

即使认同凝聚

力被削弱
,

这种互补凝聚力依然存在
。

而这种工作性互补凝聚力
,

产生了组织内部的分工结

构
,

包括工序化组织结构等等
。

第四种互补是带有剥削性的互补
,

是私有制剥夺了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后制造的
“ 互补

”

现象
。

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
,

他需要依赖于劳动者
,

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在此制度

下不得不依赖资本家的生产资料
,

二者之间产生了互补性凝聚力
。

资本家正是靠这种力量
,

将劳动者拴在 自己的腰带上
,

接受他的剥削与压迫
。

这是雇佣性互补
,

其产生的是自由雇佣

的阶级结构
。

第五种是依附性互补
,

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结构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

一些小农拥有

田地和劳力
,

然而不能维护 自己的安全
,

于是依附拥有武装实力的领主
,

而领主则令这些小

农在其领地上服劳役
,

二者构成相互依赖的关系
。

现代社会中小组织对大组织的依附
,

小国

对大国的依附
,

仍有此痕迹
。

这种互补凝聚力所产生的结构
,

是等级式结构
。

此外
,

还有男女情爱性互补
,

在原始社会
,

它形成各氏族和部落间的姻亲关系
,

也形成

氏族内部的婚姻结构
。

在现代社会
,

这种姻亲关系和婚姻结构依然存在
。

如果说认同性凝聚力是一种以情感形式 表现的力量
,

那么除性爱之外的互补性凝聚力是

基于理性算计的一种力量
。

因此
,

认同性凝聚力服从着情感的发生发展规律
,

而互补性凝聚力

则服从理性算计
。

正因如此
,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
,

互补性凝聚力 日益取代认同性凝聚力
,

理性的算计也 日益代替过去的情感活动
。

在资本家那里
,

这种理性算计就是赚取最大利润
。

那么
,

互补性凝聚力的作用何在呢? 与认同性凝聚力不同
,

互补性凝聚力导致社会成员与

社会组织之间的频繁交往
,

从而活跃社会生活
,

繁荣社会经济
。

同时
,

它能克服封闭的自然经济

单位之间的隔绝状态
,

从而形成相互依赖的整体
。

因此
,

互补性凝聚力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

那么
,

应当如何增强社会的互补性凝聚力呢 ? 其基本方法是打破封闭的白然经济
,

打破

小而全的经济系统
,

建立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体系
,

从而形成各地区
、

各单位之间的互补性相

互依赖
。

同时
,

鼓励各种合营企业
,

提倡各单位之间的横向联合
,

进行各单位内部的分工
,

都是加强互补凝聚力的方法
。

二
、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凝聚力体系

社会与社会组织正是靠上述两种凝聚力联结成整体系统的
。

这些凝聚力的性质及其相互

关系
,

构成该社会或社会组织所特有的凝聚力体系
,

它决定着该社会或社会组织的状况
,

产

生着它们的结构租过程
。

而社会和社会组织究竟采取怎样的凝聚力体系
,

决定于它们所特有

的经济体系
。

在封建社会中
,

社会单位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和社会分工十分不发达
,

因此其

互补性凝聚力很低
。

维系社会统一和社会秩序的力量
,

只能是血缘性和文化性认同凝聚力
。

在西欧
,

其表现为对上帝和基督的认同
。

这种认同虽然很强大
,

但仍然不能维 系西欧社会的

统一
,

使西欧封建社会一直处于诸侯纷争的状态
。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
,

中华民族拥有最强大



翔

的无与伦比的认同性凝聚力
,

它一直维系着国家和民族的统一
。

然而由于缺乏互补性凝聚力
,

当这种认同力量由于封建帝王的昏玻而受到损伤之时
,

这种统一就会被诸侯纷争的局面所隔

断
,

形成
“ 天下分久必合

,

合久必分
”
的循环

。

在资本主义社会
,

个人主义思潮泛滥
,

对集

体力量的认同日趋淡薄
,

在此情况下
,

资产阶级不得不继续维护基督教的权威
,

以维系其认

同凝聚力
。

同时
,

迅速发展起来的市场和分工
,

形成了强大的互补凝聚力
,

填补了因认同凝

聚力的衰弱而造成的真空
。

我国社会现阶段
,

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经济体系中占绝对的

主导地位
。

我国的历史与这种社会经济结构
,

决定了我国社会的凝聚力体系
,

只能是以认同

凝聚力为主导
,

以互补性凝聚力为辅助的体系
。

而这种认同凝聚力和互补凝聚力
,

本质上不

同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凝聚力
,

具有其新的内容和形式
。

我们要增强我国的认同性

凝聚力
,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
,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和优秀文化
,

发扬爱国主义精

神
,

争取和珍惜中华民族的利益与荣誉
。

而对共同利益和民族性的认同
,

还要体现于对我国

的大 目标— 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
,

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的认同
,

在

这个大 目标下
,

把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人团结起来
,

共同奋进
。

然而
,

如果认同只是停留在这个水平上
,

还只是抽象的认同
,

还需要进一步具体化
。

首

先还应认同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及其颁布的法规制度
,

与破坏这种政权
、

违背这些法规政策

的行为做坚决的斗争
,

从而增强全国人民维护国家政权与法规制度权威性的集体情感
,

强化

认同性凝聚力
。

最后
,

以上所有的认同
,

都要集中在对一个代表着全国人民利益
、

领导着社

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的认同上
,

没有这样的认同
,

其他所有的认同都会落空
,

无法形成现

实的
、

有组织的认同凝聚力
,

也就无法形成 由认同凝聚力结构而成的强大的集体力量
。

上述认同都是
“ 大认同 ” ,

它们所形成的是全国人民的
“
大凝聚力

” 。

而各级社会组织

还应形成自己的
“
小凝聚力

” ,

例如各企业应使其职工爱自己的企业
,

全企业的职工团结一

致
,

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奋斗
。

对于社会组织来说
,

在建立内部的
“
小认同凝聚力

”
的同时

,

也要建立在认同凝聚力主

导之下的
“
小互补凝聚力

” 。

这就是说
,

要协调好不同工种
、

行业
、

年龄以至特长和性格的

人们之间的关系
,

使他们处于
“ 互补

”
状态

。

在体制改革中
,

有些组织打破原有的班组结构
,

实行从上而下的优化组合
,

以按照人们之间的认同关系和互补关系结合成新的组织结构
,

从

而提高了组织凝聚力和工作效率
。

这是提高组织凝聚力
,

优化组织内部结构的有益尝试
。

此

外
,

打破各单位内部办
“
社会

” 的小而全局面
,

逐步推行住房
、

膳食等等服务业的社会化
,

也是加强互补凝聚力的重要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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