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
“

社会机制
”

研讨会观点综述

1 9 9 。年 5月 29 日
,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社会学理论

” 课题组邀请院内外 30

名专家
、

学者对社会机制间题进行了专题探讨
,

现综述如下
:

(一 ) 社会机制的涵义
、

要案
、

类型
、

属性
。

主要有六种观点
: 1

.

认为机制是事物在运

动中各相关因素 (包括内部结构与外部条件 ) 有一 定向度的
、

相互衔接的律动作用联系
,

它

包含有效祸合
、

动力同向
、

传递畅通三要素
; 2

.

认为社会机制是社会规律的作用形式和利用

方式
; 3

.

认为机制是指事物在运动中
,

各相关因素
、

各组成部分间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的联

动作用关系
, 4

.

认为机制是规律与规律之间的作用关系 ; 5
.

认为社会机制是社会组织和社会

人的利益的调节原理
; 6

.

认为机制是系统内部的工作方式
。

在机制类型方面
,

认为社会 饥制

可分为自然机制和人工机制
、

或自发机制和 自觉机制
,

或隐机制和显机制
,

或动力 机制和运

行机制两大类
。

前者是 自然而然形成和起作用的
; 后者是通过人工建立起来为达成一定 目标

起作用的
。

在属性方面
,

认为社会机制具有规律性
、

具体性
、

复杂性
、

广泛性
、

系统性
、

层

次性
、

向度性
、

职能性
、

协同性或连动性
、

相对独立性
、

人为性或可操作性等
,

其中最主要

的属性是规律性
、

职能性
、

人为性
。

(二 ) 社会运行机制的内容体系
。

认为对这个问题可以分两种类型来探讨
,

一类是现实社

会不同类型的运行机制的内容
,

再一类是理想运行 机制的内容
,

由此可以探知社会的良性运

行和协调发展
,

达到人们理想 目标
。

前者阐明现实是
“ 怎么样

”
在运行

,

后者是
“ 应该怎么

样
”
运行的

。

我们研究机制的任务就是要用合理有效的机制模式作指导
,

不断研究二者之间

的有效改进的路子
,

为现实社会发展服务
。

有人认为机制问题很复杂
,

不能急于求成
,

不要

急于
一

F预社会
,

应对现实社会的机制进行深入剖析
,

作些理论抽象
,

研究社会机制中的基本

问题和带共性的问题
,

使其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

认为社会机制体系可分为三个层次
:

第

二个层次是社会总体运行机制
,

是指对社会各领域
、

各方面都起作用的机制
,

包括社会发展

中的动力机制
、

社会稳定的约束机制
,

社会利益中的协调机制
,

社会变革中的转换机制等 ,

第二层次是社会局部运行机制
。

这些机制是只在某一领域
、

某一方面起作用的
,

如政治领域

中的权力制衡机制
,

经济领域中的市场机制
,

文化领域的导向机制
,

社会生活领域的控制机

制等 , 第三层次是社会活动中的具体的微观的机制
,

如家庭生活中的调适机制
,

工作中的合

作机制等等
。

这三个层次的交互作用
,

有机结合便是整个社会机制的内容体系
。

弄清现实社

会的这种内容体系和找到改变运行机制的关节点是机制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育的同志认为这

种研究应遵循两条原则
:

一是将社会机制研究同社会规律及各类事物的运动过程联系起来考

虑
,

不能彼此脱节
。

因为事物运动有不同的形式
,

在其过程中都有与一 定规律相联系的机制

在其中起作用
。

为此
,

既要追根溯源抓
“
本

” ,

也要分门别类抓
“ 末 ” ; 二是在分层次研究

整体社会机制体系时
,

要先抓住几根
“ 主筋

” ,

而后以此通 “ 百脉 ” ,

即先把几个具有普遍

指导作用的机制抓住
,

而后向各具体领域拓展
,

以收高屋建领之效
。

(三 ) 研究社会机制的意义
。

与会者认为
,

研究机制具有三个方面的 重 要 意 义 : 1
.

现

1 2 3



卖意义
。

认为各类事物在运动中
,

都有相应的机制问题
,

木注意建立有效机制
,

就无法让社

会规律来发挥对社会的有效作用
。

如
: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

这是现代社会生产发展的一条规

律
,

但在我国
, “

为什么做起来就不能把科技放在第一位呢 ? 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解决把科

技变为生产力的一系列复杂问题
” 。

① 这实际上是没有解决使科技由潜在生产力变为现实生

产力的有效机制问题
。

由此可见
,

机制对实践的现实意义
; 2

.

理论意义
。

与 会 者 认 为
,

社

会学理论可分为基础理论
、

基本理论
、

专门理论和应用理论四个部分
。

其中基础 理 论 指 社

会辩证法
,

即认识社会的方法论
。

基本理论包括社会结构论
、

社会过程论
、

社会规律论
、

社

会机制论
、

社会管理论
。

专门理论即二般说的中层理论
,

指组织理论
、

群体理论
、

角 色 理

论
、

互动理论等
。

应用理论指有关分支社会学应用理论部分和社会工作理论等
。

社会机制是

贯穿于社会的规律
、 、

结构
、

过程
、

管理中的一根主线
,

抓住机制问题
,

也就找到了社会学理

论创新的突破 口
,

把握住了社会的筋络
。

其研究成果不仅有利于创立高层次的社会学理论
,

也对哲学
、

经济学
、

政治学
、

厉史学等学科的发展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

事实上
,

机制研究已

是各学科的理论前沿 ; 3
。

方法论意义
。

与会者认为
,

研究社会机制
,

创立认识社 会 的 基 本

理论
。

既可从现象通过运行机制来认识规律
,

也可从规律通过机制把握现象
,

同时还可以通

过机制研究的契机
,

创立一系列的研究社会的分析方法
,

如因素分析法
、

结构分析法
、

过程

分析法和机制分析法
,

为社会科学深入研究社会
,

利用规律提供一条新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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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社会学会召开代表会

福建省社会学会于1 9 9 0年 n 月 2 日至 3 日
,

在福州召开会员代表会
,

有 62 名代

表出席
。

此次代表会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
,

提出了今后的重点研究对象
。

代表会修

改了学会章程
,

选举国咧为会长
·

鑫
极提出建议

,

既参 ` 重 “ 课题研究
,

又可提、 地区本部门决策参考
,

既为社会主

聋
拿 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

又能使理论和实践结合
,

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研究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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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钱三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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