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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其第三
、

四部分论及灾害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及方
1

法
。

作者认为
,

目前
,

灾害社会学尚属

于初创阶段
,

其学科本身还未能形成一个非常严密的研究领域
,

各国灾害社会学家们研究的

兴趣也不集中
,

加之缺乏经验研究的长期历史
,

所以
,

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属于概念性或推

测性的多
,

其理论体系至今还未建立
。

目前
,

`

灾害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领域大致如下
:

1
.

灾害时行为问题的社会学研究
。

灾害时的行为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①灾害时的

个人行为及其相互行为 , ②灾害时的群体行为及其相互行为 ; ③灾害时的个人行为与群体行

为的协同问题
。

这三个方面内容相当广泛
。

2
.

灾害与社会相互影响的社会学研究
。

灾害社会学的研究
,

必须综合运用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的理论
、

方法
,

去全面地探讨灾害 与 社 会 之 间 的 相 互 影响
、

内在联系及其规律

性
。

3
.

有关灾害的社会法律法令的社会学研究
。

在灾害对策上应该有立法保证
。

目前
,

在

这方面有许多国家已明确地规定了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及个人的权力责任
。

近年来
,

有些

国家还制定了有关法律
。

为了有效地对付各种灾害和避免因人类的社会行为不当而导致灾害

的发生
,

国家还需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有关灾害对策的各项法律法令
,

有关灾害的社会法律法

令这一社会学研究领域也很宽广
。

4
.

灾害历史的社会学研究
。

从灾害社会学角度研究灾害的历史与一般的灾害史研究不

同
,

它并不单纯地按时间顺序记赵灾害的岑展经过
,
而是从人粪社会的各种关系中

,

从当时

灾害所处的社会结构及经济形态中探索灾害的发生经过
,

探 求 灾 害 发生发展的社会历史因

素
,

通过对灾害发生发展的社会历史因素的考查
,

从而揭示灾害及卑害对策的有关规律
。

灾害社会学的研究要掌握以下几种主要方法
:

1
.

系统综合方法
。

灾害社会学是以灾害和社会整体及其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为研究对

象的
,

因此
,

它在研究灾害时
,

_

总是综合着和灾害有关的多种因妻半力p以考虑的
。

正由于这

种研究的多因子性和复杂性
,

所以在研究方法上必须运用自然科学
、

社会科学以及数学和哲

学的理论与方法
,

去探索与灾害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和问题
,

探求灾害与社会人等环节之间

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
。 _

, ·

二
_ _ 一

八

只,
;

冬鸽讽查和定量分析方法
,

要进行量热分析
,

便离不开对灾害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

也离不开登记统计
,
更离不开对调查

、

统计资料的分析二

、

3 ,
、

案例方法
。

这种方法是选择尸个或数个灾害案例作大研究单位
,

搜集与它有关的一

切资料
,

对它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
,

进而遏示其中的规律怅
;

只要我们占有 的 案 例比较丰

富
,

具有典型性
、

代表性
,
就能够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解剖

,

发现其中的一般规律性
。

观察法和实地调查法不可分割
,

它是实地调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

根据研究的目的和要求
,

设计模拟装置
,

从中观察分析其在不同条件下

历史方法
。

这是应用科学态度与方法对历史遗留下来文献和其它资料进行考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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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
、

此外
,

还有其它一些方法
,

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
,

根据研究目的和对象不同
,

用的方法也可以不同
,

有 l付妥 同时运用 ) L种方法
,

相互补充
,

使研究取得较好效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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