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社会学中的群体范畴

刘 祖 云

社会群体的涵义与特征

录致公群体是从S oc i a ]go r
u p 一词翻译过来的

,

也有人将此译为社会团体或社会集团
。

而

人们对它的理解和使用则更为复杂
,

我们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四种看法
。

一个方面是广义的理解
,

具体有三种看法
: 一是把社会群体解释 为 社 会 ( so ic et y)

。

如我国近代的著名思想家严复曾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 ( H eb er t S p e n c er ) 的 《社会学研

究 》 翻译为 《群学肄言》 ,

他所说的
“
群

”
就是指

“
社会

” 。

目前
,

在我国的一些历史唯物

主义教科书中也不乏这种看法
。

二是把社会群体解释为社会类属 ( S oc ial C at e g or y )
。

如

苏联著名学者安德列耶娃曾认为社会阶级
、

民族
、

青年和妇女以及老年人等不同年龄或性别

的人都是群体
。

① 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把社会类属与社会群体划等号
。

三是把社会群体解释为

社会单位 ( S o e i a l u n i t )
。

如美国的著名学者库利 (
e h a r l e s

H o r t on C o o l e y ) 及其 追 随

者们认为
,

社会群体既包括象家庭
、

邻里和游戏群体这样的初级群体
,

又包括象政党
、

社团

这样的次级群体
。

即社会群体就是社会上大小不同
、

繁简不一的各种社会单位
。

另一方面是狭义的理解
,

即把社会群体仅仅解释为小群体 (S m al l g or u p )
,

即库利所

说的初级社会群体
。

如美国著名学者霍曼斯 ( G oe gr
e

ca
s p ar H

o m a n s) 曾认为
,

一 个 群

体是 由一些人组成
,

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内经常交往
,

每一个成员都能和群体中的所有其它成

员直接接触
,

无须经过其他人的帮助
。

② 这里
,

霍曼斯把群体仅仅看作是人们
“
直接接触

”

的集体
。

从这个意义上去使用社会群体这一概念的人为数不少
。

我们认为
,

社会学中所说的社会群体应该是狭义的群体
。

因为只有从这个意义
_

L去理解

和使用这一概念才更严格
、

更科学
、

更有意义
。

这是因为
,

一方面
,

在理论上可 以 避 免 概

念间的重复或棍淆
。

我们用社会群体这一概念去说明社会和社区生活及社会组织 活 动 的 群

体性
,

这当然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

因为社会和社 区生活乃至社会组织活动
,

实质上是一种群

体活动
。

然而
,

如 果我们在社会学研究中把社会群体等同于社会
、

社区及社会组织
,

那么这

只会造成概念间的重复或混淆
,

不利于学术讨论和科学研究
。

至于把社会群体解释为社会类

属就更不对 了
。

因为象同一性别
、

同一年龄
、

同一阶级这样一些同一类属的人彼此并不一定

有社会联系和心理沟通
,

也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群体生活
。

因此
,

把社会群体等同于社会类

属完全是一种误解
。

另一 方面
,

在实际上
,

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或不同的层次上去认识社

会
。

如果我们把社会群体界定为人们直接接触的社会共同体
,

即人们的直接的社会关系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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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结构形式
,

那么就为我们认识和解剖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或层面
。

因为社会组织是人

们的间接的社会关系的复杂结构形式
,

社区及社会是人们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的立体或区位

结构形式
。

可见
,

把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
、

社区及社会等概念 区分开来决不是一 种 概念 游

戏
,

而是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或不同的层面上去认识和研究社会这个复杂的有机体的需要
。

鉴于上述理 由
,

我们认为社会群体就是人们通过直接的社会联系和心理沟通所结成的社

会共同体
。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群体成员相互关系的状况
,

社会群体具有如下特征
。

一
、

群体成员交往活动的社会性
。

这有两方面的涵义
。

一方面是说人类的群体活动是一

种社会行为
,

而不是本能的行为
。

我们知道
,

群体活动特性并非人类所特有
,

其它动物也有

这种生活习惯
。

根据生物学家的报告
,

生活在地球上的 50 多万种昆虫中
,

约 有 15
, 0 00 种 是

过群体生活
,

并有简单的分工 , 至于鸟类成群栖息和猿类结群而居的群体活动则更为人们所

常见
。

总之
,

群体活动是动物界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

然而人类的群体活动与其它动物的

群体活动则根本不同
,
其它动物的群体活动或行为是它们在进化过程中由遗传固定下来的

、

并对个体生存有着重大意义的本能行为
。

这种本能行为在 同种动物中的表现
,

以及 同种动物

在不同年代的表现
,

都是基本相同的
。

而人类的群体活动或行为
,

除了靠本能的驱使外
,

更

主要地靠后天所 习得的行为模式去行动
。

这种行为模式是人类群体活动经验的积累和选择的

结晶
,

它通过人们的行为表现出来
,

又通过人们的言行和记忆传递下去
,

并且随着人类社会

的发展而不断改进
。

可见
,

人类的群体活动是一 种以生物活动为基础而又超越生物活动的社

会活动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我们称人类群体为社会群体
。

另一方面
,

群体的社会性还表现在它是一种社会结合
,

而不是社会集合或社会类属
。

所

谓社会集合 (S oc ia l a g gr eg at i o n )
,

就是指临时凑合或偶然巧合的一群人
。

如电影院里的

观众
、

轮船或飞机上的乘客
,

以及因交通阻塞而聚集在一起的人群等
。

这虽然是一种群聚
,

但

由于彼此没有社会联系和心理沟通而不能被视为群体
。

所谓社会类属 (S oc ial ca t eg or y )
,

是指具有某 一 相 似 特征的一群人
。

如具有相同性别的女人
,

具有相同年龄的老人和具有相

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工人阶级等
。

但只能说他们是有共同特征的一群人
,

而不能将他们视为

群体
。

当然
,

这并不是说社会类属与社会群体毫无联系
。

如
“
老人

”
是一社会类属

,

其特征

是 60 或 65 岁以上
。

但当一些老人退职或退休后经常参加老人俱乐部的活动
,

这些老人们彼此

间就会发生社会联系和心理沟通
,

从而结成一定的社会群体
。

可见
,

社会类属与社会群体有

一种从前者转化为后者的关系
。

然而
,

即便是如此
,

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认为二者是一回事
。

二
、

群体成员交往活动的直接性
。

这一特征表明
,

群体成员的交往是一种直接的交往
,

即交往的双方都是关系的终极点
,

互通信息或传递感情不必通过一个中间环节或第三者
。

当

然
,

这并不排斥群体成员一度不在一起而代传口信或互通书信的情况
。

但这种情况是建立在

曾有面对面的关系的基础之上的
,

而不是素不相识
。

社会群体的这一特征也为社会学家们所

公认
。

群体成员的直接交往是社会群体的一个基本特征
。

正是这一特征
,

才把群体与组织或

社区区别开来
,

如工作班组
、

学习班组
、

家庭
、

邻里等都是群体
,

因为处于这些社会共同体

中的人
,
都是处于直接的社会联系中

。

而工厂
、

学校等则是社会组织
,

市区
、

乡村等则是社

区
,

因为处 于这些社会共同体中的人
,

不仅具有直接的社会联系
,

而且具有间接 的 社 会 联

系
。

也正是这 一 特征
,

才决定了群体结构简单
、

人数不多
、

规模不大等其它特征
。

因为人的

实践活动要受时空的限制
,

他们不可能在一定的时空内深入接触和具体了解一切人
。

三
、

群体成员交往活动的经常性或持续性
。

一般情况下
,

人们不可能在转眼之间彼此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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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感情上的牵挂
、

思想上的交流和利益上的一致
。

即使是
“ 一见钟情

” ,

这种
“
情

”
也得经

过一定时间的经常交往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

= 般来说
,

群体成员担处亘红时回鱼兰竺变丝鱼
频繁

,

他们彼此的了解就愈深
、

感情就愈牢固
、

关系就愈密切
。

群体的这一特征是社会群体

与临时凑合或偶然巧合的社会集合相区别的又一重要标志
。

四
、

群体成员交往活动的规范性
。

群体成员的交往不仅以一定的时间作保证
,

而且遵从

一定的行为规范
。

只要我们深入体察一下我们所处的群体
,

我们就会很快发现
,

无论是家庭

或邻里
,

工作小组或学习小组
,

都有自己的行为准则 , 这些群体中的人的行为
,

都是遵从该

群体的规范的
。

如一个小孩在课堂上遵从班级规范
,

扮演学生角色 , 在家庭里遵 从 家庭 规

范
,

扮演子女角色
。

当然
,

社会群体的规范与社会组织或社区的规范有所不同
,

相对来说
,

群体规范是约定俗成的
、

不成文的
、

并不以强制性机构作后盾的规范
。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

视甚至否认群体活动的规范性
。

群体规范既是群体存在和发展的维系力量
,

又是某类社会群

体与他类社会群体乃至社会组织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

社会群体的规模与类型

所谓群体的规模
,

就是指群体的大小
,

即人数的多少
。

国外社会学者在这方面作过一些

研究
。

关于群体人数的下限
、

上限及人数
,

各有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说法
。

我们认为
,

抽象地讨论群体人数的上限与下限
、

奇数与偶数虽然具有参考意义
,

但却没

有什么实际意义
。

研究群体规模
,

既要根据群体的基本特征去认识和把握 (因为群体的基本

特征
,

如直接性
,

实质上决定了群体的规模 )
,

又要根据群体的具体形态去认识和把握
,

即

研究某一具体类型的群体规模在不同的时间
、

地点和条件下
,

发生变化的特点及其规律
。

也

就是说
,

研究群体规模
,

除 了了解群体特征外
,

还应当抓住群体类型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

究
。

社会群体类型
,

是人们根据一定的标准
,

将现实社会中的群体划分为不同的 种类 的 结

果
。

由于人们对社会群体的涵义的理解不同
,

以及研究角度的不同
,

因而对社会群体的分类

也各不相同
。

如萨姆纳 (W i l l i a m G r a h a m S u m n e r
) 将群体分为内群体 ( i n

一

g r o u p ) 和

外群体 o( 吐
一
g or u )P , 库 利 将 群 体 分 为初 级群 体 ( P ir m ar y g or u p ) 和 次 级 群 体

( S
e e

on d a r y g r o u p ) , 梅约 ( E l t o n M a y o
) 将群体分为正式群体 ( f o

r m a l g r o u p ) 和非

正式群体 ( i n f or m a l g r o u p ) , 米德 ( G
e o r g e H e r b e r t M

e a d ) 曾提出参考群体 ( r e f e r e n e e

g r

ou p ) 的概念
,

这一概念是相对成员群体而言
,

所以米德实际上把群体划分为参考群体 与

成员群体 , 日本社会学会编的 《教养讲座社会学》 ( 19 6 7年新版 ) 将 群 体 分为 基 础群 体

( f o u n d at i o n a l g r o u p ) 和功能群体 ( f u n e t i o n a l g r o u p ) ;
苏联学者安德烈耶娃 将 群 体

分为大群体 ( l a r g e g r o u p ) 和小群体 ( S m a l l g r

ou p ) 等等
。

上述分类可以大致概括为两个方面
。

一方面是对群体本身进行分类
,

如内群 体 与 外群

体
、

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
、

成员群体与参考群体等
,

这种分类是学者们基于对群体的
几

狭义

理解
。

另一方面是把群体与群体之外的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单位
、

社会类属
、

社区等进行分

类
,

如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
、

基础群体与功能群体
、

小群体与大群体等
,

这种分类是学者们

基于对群体的广义理解
。

当然
,

关于群体的分类还远远不只是这些
,

也不仅仅是两分法
,

还

有三分法
、

四分法等
。

所有这些分类法
,

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社会群体无疑具有方 法 论 的 意



义
。

但根据社会群体产生的历史过程和我国社会的现实状况
,

我们认为依据群体形成的直接

原因对群体本身分类
,

似乎更为合适
,

即把群体分为血缘群体
、

地缘群体
、

业缘群体
、

越缘

群体以及志缘群体等
。

一
、

血缘群体
,

即因婚姻和血缘关系而结成的群体
。

其基本形式是家庭
。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
,

家庭是最早出现的人类群体形式
,

根据恩格斯的观点
,

这种群体的

发展经历了血缘家庭
、

普那路亚家庭
、

对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等几种形式
。

在这一发展

过程中
,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迁
,

家庭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地变化
。

起初
,

由于家庭是唯一的社会关系
,

因此它担负着
“
自己生命的生产

”
(通过劳动 ) 和 他 人 生 命

的生产 (通过生育 )
”
等多重职能

。

这时的家庭既是社会群体
,

又是社会组织
。

后来
,

随着

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

氏族制度从普那路亚家庭中直接发生了
,

即
“

在婚级之上
,

很自然地产生

了作为更高一级组织的氏族组织
,

氏族组织并没有改变婚级制而只是把婚级原封不动地包括

于其内… …
。 ” ① 这时

,

家庭已不是唯一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形式了
,

而只是一种直接的社会

关系的结构形式
,

并且它被包括在更高级更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形 式—
氏 族 之 中

。

当

然
,

家庭这一血缘群体仍然是氏族这一血缘组织的基础单位
。

再往后
,

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

国家的产生以及地缘群体和业缘群体的出现
,

作为血缘群体的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
。

但

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细胞
,

因为
“ 根据这种形态

,

我们可以研究文 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

立和矛盾的本来性质
。 ” ②

从我国社会的现实状况看
,

血缘群体有如下形式
:

一是家庭
,

即以婚姻 为 基 础
,

以 血

缘为纽带的群体
,

它是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的直接反映
,

是一种最普遍最典型的血缘群体形

式 , 二是家族
,

它实质上是家庭的扩大
,

家族不仅仅反映了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
,

而且反映

了叔侄关系
、

舅甥关系等更复杂的血缘和姻缘关系
。

这种群体形式虽不普遍
,

但它却仍然存在

于我国社会中
,

尤其是我国乡村社区
。

如我曾劳动过的武汉郊区建设乡四新村
,

虽然不同姓

氏的人很多
,

但这个村主要由杨姓
、

江姓
、

熊姓
、

刘姓
、

管姓
、

盛姓等六大家族构成
,

而且

这些家族的居住也相对集中
,

并对全村的各项活动具有潜在的影响作 用
; 三 是 “

家门
”
群

体
,

即在某一地区或单位的人们为了一定的 目的
,

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血缘或姻缘关系而结成

的群体
。

这种群体是典型的血缘群体的转化形式
,

其血姻关系虽不浓厚
,

但它仍以血姻关系

为纽带顽强地存在于我国现代社会组织之中
,

有的起着联络感情
、

交流信息的作用
,

有的却

对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协调发展起着阻碍甚至破坏作用
。

二
、

地缘群体
,

即因长期居住在一起而结成的群体
。

其基本形式是邻里
。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
,

地缘群体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产物
。

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带

来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

而农业经济的发展又以土地为基础
。

因此
,

人们为了谋得生活资料就

必须以土地为纽带而结成共生群体
。

起初
,

地缘群体是 以血缘关系的面貌出现
,

即相同姓氏

的家庭居住并一起经营土地
,

它的高一级的组织则是氏族公社
。

后来
,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私

有制的出现
,

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经营逐渐打破了氏族公社的生活空间
,

人 们 开 始 迁

徙
,

各氏族和胞族的人员相互杂居 已经一代比一代厉害了
,

从而使不同姓氏的家庭直接以所

经营的土地为纽带结成群体
,

它的高一级组织为农村公社
,

而农村公社之上则是国家
。

恩格

斯曾指出
: “ 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

,

由于新形式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
, 组成

① 〔美〕路易斯
·

享利
·

摩尔根
: 《古代社会》 上册

,

杨东苑等泽
,

商务印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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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
,

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
,

而是地 区团体了
。 ” ① 恩

格斯的这一论述告诉我们
:
第一

,
群体是社会的基层单位

,

以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的主

要甚层单位是血缘群体
,

而以地区来划分国民的社会的主要基层单位是地缘群体 ; 第二
,

地

缘群体的出现并成为社会的主要基层单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

当然
,

我们不能因此而否

认血缘群体的地位与作用
,

因为血缘关系虽然已经不是唯一的主要的社会关系 了
,

但它仍是

重要的基本的社会关系
,

而且地缘群体实际上是许多家庭的联合体
。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
,

地

缘群体的出现
,

确实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

一方面
,

不同地位或种族的人居住一起
,

有助于人

们在生产和生活中交流经验
、

取长补短
,

从而促进生产 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 进 ; 另 一 方

面
,

不同血统的人居住一起便于通婚
,

从而有助于提高人 口质量
。

从我国社会的现实状况看
,

地缘群体有两种形式
:

一是邻里
,

它是最普遍
、

最典型的地缘群

体形式
。

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
,

因而我国的乡村邻里与都市邻里存在一定的差别
。

乡村邻里与血缘关系相联系
,

其成员多半同血缘或同姻缘 ; 都市邻里与业缘关系
二
琅联系

,

其

成员多半同职业或同单位
。

二是
“ 同乡

”
群体

,

即在某一单位或部门工作的人们因原来出生

或成长在同一地方而结成的群体
,

如同乡会等
。

这种群体是典型的地缘群体的转化形式
,

它

仍然较普遍地存衣于我国社会中
。

三
、

业缘群体
,

即因某一职业或工作的联系而结成的群体
。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
,

它是社会分工进 一 步发展的产物
。

恩格斯指出
: “ 随着工业和交换

的进一步发展
,

各种生产部门—
农业

、

手工业 (在手工业内又有无数行业 )
、

商业
、

航海

业等—
一

之间的分工 日益充分地发展起来 , 居民现在依其职业分成 了相 当 稳 定 的 集 团
;

… … ” 。

② 也就是说
,

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
,

以及产业与商业的分离
,

使一部分人摆脱了土地

的限制
,

进而以行业为纽带结成新的群体和组织
。

同时
,

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发展
,

社会生

产部门和行业组织的 日益增多
,

业缘群体 日益多样化
。

目前
,

业缘群体存在着多种形式
,

如

工厂车间里的生产班组
、

农村社队里的作业班组
、

商店及车船上的服务班组
、

学校里的学习

班组
、

机关里的科室及军队里的班组等
石
对如此众多的业缘群体进行研究

竺
星改查竺圣全翌i夕

低效的劳动
、

工作及学习的组合形式
,

建立合理的高效的组合形式的需要
。

四
、

趣缘群体
,

即因人们的兴趣相同而结成的群体
。

它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多
,

人们在基本满足物质生活需 要 的 基 础

上
,

产生了对精神生活的需求
。

为了满足各种精神生活需求
,

人们结成 了各种各样的群体
。

如小孩的游戏群体
、

成人的旅游群体以及老人的娱乐群体等
。

自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
,

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
,

不仅城市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趣缘群体
,

农村的趣缘群体也 日

益增多
。

最近
,

四川省丹棱县唐河乡唐坝村的 12 名青年妈妈成立了一个
“
妈妈兴趣小组

” ,

探讨如何当好妈妈等间题
。

由此可见
,

研究并帮助建立各种形式的趣缘群体
,

对于科学地合

理地安排人们的社会生活
,

使人们生活得更加美好具有重要意义
。

五
、

志缘群体
,

即因人们的志向或信仰相同而结成的群体
。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
,

人们对事物的了解不仅只满足于知道
“ 是什么

” ,

而且

想知道
“ 为什么 ” ,

并且通过了解事物的
“
来龙

” 而预见事物的
“
去脉

” 。

在这一认识活动

中人们产生了不 同的志向或信仰
。

如宗教信仰者们认为世界是由上帝或神等创造的
,

人类的

① 思格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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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或命运也要靠它们来决定或安排
。

因此
,

为了争取好的前途和命运
,

他们结成群体
,

建

立组织来崇奉和信仰上帝或鬼神
。

与此相反
,

马克思主义者们则 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
一 自

然历史过程
,

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
,

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
,

人类的美好

未来是共产主义社会
。

为此马克思主义者们也结成群体
、

建立组织
,

带领广大人民群体为实

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

尽管实践已经证明上述宗教思想是虚伪的
、

非科学的
,

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是正确的
、

科学的
,

但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想以及相应的群体和组织
,

仍然并存于当今世

界上
,

也并存于我国社会中
。

不过
,

志缘群休不是以独立的实体 单位而存在
,

而是作为基层

单位存在于各种党团组织和宗教组织之中
。

综
_

L所述
,

我们可 以得出两点结论
,

其一
,

上述不同形式的群体是社会历史 发 展 的产

物
。

如果说血
.

缘群体
、

地缘群体
、

业缘群体是人们为了满足其物质生活需要而结成的群体
,

那么趣缘群体
、

志缘群体则是人们为满足其精神生活需求而结成的群体
;
而且

,

随着社会的

发展
,

已有的各种群体的地位和作用会发生变化
,

同时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 群 体 形 式
。

因

此
,

研究社会群体应与研究社会变迁结合起来
,

把群体放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考察
。

其

二
,

上述不同形式的群体都同时存在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中
。

有些群体是直接作为社会组织的

基层单位而存在
,

如业缘群体和志缘群体 ; 有些群体则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

如血缘群体
、

地

缘群体
、

趣缘群体
。

因此
,

研究群体应
一

与研究社会组织或社区结合起来
,

把群体放在整个社

会系统中进行考察
。

社会群体的结构与功能

社会群 体结构
,

就是社会群体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

即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
。

自社会

学产生以来
,

社会学家们曾对不同类型的群体结构进行过多方面多角度的 探 讨
。

1 9 7 9年 以

来
,

我国社会学界对家庭结构进行 了许多研究
,

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

但是我们忽视 了对其

它类型的群体结构进行研究
,

尤其是没有紧密配合四化建设和体制改革的需要
,

对工作和领

导群体结构进行深入的研究
。

为此
,

这里结合工作或领导群体结构的研究
,

一

淡谈 自己对社会

群体的结构与功能的认识及对工作或领导群体结构进行研究的设想
。

我认为
,

由于社会群体是人们通过直接的社会联系和心理沟通而结成的社会共同体
,

因

此
,

我们应从群体成员的个人素质
、

社会联系和心理沟通二个方而来研究工作或领 导群体结

构
。

从个人素质方面看
,

由于群体成员各自具有不 };弓的素质而形成不同的结构
,

如 年 龄 结

构
、

知识结构
、

专业结构和能力结构等
。

群体这种结构
,

实质上是指具有不同素质的群体成

员的搭配问题
。

群体成员搭配得当
,

会使群体协调一致
、

紧密团结
,

提高工作效率 ; 群体成

员搭配不当
,

会使群体涣散
,

甚至经常发生冲突
,

降低工作效率
。

那么
,

怎样使群体成员搭

配得当呢 ? 长期以来
,

国外学术界研究了群体结构的同质与异质的问题
。

所谓 同质
,

是指群

体成员在年龄
、

知识
、

专业及能力等方面都比较接近
,

所谓异质
,

是指
一

龙上述 各方面都截然

不同
。

研究表明
,

在完成简单的任务时
,

同质结构的群体效率较高
,

而在完成复 杂 的 任 务

时
,

异质结构的群体效率较高
,

同时
,

基层生产班组具有同质结构比较适兴
,

而高层领导班

子最好是异质结构
。

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

关于领导群体结构
,

我们党经过长期摸索和反复实践
,

总结出了一套系统的 理 论 和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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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如党中央提出的干部
“ 四化

” ( 即革命化
、

年轻化
、

知识化
、

专业化 )
,

从 宏 观 角 度

看
,

它提出了建设新时期干部队伍的基本要求 , 从微观的角度看
,

它是建立领导群体的最佳

结构的指针
。

当然
,

简单地把几个符合
“ 四化

”
标准的干部凑成领导班子

,

并不能实现最优

的领 导结构
。

从系统论观点看
,

领导班子的合理结构在于使组成班子的每一成员都能充分地

发挥 自己的长处
,

弥补各自的短处
,

形成
“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
的功能优势

。

这里
,

既要考

虑领导班子所担负的任务的繁简
,

又要考虑领导班子所担负的任务的性质 , 既要考虑是哪一

级的领导班子
,

即是省市还是地县
,

是上层还是基层等
,

又要考虑是哪一方面或行业的领导

班子
,

即是党团还是行政
、

是农业还是工业或商业等
。

总之
,

建立符合
“ 四化

”
标准的高效

的领导群体结构
,

需要我们去进行社会学研究
。

从社会联系方面看
,

由于群体成员在群体内的地位不同而形成一个高低有序 的 位 置 结

构
,

有人称之为权力结构
。

即谁为主
,

谁为次
,

谁管什么
,

等等
。

只有身居各个位置的人最

佳地配合起来
,

这个群体才有最大的效率
。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
·

怀特在其 《街角社会》 一书

中
,

曾研究了一个由多克为首的 13 个青年组成的群体
。

研究表明
,

这个群体有一个较复杂 的

位置结构
,

即多克为领袖
,

地位最高 ;下属三个助手
,

地位其次
,
有九人为成员

,

地位最低
。

其中

助手中又分多克直接控制的和间接控制的两种
,

成员中又分多克直接控制的嫡系成员
、

助手控

制的非嫡系成员和嫡系成员控制的非嫡系成员三种
。

可见
,

群体虽小
,

位置结构则较为复杂
。

今天
,

我们所处的各种工作或领导群体
,

都有这样一个位置结构
,

所不同的是
,

我们 的

群体结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和新型的人际关系基础之上建立的
,

因此从根本上看
,

群体

成员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
、

政治地位是平等的 , 他们在群体中处于不同的位置
,

主要是因为

分工的不同
,

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不平等
。

因此
,

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工作

或领导群体中有一个位置结构
,

即有领导与被领导 的关系
,

而否认群体成员的社会地位是平

等的
。

相反
,

我们也不能因为人们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
,

而否认工作或领导群体中有一个位

置结构
,

从而忽视对这种群体结构的研究
。

重视和加强对工作或领导群体的位置结构的研究
,

也是现实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

如我们

—有的工作群体
,

指挥人员过多
、

工作人员过少
,

有的机关科室
,

科长比科员 多等
,

出 现 了

“
官

”
多

“ 兵 ” 少的现象
。

改革这些不合理的群体结构
,

建立或健全合理的工作或领导群体

结构
,

是我国当前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
,

也是我们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

从心理沟通方面看
,

由于群体成员在群体内的情感取向不同
,

而形成彼此亲疏不一的人

际关系结构
,

有人称之为情感结构
。

这种结构表明
,

谁在群体中最受爱戴
,

群体中的哪些人彼

此亲热而结成子群体
,

哪些人彼此疏远而互不关心
。

研究工作或领导群体的情感结构具有重

要的意义
。

一方面有助于我们的企业组织的领导人
, 子解和改进基层领导或工作斑子

。

如果

通过调查发现某一工作群体的领导人并不受群体成员的爱戴
,

并无力领导全体群体成员完成

群体任务
,

实现组织 目标
,

那么
,

我们的企业组织的领导人就应根据群体成员的意见
,

及时地更

换群体的领导人
。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的党团组织的领导人
,

有的放矢地做思想政治工作
。

如果通过调查发现某一工作群体内相互对立的子群体太多
,

并严重影响群体团结和群体效率
,

那么
,

我们的党团组织的领导人
,

就应根据实际情况去寻找原因
、

弄清是非
,

对
“
症

” 下药
。

那么
,

如何研究领导或工作群体的情感结构呢 ? 我们认为
,

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 一 - 一一
即我们不能一发现某一工作群体中存在一些子群体就认为不好

,

甚至去进行人为的千涉
,

而

应实事求是地分析其原因
,

弄清其影响
。

问题并不在于群体内应不应该有子群体
,

而在于
一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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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

以及子群体的存在是否影响群体团结和群体工作效率
。

其次要有比

较科学的方法
。

研究群体的情感结构实质上是揭示群体成员的内心世界
,

要做到这一点
,

没

有一个科学的方法是无法实现的
。

而要使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科学化
,

目前至少要做两方面

的工作
。

一方面要认真总结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创立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思想政

治工作方法
,

如典型法 (解剖麻雀 )
、

参入观察法 ( 同吃同住同劳动 )
、

访谈法 (座谈会或

个人谈心 ) 等等
。

通过总结和改进
,

使这些传统的方法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服务
;
另一

方面要有选择地借鉴或吸收国外的一些研究方法
。

如美 国 的 心 理 学 家莫 里 诺 (J
·

I
J ·

M or e n o) 早在三十年代就创立了一种测量群体中人际关系的方法
,

即社会测量 ( so ic o m et r y)
。

这种方法采用问卷的形式
,

确定群体中人们之间的好感
、

反感
、

冷淡等情绪关系
,

从而用图

表或数学公式表现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

如果我们抛开莫里诺 的社会测量理论
,

根据我们

的社会实际改进和提高这一方法
,

并将其与典型法
、

观察法
、

访谈法等方法结合起来
,

将大

大有助于我们对群体中的人际关系的研究
。

和其他社会共同体一样
,

社会群体不仅有其结构
,

而且有其功能
。

总的来说
,

社会群体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两 点
。

其一
,

从个人的角度看
,

群体是个人活动

的基本单位
。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经历都证 明
,

每个人的生活
、

学习
、

工作及娱乐等活动
,

大

都在群体中进行
,

群体生活既在一定程度上
,

使一个人从一个自然人成为一个社会人
,

又在

一定程度上
,

决定着一个人的个性的形成和发展
。

因此
,

群体对于个人来说
,

具有社会化的

功能
。

其二
,

从社会的角度看
,

群体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单位
。

我们知道
,

社会是一个由经济

组织
、

政治组织及文化组织等不 同的
“
条条

” 和都市社区
、

乡村社区等不同的
“
块块

”
交织

而成的社会系统
。

而社会组织的基层单位就是业缘群体或志缘群体
,

社区的基层单位就是血

缘群体或地缘群体
。

因此
,

群体对于社会来说
,

具有维系或稳定的功能
。

总之
,

群体是个人

与社会的中介— 个人通过群体而走向社会
,

社会通过群体来组织和完善个人
。

具体来说
,

一方面
,

不 同类型或结构的群体
,

其功能在质和量上都有所不 同
。

作为社区

的墓层单位的血缘或地缘群体
,

由于它们是相对独立的生活单位或社会结构
,

因而它们具有

多方面的功能
。

如家庭
,

一般具有生产
、

消费
、

生育子女
、

赡养和抚养
、

休息和娱乐等多方

面的功能
; “

邻里
”
一般具有生产互助

、

生活服务
、

社会化等功能
。

作为社会组织的基层单

位的业缘群体或志缘群体
,

由于它们是社会组织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因此其功能比较单

一
,

一是完成社会组织所规定的任务
,

这是其主要功能 ; 二是交流经验
、

工作互助和联络感

情等
,

这是其辅助功能
。

而既可能存在于社区内
,

又可能存在于社会组织内的趣缘群体
,

由

于它存在的时空性相当强
,

结构也比较松散
,

一般只具有调节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满足人们的

精神需求的功能
。

另一方面
,

同一类型或结构的群体
,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或同一历史阶

段的不同地区
,

其功能在质和量上也有所不同
。

如家庭
,

在传统社会里
,

其功能比较齐全
,

而在现代社会里
,

其功能则逐渐外移
,

部分功能被社会组织所代替
。

象生产功能
、

教育功能

等等
,

就逐渐被生产组织或教育组织所代替或部分代替
。

同理
,

我国当前农村家庭 的功能比

较齐全
,

而城市家庭的功能则相对减少或比较薄弱
。

总之
,

我们应以整体的观点和发展的观

点作指导来研究社会群体的社会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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