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盾
。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梗桔
。

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

来了
。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

在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会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
” 。

① 第

三
,

它揭示了社会主体即人的作用—
虽然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发展一样

,

是一个自然历史

过程
,

但与自然界的发展不同
,

社会发展有着人的活动的参与
,

并且抱有一定的 目的
,

具有

意识活动
。

概而言之
,

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运动形式 的研究是以对具体社会形态的研究为根本
,

是

致力于现实各领域的考察
,

是在存在中得出历史演变的基点
,

是从唯物辩证法哲学认识论的

高度分析
、

归纳
、

综合
、

概括经验研究的成果
,

上升为科学理论
,

揭示出社会历史的本质和

发展规律
。

因此
,

它的研究对象既是社会的
,

又是历史的 , 研究过程既有具体社会形态的考

查
,

又有一般历史过程的描述
,

既有经验材料的收集
,

又有理论总结的升华
,

是同时包容着

感性的诗意和理性的光辉的有机统一体
。

将它视为社会学理论是恰当的
。

作者工作单位
: 四 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 任 编 辑
: 张宛 丽

社会学应用研究的含义

李 建 勇

我给社会学应用研究定义为
:

它是关于用社会学的原理
、

方法或视野来研究社会生活和

社会关系
,

以谋社会的改造和进步
,

从而丰富和发展社会学学科的一种科学研究
。

这里讲了五层含义
,

即社会学应用研究的性质
、

内容
、

目的
、

结果和特点
。

1
。

杜会学应用研究的性质
:

首先
,

杜会学的应用研究是一种科学研究
,

而不是一门学科
,

它没有自己专门的理论体

系和专门的研究对象
,

它只是` 种用社会学的原理
、

方法或视野来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

的应用科学研究
。

其二
,

社会学的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是属 于两种不同的社会研究
,

它们有着 如下 的 区

别
:

① 研究 目的上的不同
:
理论研究着重从理论上总结社会生活中普遍性的经验

,

对社会

现象取得某种根本性的或因果关系的解释
。

而应用研究着重把社会学的原理和知识应用到解

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间题
,

它更关心的是如何达到社会的改造和进步的目的
。

一

② 研究功能上的区别
:
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只具有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功能

,

它帮助人们

了解
、

认识和把握社会规律
,

但它对社会生活不发生直接的影响 ; 而社会学的应用研究则具

有对社会生活的操作功能
,

它对社会的改造及推动社会的进步起直接的指导和参予作用
。

① 马克思
: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 第二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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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面向的对象不同
:
理论研究面向学科本身

,

它研究的课题和 目标往往是由学者或研

究者本人制定的
,

直接为本学科的发展服务 ,

研究课题和 目标往往是由实际工作部门提出
,

应用研究面向委托单位或特定的实际部门
,

其

直接为现实社会服务
。

2
.

杜会学应用研究的内容
:

根据上述定义
,

它有二层含义
:

一是指将社会学的原理和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之中
; 二

是指用社会学的方法或视野来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
。

这两种研究均属于社会学的应用研

究
。

但在第一种研究中
,

同时也应用了社会学的方法
。

例如当我们把社会学的社区原理和知

识应用到城市建设中来时
,

就要通过使用社会学的方法将社区理论进行一系列的操作化或指

标化
,

来调查
、

测定和分析城市社区的社会生活诸方面及其相互关系
。

由于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

不断变动的
,

社会学的原有理论不可能包容着社会生活中

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间题
,

这样
,

用社会学的方法或视野来研究社会生活
,

就显得具有更

为广阔的适用性
。

什么是社会学的方法或视野
,

至今虽没有明确而又公认的定义
,

但有一种基 本 倾 向 认

为
:

社会学具有社会调查学科化的实证的方法和对社会生活进行综合观察和相关 分 析 的视

野
。

可以说
,

用社会学的方法或视野来研究社会生活
,

是一种范围和前途更广阔的 应 用 研

究
,

因为它不断为社会学学科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
,

从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社会学的理

论
。

因此
,

社会学原理的应用具有某种适用范围的局限性
,

而社会学的视野的应用在社会生

活中则适用于一切领域
。

3
.

杜会学应用研究的目的
:

社会学应用研究的目的
,

就是谋取社会的改造和进步
。

这里有两层含义
:

一是通过 医治

社会问题对社会进行改造 , 二是通过保健社会机体来促进社会的进步
。

因此社会学应用研究

的首要任务就是对社会现状进行学科化的社会调查
、

统计
、

研究和分析
,

然后作出对社会问

题的诊断
、

回答和解决方案 ;作出保健社会机体健康发展的社会规划和建设方案
。

最后就是研

究如何将这些规划和方案施用于社会的现实生活从而达到改造社会
、

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
。

4
.

社会学应用研究对杜会学学科发晨产生的结果
:

社会学的应用研究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丰富和发展 了社会学学科
。

这里有两层含义
,

一是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
,
二是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学的分支学科

。

① 社会学应用研究丰富和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
。

当我们用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去

研究社会生活时
,

将会产生一系列的反馈
。

社会学的应甩研究通过社会生活的一 系列 反 馈

后
,

或证伪
、

或修正
、

或完善
、

或新建社会学理论或命题等 ; 同时
,

在杜会学方法 论 方 面 也

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

譬如用什么方法将社会学的理论或命题演绎为测量社会状况的社会指标

及其指示器? 如何使社会调查学科化? 又如何对经验资料进行科学归纳及理论分析 ?

② 社会学的应用研究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学的分支学科
。

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形成
,

在

我看来主要有两条途径
:
一条是社会学与其它学科交叉研究而产生的边缘学科

,

这种边缘学

科就其最终性质说更接近于社会学而不是其它学科
。

社会学分支学科产生的另一条途径是通过社会学的应用研究而产生的应用社会学学科
。



它包括社会生活中专门领域的社会学
,

如城市社会学
、

农村社会学
、

工业社会学等等
,

也包括

社会生活中专门问题的社会学
,

如老年社会学
、

妇女社会学
、

青年社会学
、

儿童社会学等等
。

由于应用社会学学科的产生与社会学的应用研究关系紧密
,

许多学者们又常常将这两者

混为一谈
,

因此有必要在此探讨一下这两者的区别和联系
。

这两者的区别是
:

社会学应用研究本身不属于一门学科
,

而属于一种科学研究
,

它没有

自己的专门理论
,

也没有特定的研究对象
,

它的研究方法和视野适用于社会生活 的 广 阔 领

域
。

而应用社会学则属于一门学科
,

它有自己专门的理论
、

方法和具体的研究对象
。

它的研究

领域是社会生活中的部分的
、

特定的领域
。

因此
,

应用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应用研究不能等同
。

这两者的共同点是它们研究社会生活都离不开社会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
,

它们都是从社

会需要出发
,

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应用研究
,

达到改造社会
、

促进社会进步的 目的
。

这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
。

可以说
,

社会学的应用研究是应用社会学学科产生 的 必 要 前

提
,

而应用社会学一旦产生
,

又有助子社会学应用研究的学科化和专门化
。

为什么说社会学的应用研究是应用社会学产生的必要前提呢 ? 第一
,

应用社会学的专门

理论必须从社会学一般理论这一母体中派生出来
,

但无法直接地派生和分化出来
,

只有当社

会学的一般理论赋予一定的应用特征时
,

才能转化为应用社会学的专门理论
。

而这一过程必

须通过社会学的应用研究才能实现
。

第二
,

应用社会学的产生必须是社会需要的结果
,

但社

会需要本身不能产生应用社会学
。

譬如
,

社会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有关都市社区领域中的社会

关系的失调及其调整等课题时
,

这些课题本身不可能形成一门学科
,

只有通过社会学的应用

研究
,

将社会学的知识用到实际生活中
,

才有可能形成关于这些课题方面的研究学科— 城

市社会学
。

第三
,

应用社会学的必要前提是社会学的应用研究
,

但不是所有的社会学应用研

究都能一下子产生新的学科
。

只有当社会学对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或领域的应用研究 已基本

上形成了一套专门的学科体系时
,

应用社会学学科方能产生
。

这一套学科体系包括专门的理

论
、

方法和特定的研究对象
,

要构成一门学科
,

这三者缺一不可
。

因此
,

当我们在进行社会学

应用研究时
,

当对社会生活中的某一领域或问题的研究尚未具备一门学科的基本要素时
,

随意

冠 以
“

某某社会学
”
的名称是不科学的

,

而应称之为
“

某某问题研究
”
或

“

某某方面研究
”

为妥
。

5
。

社会学应用研究的特点
:

① 对社会生活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间题
,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

②对提供解决社会问题

的方案
、

制定社会规划和社会政策
,

具有很强的直接应用性和实用性
。

③对维护和稳固现实

的社会秩序和统治
,

体现阶级利益
,

具有较强的阶级性
。

④研究的课题和内容具有时间和地

区的局限性
。

作者工作单位
:

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社资学专业

责 任 编 辑
:

张宛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