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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半个世纪前塔尔科特·帕森斯所著《社会行动的结构》问世以来, 这部

书是有关社会理论的一部最重要著作。科尔曼教授在分析批判传统社会理论的基

础上, 创建了新的社会行动理论。而对‘法人行动者’的分析, 是具有深远影响

的新思维”。 

这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 默顿对詹姆斯·科尔曼著作《社会理论的

基础》的高度评价。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 Coleman ,1927

—1995）是继塔尔科特帕森斯和罗伯特莫顿之后最为杰出的社会学家。 

要揭开某人著作的奥秘，钥匙不一定只有一把。科尔曼一生涉猎甚广，著述

颇丰，要从里面找到一把钥匙来并非易事。然而，我们看一看他对自己兴趣的解

释，可以发现他的两个主要关注点：首先，“从中学时代开始，我就一直非常关

心中学以及可以使中学更好地运转的方式”。其次，“我的主要兴趣在于社会系

统（子系统）的运行方式”。在晚年，他写道：“社会学最为令人敬畏的任务是

发展出一套理论，从微观层次的行动出发，直达宏观层次的规范、社会价值、地

位分布和社会冲突。”
1
 

在他看来，教育史产生一个公正的自适应社会的主要手段。微观—宏观关联

探索社会产生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政策研究有助于创造出一些工具、有目的地

达成某些社会效果。
2
 

 

一一一一、、、、““““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科尔曼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揭开他著述的钥匙科尔曼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揭开他著述的钥匙科尔曼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揭开他著述的钥匙科尔曼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揭开他著述的钥匙。。。。    

在其重要著作《社会理论的基础》开篇——“社会科学的解释重点”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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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曼系统阐了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本书理论强调的基本问题是人与社会

作为两个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行动系统（个人行动系统和社会行动系统），怎样

共存。”
1
 

（一）科尔曼对什么是系统行动做了说明。他以“以‘外交游戏’为例。参

加者代表1914年的欧洲大国，‘系统行动’是指发展着的联盟与冲突，战争的爆

发以及成为后果的欧洲地图的改变。”这时系统行动被理解为系统内所有行动者

相互影响的行动。在有的时候，“应当把系统行动理解为超个人行动者的行动。

例如国家就是超个人行动者，它的行动产生于国家内部各种行动者互为因果及互

相影响的行动。”介于这二者之间的还有一种系统行动，即在宏观水平上不出现

任何行动者，但是存在某些代表着宏观特征的概念。比如市场，就代表了“刻画

整个市场（而不仅仅发生在两个经营者之间的交换行动）特征的概念。”
2
 

（二）科尔曼解释社会系统行动存在两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对不同系统的同一行动进行样本分析或是对一个系统在特定

时期内的不同行动进行分析。常见的样本分析是对各个国家的政治变迁和经济发

展进行因素分析。观察特定时期内一个系统的变化的实例是经济学中的经济周期

分析。 

第二种模式检验系统内部的变化过程。系统包括了不同的组成部分，从水平

上分析'它们低于系统。例如，个人是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制度或亚群体也是

系统的组成部分。这样可以用系统组成的行动来解释系统的行动。科尔曼把这种

分析模式称作“系统行动的内部分析”。
3
 

（三）科尔曼在谈到为什么要对系统行动进行内部分析时，他列举了五个原

因： 

第一，如果被研究的系统规模较大，而数量较少，以系统为单位搜集资料就

存在明显不足。比方说，在不同系统间进行对比研究就缺乏可信性。那么，这就

足以否定众多可供选择的假设。例如以人为观察单位，那么资料的搜集是在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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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水平上进行的，由于资料相对充分，对系统的解释以观察单位为出发点就

较合理。 

第二，如同观察总是在低于系统的水平上进行，解决问题也是在这一水平上

进行。因此就解决问题而言，根据系统组成部分的行动恰当地解释系统行动，要

比仅仅停留在系统水平上的解释有用得多口比如，根据执法官员的行动解释政府

的行动，比只谈政府，不涉及官员的解释有用得多。 

第三，对系统行动进行内部分析的解释方法与仅仅停留在系统水平的解释相

比'更具稳定与概括性。应用各个组成部分的行动结合成系统行动的知识，比应

用系统“表面特征”之问的统计关系更便于进行预测。 

第四，与停留在系统水平的解释相比，系统行动的内部分析被认为是更基本

的解释，更接近系统行动理论，即提供对系统行动的理解。 

第五，对系统行动进行内部分析的基础是人道主义中关于人的概念。假如同

意人是社会系统中一种已被社会化了的元素，科尔曼说，那将无法根据理论去评

价社会系统或社会组织的行动。自由和平等问题将无法研究。“人是有目的性和

责任感的行动者”
1
 

1937年，马克·格兰诺维特发表了《弱关系的力量》一文。他开篇就宣布：

“当前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基本欠缺就是没有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把微观层次的互

动与宏观层次的互动的模式联系起来。”
2
而其后的“嵌入理论”实质就是要揭示

微观的个人选择行为在宏观的社会结构中怎样展开，其目的是要回答“微观与宏

观是怎样联系起来的”。 

无独有偶，科尔曼指出，以低于系统水平上的行动倾向性为基础解释系统行

动，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从较低水平移至系统水平的问题。这个问题被

称为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问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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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宏观解释如何过渡到微观分析宏观解释如何过渡到微观分析宏观解释如何过渡到微观分析宏观解释如何过渡到微观分析””””————————以以以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例为例为例为例    

科尔曼以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例，说明了解决这一问题的

过程。
1
 

科尔曼认为，韦伯表达了这样一个宏观社会命题：反映社会特征的宗教伦理

在宗教改革中（特别是那些信奉加尔文教的地方）发展成为新教；新教伦理中包

含了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发展的价值观念。 

这种命题属于上文提到的第一种解释模式，这种解释属于系统水平上的解

释。 

如果要在个人水平上去阐述这一命题的话，那么，应对韦伯的分析方法进行

修正。修正的方法是把这一命题一分为三。第一命题包括表达社会特征的自变量

和表达个人特征的因变量；第二命题包含的自变量及因变量都刻画了个人特征；

第三命题包括表达个人特征的自变量和表达社会特征的因变量。这样这一命题的

起始和终点都属于宏观水平，而在推理过程中却降到个人水平。这些命题可以表

述如下： 

1.新教教义在其信徒中创造了某些价值观念。 

2.具有这类价值观的个人对于经济行为采取了某种态度（韦伯认为它们对经

济行为的基本态度是反传统主义和恪守职责）。 

3.个人对于经济行为的这种态度，在社会内部有助于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组

织。 

同时，科尔曼又以“革命理论”为例，指出，“十分明显，微观到宏观的转

变绝非是个人行为的简单拼凑。”
2
  

那么，微观水平的行动又是如何形成系统行为或者说宏观行为的呢? 

周长城认为，柯尔曼归纳为六种主要的结合方式。第一,个别行动者的独立

行动给其他行动者造成了某种外部影响,改变了其他行动者面临的激发其行动的

报酬结构,如股票投机狂以及剧院着火时观众迅速蔓延的恐慌情况。第二,两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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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之间的双边交换,如工会代表和公司之间的讨价还价。第三,双边交换扩大为

市场竞争。第四,集体决定或社会选择。第五,一种相互依赖的行动结构,其表现

形式为正式组织。组织的结构由一系列规则结构组成。第六,一种集体权利的确

立。正是上述行动才明显地显示了微观转变到宏观的方式。1 

    

三三三三、、、、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柯尔曼认为理论的任务在于说明处于宏观水平之下的个人行动, 以及这些

个人行动怎样构成宏观社会现象。科学的解释应该包括微观水平的活动, 微观水

平上行动的结合,这种结合对于第二次微观水平行动的影响,第二次微观水平行

动的结合等等。所以在柯尔曼的社会理论中,包括了从宏观到微观及从微观到宏

观的转变。也就是说,理论范式（paradigm）中具有既包括个人行动,又包括在具

体规则指导下个人行动结合而成的系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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