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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核心: 和谐社会秩序及其建构

董才生 王彦力

〔摘要〕 当代中国社会学对于过去三十多年的社会转型给予了极大的理论关怀，创建了中

国特色的社会转型理论。为顺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不断推进的需要，当代中国社会学应将其

研究核心确定为和谐社会秩序及其建构，并在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创建中国特

色的社会秩序理论。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核心的确定有其坚实的理论前提和现实依据。当代中国

社会学开展和谐社会秩序及其建构的研究，必须坚持批判继承前人有关社会秩序研究的积极成果

与认真研究三十多年来新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基础与整合机制这两项基本原则，必须遵循实现研究

态度上由被动的滞后研究向主动的超前研究转变、研究方法上由片面研究向全面研究转变，明确

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特点、发展目标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秩序的基础与整合机制这两条

有效路径。只有这样，才能为成功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秩序理论奠定深厚的理论基础，从而为顺

利建设更加良好、稳定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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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当代中国社会学在过去三十多年里

对于社会转型问题给予了极大的理论关怀，创

建了堪与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相媲美的、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转型理论或转型社会理论，那么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

设的不断推进，它应将其研究核心确定为和谐

社会秩序及其建构，从而创造性地建构能与西

方社会秩序理论相提并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秩序理论。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核心的确

定，不仅符合社会学研究的本质，而且也顺应

了当代中国社会秩序所实现的根本性转变以及

在此过程中建设更加良好、稳定的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这一现实需要。

一、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

核心确定的理论前提

根据社会学创始人孔德的构想，社会学主要

研究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两大主题。孔德生活于

西方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他

虽然也研究社会转型问题，但在社会秩序问题的

研究上倾注了更多的精力。孔德认为社会秩序就

是“社会整体内各成分之间相互关系的平衡”或

“社会存在条件之间持久的和谐”〔1〕，而社会失序

或社会秩序混乱就是这种平衡关系或和谐关系的

打破或丧失。当时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发展，

西方社会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社会失序或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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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现象。于是，西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

秩序问题就成为孔德所构想的社会学的研究主题，

如何在西方传统社会向现代实证社会转型过程中

重建和维持社会秩序成为孔德社会学研究的核心

内容，孔德因此而创立了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第

一个社会秩序理论。总之，社会学产生和发展于

社会转型之中，就本质而言，它是研究社会转型

过程中社会秩序问题的一门学科，社会转型理论

与社会秩序理论是社会学理论的两大基本内容，

它们互为前提、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促进，

共同推动社会学的发展。
在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剧烈而

复杂的社会转型，这种社会转型本质上是一种制

度转型。当代中国社会学对于这一制度转型做出

了积极的理论回应，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转型理

论或转型社会理论，从而为它的研究核心 ( 即和

谐社会秩序及其建构) 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

前提。
1．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与本质

当代中国经历的剧烈而复杂的社会转型，与

西方的社会转型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 1)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

年灿烂文明历史的大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

统。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最为深层的历史与现实的

国情。( 2) 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全方位的全球

化促使中国必须改革开放，必须适时与世界发达

国家接轨。( 3) 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西方主

要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开始由工业社会

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并借助全球化的浪潮，深刻

而广泛地影响着已向世界敞开大门的中国。 ( 4 )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已取得了一定成就。中国

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经历几十年之后，尽管已

不适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但却为中国的进一步现

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总之，在这一复杂的历史

与现实背景下展开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显得异常

复杂而艰难。
制度是人类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切社会

交往行为模式，包括支配与约束人们社会交往行为

的非定型化与定型化的规则，因而制度包括内在制

度与外在制度两种基本类型。内在制度就是一种从

内部对于社会交往行为实施约束的非定型化的规

则，如习俗、惯例、道德等，而外在制度则是一种

从外部对于社会交往行为实施约束的定型化的规

则，如法律、规定、规章等。制度本身就是由内在

制度与外在制度及其相互关系所构成的一个有机系

统，这一制度系统包括以内在制度为主导的制度系

统和以外在制度为主导的制度系统两种基本类型，

制度转型指的是由一种制度系统向另一种制度系统

的转型。〔2〕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本质上是一种制度

转型，一种制度系统的转型，即由原有的以道德等

内在制度为主导的制度系统向新的以法律等外在制

度为主导的制度系统的转型。〔3〕

2．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理论的创建

西方社会学家面对西方的社会转型，即由传

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 即 “第一次社会转

型”) 以及进一步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

型 ( 即“第二次社会转型”) 这一社会现实，提

出了许多社会转型理论以解释这种社会转型以及

为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

持与指导。如孔德的“传统社会→实证社会”社

会转型理论、斯宾塞的 “军事社会→工业社会”
社会转型理论、滕尼斯的 “社区→社会”社会转

型理论、迪尔凯姆的 “机械团结社会→有机团结

社会”社会转型理论、韦伯的 “传统社会→理性

化社会”社会转型理论、帕森斯的 “情感的、集

体取向的、特殊主义的、先赋的、扩散性的社会

关系的社会→情感中立的、自我取向的、普遍主

义的、自致的、专一性的社会关系的社会”社会

转型理论以及贝尔的 “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
社会转型理论、吉登斯的 “现代社会→现代晚期

社会”社会转型理论、贝克的 “工业社会→风险

社会”社会转型理论等。
当代中国社会学者面对当代中国剧烈而复杂

的社会转型，提出了适合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的、
与西方社会学家提出的 “二元”社会转型理论不

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多元”社会转型理论或

转型社会理论，认为社会转型，即由传统社会向

现代社会以及再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

不是一种“线性式”的简单转型，而是一种 “多

线式”的复杂转型，也就是说，当代中国不仅要

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同时要实现

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

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与完善，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要实现由工业社会向后工

业社会的转型，而且在此过程中，还有可能部分

实现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直接转型、由农

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 “跨越式”转型等。很显

然，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理论或转型社会理

论，不仅是对剧烈而复杂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实

践经验的一种高度的理论概括，而且也为进一步

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秩序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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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

核心确定的现实依据

在当代中国剧烈而复杂的社会转型过程中，

社会秩序的制度基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使得社

会失序现象严重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

发展。与此同时，部分社会秩序仍然保持稳定和

新的社会秩序不断形成与扩展，为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社会秩

序的这一状况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核心确定的

现实依据。
1． 社会失序的根源及其表现

制度经济学家柯武刚、史漫飞认为，制度作

为一种行为规则，在引导人们行为的同时，也排

除了一些行为并限制可能的反应，因而使得人们

的行为变得更可预见，防止着混乱和任意行为，

协调着人们的各种行为，从而为社会交往提供一

种确定的社会秩序。因此，制度的关键功能就是

增进与维持社会秩序。〔4〕而政治哲学家哈耶克则认

为，社会秩 序 以 内 部 规 则 和 外 部 规 则 为 基 础，

“自生 自 发”的 社 会 秩 序 产 生 于 内 部 规 则，而

“人为的”社会秩序则产生于外部规则。〔5〕因此，

制度是社会秩序形成、维持与扩展的基础，而社

会秩序则包括基于以内在制度或内部规则为主导

的制度系统的“内在制度型”社会秩序和基于以

外在制度或外在规则为主导的制度系统的 “外在

制度型”社会秩序这两种基本类型。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种基于以道德等内在制度为

主导的制度系统的社会或称“伦理本位的社会”〔6〕，

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的行为主要以传统伦

理道德为基础，这种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就构

成了传统中国的“道德型”社会秩序。当代中国

社会将发展为基于以法律等外在制度为主导的制度

系统的社会或称“法治社会”，因此，在“法治社

会”中人们的行为主要以现代法律为基础，这种符

合现代法律的行为将构成 “法律型”社会秩序。
当代中国转型本质上是制度转型，而制度是社会秩

序的基础。因此，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必将使基于

制度的社会秩序发生根本性转变，即由“内在制度

型”或“道德型”社会秩序向“外在制度型”或

“法律型”社会秩序转变。〔7〕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具体过程中，充斥着

各种制度之间异常复杂而尖锐的矛盾与冲突。具

体包括: ( 1) 从国外引进和实施的外在制度与原

先已存在的外在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如从国

外引进的市场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一些法

律、政治制度等与原先早已存在的社会主义计划

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一些法律、政治制度

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2) 从国外引进和实施的

外在制度与原先已存在的内在制度之间的矛盾与

冲突。如从国外引进的市场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

配套的一些法律、政治制度等与从传统中国社会

继承下来的一些基本的伦理道德、惯例、习俗以

及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集体主

义道德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 ( 3) 原先已存在的

内在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如社会主义集体主

义道德与一些基本的传统伦理道德、惯例、习俗

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 4) 正在形成的新的内在

制度与原先已存在的内在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等。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正在形成

的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作为其基础的新的

道德与原先存在的一些基本的传统伦理道德、惯

例、习俗以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之间的矛盾

与冲突等。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这种复杂

而尖锐的矛盾与冲突，使得社会秩序曾一度处于

“缺失”的状态。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

原先以道德为基础的 “道德型”社会秩序因道德

的缺失、缺位而逐渐丧失，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相适应的新的道德没有最终建立起来，因而新

的“道德型”社会秩序也尚未形成。于是，出现

了所谓的“无道德而无秩序”的状况; 其次，尽

管我国制定和颁布了众多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的法律制度，但由于它们在实际运行过程中

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适应期，因而以法律为基础

的、新的“法律型”社会秩序也需要经历很长时

间才能形成。于是，出现了所谓的 “有法律而无

秩序”的状况。这种“无道德而无秩序”、“有法

律而无秩序”的社会失序状况在经济领域中表现

得非常明显，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初发展的

很长一段时期里，出现了坑蒙拐骗盛行、假冒伪

劣产品充斥市场等失序现象，它们严重影响了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 部分社会秩序仍然保持稳定和新的社会秩

序不断形成与扩展

前面已述，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的制度基础，

除了包括宏观制度之外，还包括微观制度。宏观

的内在制度 ( 如基本的传统伦理道德、社会主义

集体主义道德等) 与宏观的外在制度 ( 如国家制

定和颁布的法律等) 造就了宏观的社会秩序，微

观的内在制度 ( 如某一企业的交易惯例、习俗

等) 与微观的外在制度 ( 如某一企业制定和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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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规章制度、规定等) 造就了微观的社会秩

序。当代中国宏观社会秩序的建立、维持和扩展

需要依靠国家或政府的力量，而微观社会秩序的

建立、维持与扩展则需要依靠微观社会的主体，

如微观经济领域中的企业的努力。当然，当代中

国宏观社会秩序的建立、维持与扩展也离不开各

种微观社会秩序的建立、维持与扩展，反之亦然。
作为社会秩序基础的制度转型会产生两种相

反的结果，即社会失序和新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与

扩展。然而，宏观社会秩序的部分缺失并不一定

意味着微观社会秩序的恶化，反之亦然。事实上，

即使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社会失序现

象时，许多微观经济领域中的社会秩序，由于作

为其基础的制度的路径依赖性，仍然保持着良好

的状态，它们为宏观经济秩序的稳定与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微观基础。比如由于微观经济领域中企

业的一些内在制度或外在制度，包括内在或外在

的交易规则，内在的交易惯例、习俗等所具有的

路径依赖性，使得一定的经济秩序得以维持。更

为重要的是，面对社会失序现象，中国政府及时

而有效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整顿和规范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活动，通过实施加快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的步伐、加大经济违法犯罪的打击与惩

治力度等具体措施，有力地遏制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秩序的进一步恶化。尤其是，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的不断加强与完善使得新的社会秩序不断形

成与扩展。

三、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和谐社会秩序

及其建构的原则与路径

1． 基本原则

当代中国社会学，除了研究社会失序等现象

之外，更要认真研究已经形成的新的、稳定与和

谐的社会秩序以及如何建构更加良好、稳定的和

谐社会秩序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顺利进

行、社会转型最终成功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遵循以下两个基本原则:

( 1) 批判继承前人有关社会秩序研究的积极

成果。我国历史上许多社会思想家提出了社会秩

序的思想，他们着重于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性质

及其整合机制的研究。如梁漱溟、费孝通认为传

统中国的社会秩序是一种 “伦理本位”或 “差序

格局”的社会秩序，传统中国的伦理道德是传统

中国社会秩序的形成基础和主要整合机制。西方

社会学家大多注重于西方社会秩序的基础和整合

机制的研究。如孔德认为社会秩序的整合机制是

语言、分工与宗教，其中宗教是社会秩序的最重

要的整合机制，而迪尔凯姆则认为社会秩序的整

合机制是分工与宗教，其中分工是现代社会秩序

的最重要的整合机制。中西社会思想家或社会学

家有关社会秩序的基础和整合机制的思想成为当

代中国社会学研究和谐社会秩序及其建构的重要

理论资源。
( 2) 认真研究三十多年来新的社会秩序的形

成基础与整合机制。制度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因

而本质上是制度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正在和

必将导致当代中国社会秩序发生根本性变化。改

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进行的社会转型已经使

得社会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出现的一些社

会失序现象之外，也建立了一些新的社会秩序。
这些新的社会秩序有其固有的基础与整合机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顺利进行过

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因此，当代中国社会学

必须立足于制度角度研究新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与

整合机制，研究现存制度在当代中国社会秩序形

成、维持和扩展过程中的基础性整合作用，从而

为和谐社会秩序及其建构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

依据。
2． 有效路径

当代中国社会学在以上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开

展更加良好、稳定的和谐社会秩序及其建构的研

究，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 1) 实现研究的两个根本转变，即实现研究

态度与研究方法上的根本性转变。首先，实现研

究态度上由被动的滞后研究向主动、自觉的超前

研究转变。社会秩序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核心，

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本质上就是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秩序的建设。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为当代中国社会学开展社会秩

序问题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因此当代中国

社会学必须以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

标为指导，自觉开展社会秩序问题的研究，将和

谐社会秩序及其建构作为社会秩序研究的核心。
其次，实现研究方法上由片面的研究向全面

的研究转变。总体而言，目前中国社会学对于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秩序的研究，偏重科学性而忽视

人文性。社会秩序的形成、维持与扩展离不开人

的活动，同时也是为了满足人的发展需要。因为

具有自主性的个人之间的符合制度规则的互动行

为造就了稳定、持久与和谐的社会秩序，而这正

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是“以人为本”，它要求当代中国社会学要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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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开展和谐社会秩序及其建构的

研究。因此，当代中国社会学在开展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秩序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及时地由片面性研

究向全面性研究转变，即将研究的科学性与人文

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 2) 明确研究的两个基本内容。首先，当代

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特点与发展目标。当代中国

的社会秩序是在复杂背景下展开的社会转型过程

中形成、维持和扩展的，因而具有复杂性、独特

性与混合性等基本特征。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的复

杂性源于其制度基础的复杂性，即这种复杂性是

由既相互冲突、相互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又互相

融合的各种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所造成的。当代

中国社会秩序的独特性在于其整合机制具有不同

于西方的特点，即它既不是一种宗教整合，也不

是一种单纯的法律整合，而是由多种整合机制共

同作用所形成的 “综合整合机制”。当代中国社

会秩序的混合性是指它是由多种社会秩序形式共

同构成的“混合型”社会秩序，主要包括基于外

在制度而形成的“外在制度型”社会秩序，如适

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法律型”社会秩序、
“规章型”社会秩序等，基于内在制度而形成的

“内在制度型”社会秩序，如适合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道德型”社会秩序、 “惯例型”社会

秩序、“习俗型”社会秩序等。当代中国社会秩

序的发展目标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秩序。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秩序的制度基础，既不是以道德等

内在制度为主导的制度系统，也不是以法律等外

在制度为主导的制度系统，而是道德等内在制度

与法律等外在制度两者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激励、
不断创新而形成的 “融合型”制度系统，而以这

种制度系统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将是一种 “融合

型”社会秩序，这种“融合型”社会秩序将是人

类历史上最美好、最稳定、最持久与最和谐的社

会秩序。
其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秩序的基础与整合

机制。制度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因此，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制度，即道德等内在制

度与法律等外在制度相容激励而形成的 “融合

型”制度系统，这一制度系统在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秩序形成、维持和扩展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作

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秩序的整合机制，至少包

括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制度整合。指的是道德等

内在制度与法律等外在制度相容激励而形成的

“融合型”制度系统的整合。这一制度系统在微

观与宏观两个层面上共同整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秩序。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秩序的一种基础性

的、最为基本的整合形式。二是权威整合。中国

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过程中在中国人

民的心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中国人民因信服中

国共产党的权威而信任它的领导以及它所制定的

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凭借自己

的权威整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秩序。这是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秩序独特而关键的整合形式。三是权

力整合。中国政府利用所掌握的公共政治权力，

依靠中国人民对它的信任而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秩序进行权力整合，但这种整合机制必须以宪法

等法律制度为基本依据和以基本道德为内在支撑。
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秩序的一种强有力的整合

形式。四是意识形态整合。这里的意识形态指的

是由邓小平同志科学概括并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

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秩序整合的一种最为重要的形式。总之，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秩序将在这几种整合机制的共

同作用下最终形成并稳定而持久，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建设也因此将获得最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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