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互动的
社会理论视角

学习目的
通过对社会互动理论、社会化理论以及系统理论的学习，深入理解人类

行为的多维度、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掌握有关人类
行为与社会环境的社会理论中的主要理论观点、核心概念，并能将这些理论
运用于社会工作实务中。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社会理论侧重于对行为、环境及适应的分析，有助于

我们理解人类行为的不同维度，例如个人、环境与时间等；理解人类行为的内、外

影响因素；理解社会生活适应能力缺乏和社会功能失调的原因和行为表现；解释

人们所处环境中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个体的人类行为。

第一节　 社会互动理论

社会互动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或群体与群体之间在

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社会行动。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以相互的或交换的方式

对别人采取行动或者是对人的行动作出回应。在社会互动中，交互作用是社会

互动的基本特征。

社会互动理论是从人们的行为互动方面进行解释的微观理论。它研究人们

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交往的和人们又是如何使这种交往产生实质性的意义的。

社会互动理论强调人们总是处在创造、改变他们的生活世界的过程之中。社会

互动理论不仅对人们的行为感兴趣，而且对人们的思想和感觉感兴趣，注重探索

人们的动机、目的、目标和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

社会互动理论主要包括社会交换论、符号互动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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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交换论

社会交换论将交换作为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基础，认为人与人之

间的互动从根本上说是某种交换关系决定的交换过程。当代西方社会交换论的

代表人物有霍曼斯（Ｇｅｏｒｇｅ Ｃａｓｐａｒ Ｈｏｍｍａｎｓ）和布劳（Ｐｅｔｅｒ Ｂｌａｕ）。
１． 霍曼斯的行为交换论
霍曼斯的著作《人类群体》重视对人的行为分析，尤其是小群体中的人的行

为分析。

霍曼斯的社会交换论着眼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交往关系，认为社会

互动的实质是人们交换酬赏和惩罚的过程。交换行为不仅仅存在于市场关系之

中，而且存在于包括友谊、爱情在内的多种社会关系之中。个人的资源都是有限

的，人们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为了有所获取当然需要有所支出，人们正是通过

“支付—回报—再支付—再回报”的连续行动，结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构。

霍曼斯为了解释人类行为的基本形式，首先修改与吸收了经济学的基本原

理。经济学的第一原理是人理性地计算自己在某一市场中行为的长期结果，并

试图在交易中获得最大的物质利益。霍曼斯对经济学第一原理修改的主要要点

是：人们并不总是追求最大利润，他们只是想在交换关系中得到某些利润；人在

交换中并非常常从长远着想或进行理性计算；交换物不仅仅是金钱，还有赞同、

尊重、依从、爱、情感以及其他紧缺物质产品；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交换，而不是

仅仅在市场中才有交换行为①。

霍曼斯使用了三个基本概念：活动、互动、情绪，认为这三种因素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为了适应环境而发生的群体中的活动、互动与

情绪，构成“外部系统”。不是由环境强加而发生的群体中的活动、互动与情绪，

构成“内部系统”。霍曼斯更重视“内部系统”，而把“外部系统”作为一种环境

参数。霍曼斯强调个人之间直接的、面对面的互动与交换，他认为，人与人之间

面对面的交往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形式，互动是个人之间因报酬与代价而发生的

相互行动。交换活动的代价和报酬，并不局限于物质的报酬与惩罚，更为经常的

是“精神利润”。行动者为了追求精神利润而与他人发生交换，通过互动、影响、

一致、竞争、尊重的授予、公正、等级、创新等过程，形成了群体。

２． 布劳的结构交换观点
布劳的社会交换论在方法论上不同于霍曼斯，他更多倾向于集体主义方法

论与整体结构论②。

①
②

［美］乔纳森·Ｈ．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２９２ ～ ２９３ 页。
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１９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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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劳认为，社会交换是当别人作出报答性反应就发生、当别人不作出报答性

行为就停止的行动。社会交换是人的自愿行动，这些人的动力是由于他们期望

从别人那里得到回报并且一般也确实从别人那里得到了回报。当个人或团体协

助其他人或团体而获得适度的物质或报酬时，他们便是在进行交换。这种社会

交换是基于互惠的原则之上，彼此互助，一方赠予或服务，另一方报以仁慈或感

激，这是交换的最高理想。交换是社会互动最基本的形式，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

础。邻居之间（交换友情与服务）、同事之间（交换服务）、雇主与雇员之间（交换

经济利益）、友人之间（交换感情与利益）、政治家之间（交换政治利益）、学者之

间（交换思想观点）、夫妇之间（交换家庭信息）都在进行社会交换。社会交换的

功能在于相互支援与协助。日常生活中的交换行为是一种最普遍的行为。交换

的动机较为复杂，有情感性的，也有利益性的；有利己的，也有利他的。交换同时

也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的规则，当一个人有某种需求要得到满足时，最简便

的方式就是通过经济交换或社会交换来实现。

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的区别主要在于：

（１）经济交换的内容与范围相对社会交换来说，要狭窄一些，经济交换主要
是通过货币为媒介的物质的交换，而社会交换的资源除了物质以外，还有精神性

的因素。社会交换的内容与形式要比经济交换丰富得多。

（２）经济交换的原则是价值规律，其交换的资源有通行的市场价值，往往是
明码标价，交换者比较清楚，而社会交换的价值与价格较为模糊，要通过交换者

的领会才能清楚。

（３）经济交换有明确的规则，有法律保护，而社会交换则没有明确的规则，
也没有明确的法律保护措施，只是依靠互动者的自愿行为，违背交换规则，自行

停止交换。

（４）经济交换的目的交换双方十分清楚，社会交换主动的一方目的是清晰
的，而被动的一方获得的并不一定是自己所需要的资源。

（５）经济交换的目的是功利性的，而社会交换的目的并不完全是功利性的。
社会交换有四个要素：① 目标，即行动者预定的对象与事先的计算；② 支

付，即行动者向交换对象提供某种行动或通过行动传递某种实物或其他东西；

③ 回报，即接受支付的一方所作出的酬谢，这种酬谢有可能是一种行动，也可能
是某种实物或其他东西；④ 效益，即目标与回报的一致程度、支付与价值的比

较。当四个要素发生作用时，即完成一个交换周期。社会交换中的回报可以分

为两类：一类是内在因素，即谢意、尊敬、赞扬、友爱与服从；另一类是外在因素，

即劳动、智力、权力、实物与货币。社会交换的内容就是这两种要素的不同组合，

即内在因素与内在因素的交换，外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交换，内在因素与外在因

素的交换。社会交换是在市场之外进行的，一般发生在公共场合与私人交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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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合理的社会交换既可以发生在公共交往场合，也可能发生在私人交往场合；

不合理的社会交换则一般发生在私人交换场合。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深入，经济

交换的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在私下场合进行的隐蔽性交换大

量增加，甚至干扰了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

二、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互动是通过社会网络进行的。社会网络由个人之间复杂的联系网所组

成。社会是一个由各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结成的网络，每一个人都处于这张

网络的某一个结点之上，占据某种社会地位，表现某种社会身份；人们正是依靠

这种关系才使单独的个体结成为不同的群体，组成了社会的整体，使人表现出类

属性；依靠这种关系，才使人与人之间发生相互交往，推动了社会发展。社会网

络可以为人提供多方面的社会支持，社会网络是资源分配的一种重要途径，有的

学者直接称其为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

一般认为，社会网络研究产生于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人类学拉德克利
夫－布朗（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Ｂｒｏｗｎ）在 １９４０ 年首次使用了“社会网”的概念①，他运用网
络隐喻对社会结构作了部分的、暗喻性的描述。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一些人类学家
开始关注具体联系和网络的结构体系。１９５４ 年巴恩斯（Ｂａｒｎｅｓ）通过对一个挪
威渔村阶级体系的分析首次把“社会网”的隐喻转化为系统的研究。从 ６０ 年代
开始，社会网研究迅速发展。到了 ７０ 年代，社会网研究已经成为一支拥有自己
学术刊物和一大批研究者的社会学分支领域②，发展出很多社会网络的理论。

在此我们主要介绍几种较具代表性的理论。

１． 弱关系力量假设与嵌入性理论
格兰诺维特（Ｍａｒｋ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将关系界定为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由于

交流和接触而实际存在的一种纽带关系。他提出关系力量的概念，并将关系分

为强和弱，认为强弱关系在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个体和社会系统之间发挥着根

本不同的作用。

格兰诺维特 １９７３ 年在《美国社会学期刊》发表了《弱关系的力量》一文，他
从互动频率、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四个维度界定了关系强弱，认为互

动的次数多、感情较深、关系亲密、互惠交换多则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

在他看来，强关系（ｓｔｒｏｎｇ ｔｉｅ）是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
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往往是在个人特质相似的群体

内部形成的，因为群体内部相似性较高的个体所了解的事物、事件经常是相同

①
②

肖鸿：“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９ 年第 ３ 期。
赵莉：“社会网相关理论及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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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往往重复性很高。

而弱关系（ｗｅａｋ ｔｉｅ）则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由于
这些个人间相似程度低，他们掌握的信息大不相同，弱关系的分布范围较广，它

比强关系更能充当跨越其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桥梁，可以将其他

群体的重要信息带给不属于这些群体的某个个体，从而起到“信息桥”的作用。

在与其他人的联系中，弱关系可以创造例外的社会流动机会，如工作变动。格兰

诺维特断言，虽然所有的弱关系不一定都能充当信息桥，但能够充当信息桥的必

定是弱关系。

１９８５ 年，格拉诺维特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问题》这篇文章中提出
了“嵌入性”的概念，认为经济行动不是孤立的、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嵌入社会

结构之中的。格拉诺维特认为，我们应该从具体的社会关系入手来解释人们的

经济行为，也就是说由于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同而使人们的行为存在着具体

的差异，即强调了社会网络结构对人们行为的制约作用。格拉诺维特的“嵌入

性”理论的提出，强调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分析必须考虑到社会关系

层面。“嵌入性”理论改变了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传统认识，给人们的

启发就是经济、政治等行动都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的。

２． 社会资源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
沿着格拉诺维特“弱关系假设”和“嵌入性”观点的思路，美国社会学家林南

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社会资源理论就是对“弱关系力量”假设的一种扩充和

延伸。但根据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须结合关系人的阶层地位来权衡关系强度

的效应。①

所谓社会资源，就是那些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种资源不为个人所

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直接的或间接的社会关系而获取，拥有此种资源可以使

个人更好地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类社会是一个分层体系，地位高的

人拥有的社会资源多，而地位低的人拥有的社会资源少。同一阶层的人们拥有

的社会资源相近，相互关系往往是“强关系”；而不同阶层的人们拥有的社会资

源差别很大，相互关系往往是“弱关系”。格拉诺维特认为，“弱关系”联系的是

不同群体，而林南则认为“弱关系”联系的是地位不同的阶层。同时，林南认为，

在一个分层社会结构中，当行动者的行动为工具性行动时，他拥有的“弱关系”

将比“强关系”给他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但前提是这种“弱关系”的对象处于比

行动者本人更高而不是更低的社会地位。林南认为，无论是“强关系”还是“弱

关系”，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

力量决定着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林南认为，资源不但可以被

① 赵莉：“社会网相关理论及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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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占有，而且也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通过关系网络可以摄取。

林南认为“强关系”与“弱关系”是社会网络分析的常用方法。“强关系”指

来往频率大、投入时间多、亲密感强、可以分享资源、提供互惠性服务的关系；

“弱关系”与“强关系”相反。人们在遇到困难时喜欢找“强关系”帮助。但“强

关系”拥有的资源往往有局限性，有时与我们拥有的资源是相似的，即同质性。

而“弱关系”虽然是个体卷入不多甚至没有卷入的关系，但它从数量上说要比

“强关系”更多，“弱关系”拥有的社会资源与“强关系”性质不同，是异质的。

“弱关系”可以使我们跳出原有的社会圈子，可以找到不同的资源、不同的信息、

影响度不同的点。因而，有时“弱关系”比“强关系”更有用。

一个人的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大，网络成员的地位越高，个体与成员的关系

越弱，则其拥有的社会资源就越丰富。而后，社会资源理论把个体的能力引入了

关系的效应分析，但显然，关系的作用最终是由个体的能力与意愿的合力所决定

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根据强、弱关系的定义，最弱的关系没有用，因为这种关系

根本产生不了交换的动因；而最强的关系，由于意味着承诺、信任、义务，因而帮

助的动机最强。

林南的这个“社会资源”概念与后来科尔曼所提出的“社会资本”概念已无

太大的差异，在后来的研究中，林南有时也将“社会资源”称为“社会资本”。

科尔曼（Ｊａｍｅｓ Ｓ． Ｃｏｌｅｍａｎ）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１９８８ 年在《美国社会学
期刊》发表的《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

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即社会资本，它由构成社会

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

便利。与此同时，科尔曼也区分了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概念，指出了两者的

不同之处。他认为社会资本由三个要素构成：第一是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

第二是作为这些“方面”载体的一种社会关系；第三是由此生成的行动和资源。

而把人力资本看作社会资本积累的过程。

第二节　 社会化理论

社会化指的是个体学习社会文化，内化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成为承担

一定社会角色的社会人的过程。社会化的条件包括：人具有高级的大脑、较长的

生活依赖期、较高的学习能力和语言能力。社会化的内容表现在：学习生活常

识，掌握生活技能；内化价值观念，学习社会规范；形成个性，完善自我；培养社会

角色。社会化的机构包括家庭、学校、大众传媒、同辈群体、社区、工作单位等。

人的社会化过程贯穿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从牙牙学语的婴儿到饱经沧桑的

垂暮老者，人都在不断的认识和学习中适应社会。社会化过程伴随着人生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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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不同新角色的学习和扮演，是人不断与各种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

社会化的相关理论非常丰富，大致可以分为从个性发展角度和从社会化机

制角度两大取向。本章着重介绍社会化机制的社会化理论，主要有社会角色理

论、越轨行为理论和生命历程理论。

一、社会角色理论

“角色”原是戏剧中的名词，指演员扮演的剧中人物。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一
些学者将它引入社会学，进而发展为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之一。社会角色理论的

主要理论来源有：米德对儿童角色意识的研究、林顿（Ｒ． Ｌｉｎｔｏｎ）对角色与地位的
研究、完形主义心理学或称格式塔心理学、戈夫曼的拟剧论等。“社会角色”对

于理解关系和人格是有益的。① 角色理论是关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及他们的期

望和反应导致我们怎样以具有特色的方式进行回应的理论。②

１． 社会角色的内涵
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

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是构成社会群体或组

织的基础。理解社会角色的概念，应把握以下五个方面：③

（１）社会角色是社会地位的动态表现。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密不可分，二
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社会地位是个体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社会角

色则是个体在这个位置上的行为模式。社会地位是社会角色的基础，社会角色

是社会地位的动态表现。

（２）社会角色对应于一系列角色期望。角色期望是社会对处于一定社会地
位的个体提出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或说社会期望站在某个地位上的人有某种

应有的行为模式。占据某一社会地位的人所表现的行为，不是由这一地位直接

引发，而是由附在这一地位上的各类期望所引发。

（３）社会角色是一套权利、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任何一个社会角色总
有一套行为模式，这套模式规定了角色的权利和义务。个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

中逐渐形成与其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行为模式，并且按照这套模式承担一定的社

会角色。

（４）角色行为有赖于认知与实践能力。一个人遵循角色期望的程度与形
式，取决于他的认知和实践能力，包括对期望的认知、对环境的认知及对自我的

①

②

③

Ｐｅｒｌｍａｎ，Ｈｅｌｅｎ Ｈａｒｒｉ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Ｓｏ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８．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Ｐａｙｎｅ 著：《现代社会工作理论》，何雪松等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７０ 页。

风笑天主编：《社会学导论》，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９８ ～ １０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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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

（５）角色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如果把社会地位看作社会关系的“结点”，那
么角色行为就是“连线”。角色行为将各种社会地位连接起来，构成了复杂的社

会关系网，社会角色因此成为社会关系的动态要素。

２． 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是指个人具备了充当某种角色的条件，承担和再现角色的过程与

活动。角色扮演就是在社会生活中要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在回答“我是

谁”的过程中，确定自己的实际地位与别人的关系，从而充当起某种角色。主要

内容包括：

（１）角色的确定。在社会舞台上，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扮演角色，角色的承担
首先要有一个确定的过程，或者说需要经过“认同”，来证明一个人的实际地位、

身份等与其承担的角色相一致。角色确定是在长期社会互动中完成的。对于一

个集体来说，角色确定也就是回答“我是谁”的问题。特别是当人们遇到了一些

新的社会关系，来到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中时，就会遇到角色确定的难题。在社会

生活中，角色确定不当的事情经常发生：一是不能胜任角色；二是未能承担合适

的角色；三是在某些场合选择了不适当的角色。角色的确定是否有效，最终是由

社会决定的，但它也与个人的活动和努力密不可分。

（２）角色距离（ｒｏｌ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这是指个人与他所承担的角色之间存在着
差距。所谓表现出“角色距离”者，既包括那些行为、品质达不到角色规范的人，

也包括那些素质远在角色规范之上的人。当一个人不承担某种角色时，其行为

便不构成角色距离。角色距离表明自我与理想的角色模式是分离的，它妨碍一

个人进入角色。

（３）角色的再现。社会角色的表现需要一系列手段。角色扮演的条件是：
第一，布景与道具。与舞台上的表演需要装饰一样，社会表演也需要布景和

道具，所不同的是社会舞台上需要的是真景实物。一方面，它们起着象征作用，

既作为角色表演的标志，也是角色活动的场所；另一方面，它们也具有实用性。

第二，注意衣着、仪表与言谈举止。前者是角色的外部再现，后者是角色内

在品质的反映。

第三，注意前台、后台的表现与角色表现上的配合。角色表演有前台、后台

之分。前台表演指人们正在扮演某种角色，后台表演指正式表演前的准备活动。

将这两种表演区分开来具有实际意义。要使角色有出色的表演，还需要实现角

色之间的配合，否则某一个角色的失误就可能导致整个演出的失败。

（４）扮演过程。角色表演需要经过三个环节：一是对角色的期望（ｒｏｌｅ ｅｘ
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人们在承担某一角色时，首先遇到的是社会或他人对这一角色的期
望。二是对角色的领悟，社会或他人对角色的期望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它还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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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承担者自己的想法。人们对角色认识、理解即是角色领悟的结果。一个角

色扮演得是否成功，最终要以社会的评价为标准。三是角色的实践，这是期望与

领悟的进一步发展，是在个人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的角色。

３． 角色失调
这是指在角色扮演中发生了矛盾，遇到了障碍甚至遭到失败。常见的角色

失调有：

（１）角色不当。指角色扮演者在一个特定的场合错误地扮演了其他角色。
（２）角色冲突（ｒｏｌ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即在角色之间或内部发生矛盾、对立、妨碍角

色扮演的顺利进行。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扮演很多角色，而且一些角色肯定会

产生冲突。角色冲突有两类：一类是在不同承担者之间的冲突，如夫妻冲突、婆

媳冲突等，它常是由角色利益上的对立、角色期望的差别以及偏离角色规范等原

因引起的。另一类是在角色承担者自身内产生的冲突，这又有两种不同情况：首

先，当一个人所承担的同一社会角色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角色期望，使他难以胜

任并在时间和精力上出现紧张感，亦称“角色紧张”（ｒｏｌｅ ｓｔｒａｉｎ）。其次，当一个
人所承担的几种角色间出现了行为规范互不相容的情况时，也会发生角色冲突。

角色冲突或角色紧张通常是很有压力的，会带来焦虑和心理上的疲惫。防止角

色冲突只能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对策。针对角色紧张就应减少过多兼职，解

除过重负担；针对角色规范冲突就应使人的角色单一化，即在一种场合只扮演一

种角色。

（３）角色不清。即社会大众或角色的扮演者对于某一角色的行为标准不清
楚，不知道这一角色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在社会与文化急剧

变迁时期，很多社会角色的行为规范都超出了过去人们习以为常的范围。在变

迁中，当一组新角色初次出现，社会还没来得及对其权利、义务作出规定时也会

造成角色不清。

（４）角色中断。指处在某一角色地位的人，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不能将
该角色扮演到底而出现的中途间断的现象。它的发生可能是由于人们在承担角

色的前一阶段时没有为后一阶段所要履行的角色义务作好充分准备，或者是因

为角色的前一阶段的一套行为规范与后一阶段所要求的行为规范直接冲突。

（５）角色失败。亦称角色崩溃。这是一种最严重的角色失调现象，是指角
色承担者被证明已不可能继续承担或履行该角色的权利和义务，不得不中途退

出舞台，放弃原来角色的一种现象。

二、越轨行为理论

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一生除了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基本社会化过程之外，还

包括基本社会化基础上的继续社会化以及由于社会化的偏向和中断所导致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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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越轨行为理论从社会环境入手，强调社会环境对社会化过程中的偏差

行为的影响。

１． 社会失范理论
社会失范理论的首倡者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他认为

凡是存在着不明确的、彼此冲突和分散的规范的地方，个人与他人就不存在有道

德意义的关系或者没有规定获得快乐的界限，这就是社会失范。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Ｒｏｂｅｒｔ Ｋｉｎｇ Ｍｅｒｔｏｎ）认为是失范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
社会所规定的目标与决定着达到这些目标的规范不一致。默顿从价值上将社会

结构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目标；一类是达到目标的手段。他认为，人们在社会

中分享共同的价值，文化价值为社会树立起发展的目标，同时社会也为人们提供

制度化的合法手段。默顿所指的文化目标是社会依据它的规范体系认为是值得

有、值得存在的东西；制度化手段是社会认为是合法地获得文化目标的方式。默

顿认为，所谓失范，就是在人们用社会认为合法的手段不能实现自己的文化目标

时发生的，而对于这种情形的一个共同的反应，就是越轨行为（当触犯刑律时即

为犯罪行为），即用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文化目标。

社会文化为社会成员提供奋斗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正常途径，但人们获得

成功的机会并不是均等的，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很难通过社会赞同的途径

获得成功，社会结构的压力有可能导致他们通过越轨方式追求成功。默顿强调

越轨行为是经历一系列挫折之后的必然结果，他把越轨行为分为五种类型：

（１）遵从，认同文化目标，也遵从制度化手段；（２）形式主义，即接受社会规定的
正常途径，但不承认社会文化提供的目标；（３）退却，指对社会文化规定的目标
和途径都采取否定态度；（４）反叛，指用新的目标和手段取代社会认可的目标和
手段；（５）革新，指接受社会文化给定的目标，但拒绝社会规定的正常途径。

２． 亚文化群理论
亚文化，亦称副文化，是与主文化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主文化是指在一个社

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主文化被社会认可、以社会力量推行并维护，在阶级社

会里，主文化就是统治阶级的文化。与主文化相比，亚文化生存的空间要小得

多，它是因各种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差异造成的一种区域性文化或群体性文

化的统称。

亚文化群理论认为，一个人可能在这样一个集团或群体内生活，这个群体有

一种稳定的、但与主文化的价值体系不同的价值体系，这样的群体称为亚文化

群。个体如果长期生活在亚文化群体里，受其价值体系的影响，就可能产生犯

罪。美国社会学家科恩（Ａ． Ｋ． Ｃｏｈｅｎ）是亚文化群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１９５５ 年
他在《亚文化群体》一书中，提出了亚文化群犯罪理论。科恩认为，犯罪亚文化

群产生和维护的价值观体系和行为倾向与主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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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背离，这是犯罪和非法行为的真正根源，而亚文化的产生是社会化过程的不完

善、不适当引起的。他认为，少年亚文化群通常是在社会下层阶级的居住区形成

的，因而犯罪团伙基本上是由下层阶级青少年组成的。美国社会的民主性支持

下层阶级青少年有权去追求与中产阶级青少年相同的目标，但事实上，社会并没

有为每个人提供达到这种目标的相同手段。当下层阶级青少年最终感到失望

时，就会发展出一种与社会主文化相背离的文化。

３． 差异交往理论
犯罪学家爱德温·萨瑟兰（Ｅｄｗｉｎ Ｈ．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认为，人们的行为取决于周

围人对他的期望，出现越轨行为是因为受与之交往的人的影响。萨瑟兰指出，儿

童成为越轨者是因为与他交往的许多人都赞同越轨行为，这种越轨压力不仅来

自其他越轨者的直接影响，也可以借助人际交往过程发生作用，一般需要经历两

个阶段：首先是越轨技术的学习，其次是越轨价值观的学习。

后来的研究者指出，学习者在学习越轨行为的过程中会得到其他越轨者给

予的报酬，如赞扬、尊敬等，大多数越轨行为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产生的。

４． 标签理论
默顿的社会结构失范理论与萨瑟兰的差异交往理论都试图寻找越轨行为产

生的原因，但标签理论研究的重点则是越轨行为产生的过程，它强调越轨是相对

的，需要社会和他人为越轨行为划出一个界限。

埃德温·勒默特（Ｅｄｗｉｎ Ｌｅｍｅｔ）在 １９５１ 年出版的《社会病理学》一书中提出
标签理论，他把越轨行为分为初级越轨和次级越轨。初级越轨是指偶尔违反社

会规范而未被标定的越轨行为，越轨者并未确定自己的越轨身份；次级越轨就不

同，这种行为不仅被他人标定为越轨行为，而且当事人也把自己视为越轨者。次

级越轨者在接受自己的越轨身份后，就会为自己树立一个越轨者的形象，他们的

行为、语言和衣着等都会带有越轨群体的某些特征，他们对自己的越轨身份越确

定，与一般人的区别就越明显。

贝克尔（Ｈｏｗａｒｄ Ｂｅｃｋｅｒ）指出，社会群体经由制度规则、决定将其应用于谁
而创造越轨，并将他们标签为正常社会生活的“局外人”。

标签理论的主要观点是：

（１）社会通过创造一些新的准则而创造了越轨行为。各种社会群体创造了
越轨行为，其方式是制订那些一经违反就会造成越轨的准则，并把这些准则应用

于特定人给他贴上不受欢迎的标志。越轨是触犯规则的结果。一种行为是否越

轨取决于人们怎样对它做出反应。

（２）某人或某种状况被认定是有社会性的问题或越轨而被加上某种称呼
后，将会导致人际关系重组。这就好比贴标签一样，一个人如果被贴上某一种标

签，这个人的行为也就会逐渐符合这个标签。这将会使这个被指称为越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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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生活机会受到相当限制，并导致它继续去扮演越轨角色。这种因其他人的

反应所造成的越轨角色又称为“次级越轨”。

（３）标签理论提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两种办法。一是改变定义，二是消除
指称所带来的利益。改变定义，就是提高“犯规”的标准和条件，要求人们更加

宽容，这样才不至于将某些人或状况指控为是有问题的。消除指称所能带来的

利益，就是为了减少指称别人的机会，减少因指称别人而自己可以从中捞到的好

处。倘若能消除指称带来的利益，则人们都会减少指控，这样会减少越轨①。

（４）在人们变成越轨者并持续作为越轨者的过程中，给人们标上越轨者的
标志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标签理论强调了认识越轨的过程，而忽视了越轨行为本身。该理论提出了

应该考虑执法者和越轨者的双向关系，这是一个新的视角。

三、生命历程理论

生命历程理论被定义为一种按照年龄进行区分的生命模式，它嵌入在社会

制度中并受到历史变化的制约。生命历程理论力图把生命历程理解为一种社会

化机制，并且考察它如何受到社会变化过程的影响。

生命历程理论将个体的生命历程看作是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关注

生命过程中发生的独特事件与角色转换，侧重于研究剧烈的社会变迁对个人生

活与发展的显著影响。

１． 生命历程的内涵
生命历程理论的代表人物埃尔德 （Ｇｌｅｎ Ｈ． Ｅｌｄｅｒ）认为，生命历程（ｌｉｆｅ

ｃｏｕｒｓｅ）即是指个体在一生中会不断扮演的社会规定的角色和事件，这些角色或
事件的顺序是按年龄层级排列的。② 这种由社会界定并按年龄分级的事件和角

色模式，该模式受文化和社会结构历史性变迁的影响。③

与生命周期（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相比，生命历程更为灵活，它不需假设一套规划或统
一的生命阶段，而是强调个体生命经历的多样性。④ 生命周期的原意是指由自

然人口的再生产机制所驱使的成熟和生育过程，在社会学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与

生命周期概念相关：个体老化（ａｇｉｎｇ）、家庭生命周期和组织生命周期。这一概

①

②

③
④

［美］艾尔·鲁宾顿和马丁·魏伯格：《社会问题导论———五种理论观点》，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２４９ ～ ２５９ 页。
Ｇｌｅｎ Ｈ． Ｅｌｄｅｒ，Ｍｏｎｉｃａ 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 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ｒｏｓｎｏｅ，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ｆ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ｉｎ Ｊｅｙｌａｎ Ｔ． Ｍｏｒｔｉｍ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ｈａｎａｈａｎ（ｅｄ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Ｃｏｕｒｓ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ＫｌｕｗｅｒＰｌｅｎｕｍ，２００３，ｐｐ． ３ ～ １９．

［美］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田禾、马春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４３９ ～ ４４０ 页。
Ｍａｙｅｒ，Ｋ． Ｕ．，＆ Ｔｕｍａ，Ｎ． Ｂ． （Ｅｄｓ． ）． Ｅｖ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Ｌｉｆ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ｎｉｖ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

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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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包含了再生产（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和世代（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的含义，所以它更确切的是
与群体，而非与个人相联系。生命历程大体是指在人的一生中随着时间的变化

而出现的，受到文化和社会变迁影响的年龄级角色和生命事件序列。它关注的

是具体内容、时间（ｔｉｍｉｎｇ）的选择，以及构成个人发展路径的阶段或事件的先后
顺序。一般而言，尽管生命历程与家庭、经济、政治中的社会过程相联系，但它基

本是个体层次的概念，与生命周期所包含的世代概念没有内在联系。①

生命跨度（ｌｉｆｅ ｓｐａｎ）指的是个体从生到死一生的持续期。除了出生或死亡
的事件以外，它认为生命过程是连续、无跳跃性差别的成熟过程。生命跨度的概

念在发展心理学中得到了较普遍的运用，用于描述和解释从出生到死亡的与年

龄相关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的变化。②

人一生中所经历的诸如出生、入学、就业、婚恋、辞职、退休等都是生命事件，

这些生命事件会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而构成个体的生命历程，但生命事件的发

生时间、地点、内容等会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故而其排列顺序也会有所不同。

由此，用生命历程范式分析社会现象时，要特别关注事件与事件之间持续时间的

长短，要关注事件是否依社会时间表而产生，主要生活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和它

们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影响。③

２． 生命历程理论的核心概念
（１）轨迹和变迁
轨迹和变迁是生命历程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以及基本分析主题。轨迹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是指一生发展中的某一具有长期稳定性的心理或社会状态④，它依
据角色发生的先后次序建立，反映了人在较长时期内的生命模式。这种具有跨

时间性的倾向或行为模式可能转变，也可能持续。轨迹是一个长期概念。⑤

变迁（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是轨迹的一个元素，它与延续一起共同构成了轨迹。变迁
总是在社会轨迹内发生，并由某些特别的生活事件所标明，例如大学毕业、首次

工作、结婚等。生命历程研究特别关注变迁所发生的标准社会时间与个体角色

变换的先后次序，关注事件是否依照社会时间表而发生。延误变迁可能会产生

①

②

③

④

⑤

李强、邓建伟、晓筝：《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９
年第 ６ 期。

李强、邓建伟、晓筝：《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９
年第 ６ 期。

李强、邓建伟、晓筝：《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９
年第 ６ 期。

包蕾萍、桑标：“习俗还是发生？———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的毕生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包蕾萍：“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９６　　　 第三章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互动的社会理论视角

冲突性的后果，并因此对未来的时间表产生压力。①

轨迹和变迁的相互作用就产生了生命历程中的转折点，转折点有可能改变

生命轨迹的方向。

（２）生命事件
生命历程理论的基本分析范式，是将个体的生命历程理解为一个由多个生命

事件构成的序列。比如，一个人一生中会经历入学、就业、生育、退休等生命事件，

这些生命事件按一定顺序排列起来，就构成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生命事件发生

的时间、地点和内容深受社会结构的影响，而后者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个体的角色扮

演。② 同样一组生命事件，如果排列顺序不同，对人生的影响也会大不相同。生

命事件之间是相互有影响的，这使得研究事件之间的过渡关系显得非常重要。

３． 生命历程理论的范式性主题
生命历程是指人在一生中随着时间，由于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影响产

生的不同的年龄角色和生命事件序列，其主要关键点有：关注社会生活的代际传

承；宏观社会事件以及结构特征对微观个人的影响；人生中年龄的社会意义，从

生命时间、社会时间和历史时间三个维度对年龄进行重新思考。③ 生命历程极

力寻找的是一种将生命的个体意义与社会意义联系起来的方式。

生命历程理论有四项范式性主题：

一是在一定时空中的生活。即“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了历史的时间和他们

在生命岁月中所经历的事件之中，同时也被这些时间和事件所塑造着。”④对出

生在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人来说，呈现在他们面前的社会景观不同，他们所拥

有的机会和受到的限制也不一样。

二是生命的相互关联性。即“生命存在于相互依赖之中，社会—历史的影响

经由这一共享的关系网络表现出来。”⑤个体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嵌套于具体的社

会关系之中的。社会和历史对个人生命的影响会以具体的关系网络为载体。

三是生命的时间性。即“一系列的生活转变或生命事件对于某个个体发展

的影响，取决于它们什么时候发生于这个人的生活中。”⑥这强调了个体与外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包蕾萍：“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刘伟青：“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流动儿童生命教育的内容和策略探究———以北京

市石景山区 ＨＡ 打工子弟学校为例”，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２ 年。
包蕾萍：“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美］Ｇ． Ｈ．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田禾、马春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４２６ ～

４３２ 页。
［美］Ｇ． Ｈ．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田禾、马春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４２６ ～

４３２ 页。
［美］Ｇ． Ｈ．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田禾、马春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４２６ ～

４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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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匹配情况，认为某一生命事件发生的时间甚至比事件本身更有意义。在

这方面，纽加尔顿（Ｂｅｒｎｉｃｅ Ｎｅｕｇａｒｔｅｎ）根据社会年龄与生理年龄的叠加，提出了
“标准时间表”的概念①，用以标定个人主要生活事件和社会角色发生的恰当时

间，表明了社会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期望。生命中的某些事件会被认为应该在某

一合适的年龄阶段发生，若偏离了这一标准时间表，则可能产生一系列严重的个

人或社会后果。

四是个人的能动性。即“个体能够通过自身的选择和行动，利用所拥有的

机会，克服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从而建构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②

总的来说，生命历程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认为“社会制度性机制与个体特质的

交互影响所形塑的累积性作用力，将把不同的个人或家庭带入不同的生命轨迹。”③

第三节　 系 统 理 论

社会工作的系统理论是在一般系统理论以及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应用在社会工作的系统理论分为两种类型，即一般系统理论和生态系统

理论。生态系统理论是在一般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也有学者将帕森

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中的社会体系分析视为另一种系统理论类型。

系统理论的视角很好地体现了社会工作中“人在情境中”这一核心理念。

尽管系统视角被批评为偏于描述性，但它却成为综融社会工作模式的重要基础。

一、一般系统理论

一般系统理论的创立者冯·巴特兰菲（Ｂｅｒｔａｌａｎｆｆｙ）试图建立一个各学科共
同使用的理论，推动不同学科之间（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整合趋势。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一般系统理论受到各种学科的关注和运用，开始被逐步推广，
常常被应用于团体、家庭和社会等社会系统及生物系统。④

１． 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
系统理论的概念很多，大致可以分成系统本身的主要概念、系统运作和改变

方式的概念、系统的状态方面的概念。

①

②

③
④

Ｎｅｕｇａｒｔｅｎ，Ｂ．Ｌ，ａｎｄ Ｇ．Ｏ．Ｈａｇｅｓｔａｄ，“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Ｃｏｕｒｓｅ．”ｉｎ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Ｂ．Ｂ． Ｂｉｎｓ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Ｅ． Ｓｈａｎａ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Ｖａｎ Ｎｏｓｔｒａｎｄ Ｒｅｉｎｈｏｌｄ，１９７６，ｐｐ．６２６ ～ ６４９．

［美］Ｇ． Ｈ．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田禾、马春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４２６ ～
４３２ 页。

吕朝贤：“贫穷动态及其成因：从生命周期到生命历程”，《台大社工学刊》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４ 期。
［英］Ｍａｌｃｏｌｍ Ｐａｙｎｅ 著：《现代社会工作理论》，何雪松等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版，第 １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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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系统本身的主要概念
系统本身的主要概念包括系统、界限、开放系统和封闭系统等。系统是一

群客体间以及这些客体所具有的特质之间存在着的关系。系统与环境之间产

生互动和交流现象，但系统却不会被环境所融化，其主要原因是系统有它的界

限。界限的界定不仅是靠系统本身决定，有时也必须考虑环境的影响力。一

个界限模糊的系统可能是开放的，而一个界线十分明确的系统可能是封闭的。

开放系统是指系统内的能量可以越界地互动，容许内部能力、资料及资源与外

部环境相互交流与交换，其界限是可以相互渗透的。封闭系统是指系统内的

能量不能越界地互动与交流，因为其界限是固定的，系统与环境完全是独

立的。

（２）系统运作和改变方式的概念
系统运作和改变方式的概念包括输入、作用、输出和反馈等。输入是指能量

透过界限进入系统的过程；输出是指能量的效应透过系统的界限释放到外部环

境的过程；作用是指系统内的能量和资源是如何被应用的过程。反馈是指开放

系统输出能量影响外部环境并引起新的能量再次传输至系统的过程，从而系统

做出适当的改变以适应环境的要求。

（３）系统的状态方面的概念
反映系统的状态的概念包括稳定状态、内在稳定性、分化、非等加性和成长

等。一个系统的状态可由以下五个特征进行界定：

稳定。稳定状态是指系统本身依靠接受外界的输入和利用输出以维持系统

正常的运作。内在稳定性是指系统在接受外界的输入并加以作用而产生变化的

情形下，系统仍能维持其基本本质的能力。

平衡。横向互动是指系统与系统之间的互动，是一种跨界限的互动。直向

交往是指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在系统内的组成部分必须保持联

系，通常这些联系是双方流通的，而不应是由单方控制的。每个封闭系统通常都

有其既定的结构，而且与外在环境只有横向互动而没有直向交往，这种系统有其

内在的平衡。开放系统与环境有互动，而且在互动期间它与环境保持一种稳定

的关系，这种状态被称为动态平衡。

分化。分化是指系统在经历一段输入输出、作用反馈的过程后，包含了更多

不同的组成，发展成为复杂状态的概念。

非等加性。非等加性是指系统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这个整体并非部分的聚

集，整体大于次系统各部分相加后的总和。

成长。成长是指在开放系统与其环境互动的过程中，系统本身的结构做出

改变以适应外在环境的变迁，从而达到自我改造和自我强化的过程。

２． 一般系统理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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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系统理论认为，所有的有机体都是系统，各个系统由不同的子系统组

成，也是更大系统的一部分；系统都是有边界的，在其边界之内而非边界之外，物

质和精神能量可以进行交换；封闭的系统没有跨边界的交换，当能源跨过可以穿

越的边界时，开放的系统就出现了。

一般系统理论关注个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系统的相互联结问题。环境是一

个所有因素互相渗透和互相影响的运作过程，系统的交互过程重新关注环境的

因素。人不能独立于环境而存在。

一般系统理论用系统概念隐喻人类生存其间的环境，将人类发展置于一个

特定的系统进行考察。该理论认为，人们是相互依赖的，人们必须在社会环境中

依靠他人、依靠社会系统以获得满意的生活。个人与他所处的环境处在多重互

动中，并且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系统。该理论同时认为社会系统结构的平衡和

稳定是系统运行和维持的基本条件，也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外，一

般系统理论还强调系统为适应外部环境的变迁必须改变自身结构，从而达到自

我改造和完善的目的。

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

结构功能主义发轫于欧洲大陆，经过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于 ２０ 世纪四五
十年代在美国达到了全盛阶段，成为当时西方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论

基础。结构功能主义这一名称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塔尔科特·帕

森斯（Ｔａｃ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于 １９４５ 年首先提出来的。在他的倡导下，结构功能主义
在美国得到广泛的传播，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这一学说由他的学生（其中许多

人成为美国当代主要的社会学家）作了进一步发挥，一时风靡美国社会学界，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取得了统治地位。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西方世界的中
心地位，这一流派也因此而产生了世界性影响。

结构功能主义含有浓厚的系统理论色彩，有学者把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

义中的社会体系分析看做一种系统理论。结构功能主义中的规范、角色、社会

结构、社会制度、整合、社会系统等基本概念，对社会工作实践产生了深远

影响。①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一致性把社会联系在一起，使它的组成部分产生社

会秩序。帕森斯系统理论所关心的是社会行动系统的稳定和均衡、子系统之间

的功能调适，其最终目的不仅在于使社会继续生存下去，还在于维持系统的均衡

状态。

结构功能主义最基本的研究对象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重点放在了研究

① 范明林编著：《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９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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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社会的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功能和演变过程上。结构功能主义者的

研究目的一是要揭示社会生活的条件和社会生活的必要前提；二是力图解释某

一社会行动所造成的效果或发挥的功能；三是探寻如何使各种要素协调起来并

使之一体化。“结构”“功能”是这一理论的最基本概念，“结构”是指构成整体

的各要素间相对稳定的模式关系，“功能”概念使用最普遍的含义是指有关维持

体系均衡的活动。

１． 行动系统
帕森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是“行动者”，在他看来，每一项行动中的行动

主体都不是靠自己的心理动机而单独行动，相反，除了行动者的动机、能力

和精力外，更重要的是社会价值观与规范，它们是决定行动目的和方向的重

要原因。另外，行动总是在情景中运行，情景本身以及主体对情景的感受也

对行动发生影响。所以，每一项行动都可以分解为行动主体、情景、主观意

义、规范准则和价值观四个要素，也就是说，任何人类行动都具有系统的特

征。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帕森斯运用结构功能方法对社会系统和社会行

动加以分析。

２． 行动系统的普遍功能要求：ＡＧＩＬ 模型
在帕森斯看来，任何系统要生存下去都必须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

处理系统内部状态和对付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是追求目标和选择手段。因此，帕

森斯提出，系统为了生存下去必须满足四个功能先决条件：（１）适应性功能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即系统能适应外部环境并获得系统所需的资源；（２）目标实现功
能（Ｇｏ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即系统能调动资源以达到系统的目标；（３）整合功能（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ｉｏｎ），即系统必须把部分协调成一个功能整体；（４）模式维持功能（Ｌａｔ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即系统应保持价值观的稳定使得行动按一定的规范和秩
序进行。

帕森斯认为，ＡＧＩＬ 代表着行动系统的四个基本功能要求，也即四个基本的
生存条件。一个系统能否生存与稳定，就在于能否实现 ＡＧＩＬ 功能。帕森斯所
提出的这四个基本概念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为研究所有的行动系统提

供了功能分析框架。

３． 对行动系统所作的功能分析
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一定的功能总是通过一定的结构来执行。对行

动系统进行功能分析，就是集中考察 ＡＧＩＬ 四个功能需求是如何得到满足的。
帕森斯认为，最一般的行动系统是由四个子系统构成：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社

会系统（狭义的，专指人与人互动的层面），文化系统。有机体系统执行适应性

功能；人格系统执行目标实现功能；社会系统执行整合功能；文化系统执行模式

维持功能。如图 ３－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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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Ｇ

有机体系统 人格系统

文化系统 社会系统

Ｌ Ｉ

图 ３－１　 行动系统的 ＡＧＩＬ 分析

依据控制论的原则，帕森斯进一步分析了子系统之间的控制等级关系。在

系统中，信息资源强的部门必须对能量资源强的部门发生控制作用，因此，在行

动系统中，有机体系统是最富能量而信息最少的，处在最底层，而人格系统、社会

系统、文化系统则信息最强、能量最弱，居于行动系统的最高层。

４． 对社会所作的功能分析
帕森斯不仅把 ＡＧＩＬ 分析运用于一般行动系统的分析，而且他认为 ＡＧＩＬ 分

析对于子系统的分析也是适用的。当把子系统作为独立的系统加以分析时，它

同样也具备四个子系统和四个必须满足的功能条件。

社会次体系就是通过经济、政治、社会化、社会共同体四个子系统来执行功

能的。在社会次体系中，经济系统执行适应性功能；政治系统执行目标实现功

能；社会化系统执行整合功能；社会共同体系统执行模式维持功能。子系统与子

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彼此之间存在着信息和能量的交换。如图 ３－２
所示。

Ａ Ｇ

经济 政治

社会共同体 社会化

Ｌ Ｉ

图 ３－２　 社会次体系的 ＡＧＩＬ 分析

三、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来源于生态学和一般系统理论。生态学关注有机体在环境中

的适应性以及有机体在环境中获得的动力平衡与成熟的过程，看重人类生命有

机体与其周遭环境之间的互动。

１． 生态学的基本概念
生态学（ｅｃｏｌｏｇｙ）一词源自于希腊语 ｏｉｋｏｓ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和周围的环

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是研究生物及其环境之间的

相互关系的科学。社会生态学被用来描述个人在社区中与他人日常的互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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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社会生态学致力于改善案主的心理和环境状况，提出了一个整合的框架，其

中包括了众多因素和不同的概念。

社会环境（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社会环境包括相关的各种条件和围绕着案
主的各种相互作用。

互动与交流。这两个概念经常被认为是同义的字眼，都是用来描述沟通的

模式。具体来说，互动（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是两者之间的行动；交流（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是超出
两者以上的行动。交流是系统间相互的协商，是人与人、人与系统之间的相互交

流、相互作用；互动则是两者之间行动或反应的连续结果。

能量（ｅｎｅｒｇｙ）。能量是人与环境之间能动作用的力量，有输入、输出两种形
式。输入即能量进入个人的生活并增强之；输出即能量从个人的生活中外流。

界面（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界面是个人与环境之间发生作用的确切点。要评价环境
中的人，关键是要找准界面。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如果找

错了界面，将在解决问题之前浪费许多时间和精力。

适应（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适应是指根据环境的条件调整自己，以便继续有效地发
挥功能，这意味着变化。适应具有抗拒、接纳、改变与交流的特性。抗拒，即个人

忍受环境带给他的压力，是一种弹性的适应；接纳，即个人改变自己去符合环境

的需要，是一种模塑性适应；改变与交流，即个人改变环境来满足自我的需求，是

一种控制性适应。

应对（ｃｏｐｉｎｇ）。应对是适应的一种形式。适应强调对新环境的肯定或否定
的反应，应对强调努力克服困难、处理问题。

互相依赖（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互相依赖指人与人、人与系统之间的互相依
赖。个人依赖其环境中的其他人和群体或与其他人和群体互相依赖。同样，其

他人之间也是互相依赖的。

２． 社会生态学的观点
社会学家帕克（Ｐａｒｋ）把社会生态学的层次分为人类竞争为基础的共生层

次和沟通与共识的文化层次。由这两个层次的汇集解释各种社会组织，以影响

和引导个人的社会生活功能。生态学观点引导我们把焦点置于生活与环境的适

应性平衡上，也引导我们了解评估事件与人们对适应、整合与分化的反应。

社会生态学的观点引导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整体上，而不是一个单个部分、

系统或是对象环境的某一方面，不仅关注个人对环境的反应，同时也关注个人改

变周围社会系统的能力以及同时发生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地理环境对社会进

程的间接影响。

社会生态学的观点强调人的优点，强调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周围物理的、社

会的、文化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努力争取与环境的适应，而且有一种自

然的力量推动人们获得和掌握新的能力。由于社会环境、个人发展和生命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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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将会导致系统失去平衡，所以行为和情绪被看作应对、抵抗、改变或者适

应压力以及能否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

３． 生态系统理论的主要思想
生态系统理论（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ｏｒｙ）也称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系统理论

的分支，它注重把人放在环境系统中加以考察，注意描述人的生态系统如何同人

相互作用并影响人的行为，揭示了家庭、社会系统对于个人成长的重要影响。①

生态系统理论是用以考察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交互关系的理论。该理论把

人类成长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如家庭、机构、团体、社区等）看作一种社会性

的生态系统，强调生态环境（人的生存系统）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

性，注重人与环境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是社会工作

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

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人与社会系统各要素在环境中相互作用，并对人类社会

行为具有重大影响。人们参与的系统可分为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

三个系统的相互作用对人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微观系统中的生物因素、

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互动是评估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系统模式状况全

面反映了各系统间的互动关系。

查尔斯·扎斯特罗（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 Ｚａｓｔｒｏｗ）指出，个人的生存环境是一个完整
的生态系统，即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因素构成的一种功能性整体，包括家庭系

统、朋友系统、工作职业系统、社会服务系统、政府系统、宗教系统等。人是在环

境中与各种生态系统持续互动的主体。人在生存环境中，既受到各种不同社会

系统的影响，也持续和具有活力地与其他系统相互作用。

查尔斯·扎斯特罗把人的社会生态系统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微观系统

（ｍｉｃｒｏ ｓｙｓｔｅｍ）、中观系统（ｍｅｚｚｏ ｓｙｓｔｅｍ）、宏观系统（ｍａｃｒｏ ｓｙｓｔｅｍ）。他指出，微
观系统是指处在社会生态环境中的看似单个的个人。个人既是一种生物的社会

系统类型，更是一种社会的、心理的社会系统类型。中观系统是指小规模的群

体，包括家庭、职业群体或其他社会群体。宏观系统则是指比小规模群体更大一

些的社会系统，包括文化、社区、机构和组织。人的生存环境的微观、中观、宏观

系统总是处于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情境中。

首先，在社会生态环境中，微观系统与中观系统相互作用。个人的行为会受

到家庭成员、家庭环境、家庭氛围的影响。同样也会受到个人的工作群体、个人参

与的其他小规模群体的影响；反之，个人行为对于这些系统也会产生重要影响②。

①

②

师海玲、范燕宁：“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阐释下的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２００４ 年查尔斯·扎斯
特罗关于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新探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Ｚａｓｔｒｏｗ ＆ Ｋａｒｅｎ Ｋ． ＫｉｒｓｔＡｓｈｍ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６ｔｈ ｅｄ．），Ｔｈｏｍｓｏｎ Ｂｒｏｏｋｓｐｃｏｌｅ，２００４，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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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个人微观系统也会受到社会环境中与之互动的宏观系统的重大影响。

宏观系统的五种主要类型会对案主产生重要影响，它们是：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社区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习俗（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制度（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和机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文化是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共同的态度、价值观、目标、精神信念、社会期待、艺术、技术和

行为的综合体，表现了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一个较为广泛的特征。社区是

具有某种共性或共同特征的一组人群，其共同特征以某种方式将其联系在一起，

并使之与其他人相区别。① 这些共同特征有可能来自人们居住的街区、人们参

与的活动（如工作），或人们之间的其他联系，如“种族认同”。习俗是“一种文化

的基本风俗和行为方式，如婚姻、正义、幸福和宗教”；制度是“为了某种公共目

的建立的组织，以及进行工作的物质设施，如监狱”②；机构是为某种共同的目标

而共同工作，并完成各部门分工及其确定的工作任务的人们组成的群体。宏观

系统中的公共价值观和机构系统常常会对社会工作的对象（案主）发生影响。

它们决定着案主可以得到的或需要的资源及服务。例如，如果某一机构系统和

社会公共机构的价值观反对向某人提供一项资源，那么，个人就不可能获得那项

资源。③

本章介绍了有关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社会理论中的几种代表性经典

理论。

社会互动理论是从人们的行为互动方面进行解释的微观理论。它研究人们

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交往的，人们又是如何使这种交往产生实质性的意义的。

社会互动理论主要包括社会交换论、符号互动论以及社会网络理论等。社会交

换论的代表性理论有霍曼斯的行为交换论和布劳的结构交换论。符号互动论的

理论中，查尔斯·霍顿·库利的“镜中自我”概念以及托马斯的“情境定义”概念

为符号互动论奠定了基础，乔治·赫伯特·米德被公认为符号互动理论的创始

人，但真正在理论上对这一理论作出综合与概括的则是赫伯特·乔治·布鲁默。

戈夫曼的拟剧论是符号互动论的延伸，而哈罗德· 加芬克尔的“本土方法论”

则更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符号互动过程。社会网络理论集中在格兰诺维特的弱关

①

②

③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Ｚａｓｔｒｏｗ ＆ Ｋａｒｅｎ Ｋ． ＫｉｒｓｔＡｓｈｍ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６ｔｈ ｅｄ．），Ｔｈｏｍｓｏｎ Ｂｒｏｏｋｓｐｃｏｌｅ，２００４，ｐ．８．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Ｚａｓｔｒｏｗ ＆ Ｋａｒｅｎ Ｋ． ＫｉｒｓｔＡｓｈｍ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６ｔｈ ｅｄ．），Ｔｈｏｍｓｏｎ Ｂｒｏｏｋｓｐｃｏｌｅ，２００４，ｐ．２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Ｚａｓｔｒｏｗ ＆ Ｋａｒｅｎ Ｋ． ＫｉｒｓｔＡｓｈｍ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６ｔｈ ｅｄ．），Ｔｈｏｍｓｏｎ Ｂｒｏｏｋｓｐｃｏｌｅ，２００４，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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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力量假设与嵌入性理论、社会资源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

着重于社会化机制的社会化理论，主要有社会角色理论、越轨行为理论和生

命历程理论。社会角色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角色的内涵、角色扮演以及角

色失调的表现。越轨行为理论主要有社会失范理论、亚文化群理论、差异交往理

论以及标签理论。生命历程理论主要介绍了生命历程的内涵、生命历程理论的

核心概念以及四个范式性主题。

系统理论主要介绍了一般系统理论、结构功能主义和生态系统理论。一般

系统理论的主要概念和基本思想是系统理论的主要基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

论中对社会体系的分析可以被视为另一种系统理论类型。生态系统理论是在一

般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系统理论的视角很好地体现了社会工作中

“人在情境中”这一核心理念。尽管系统视角被批评为偏于描述性，但它却成为

综融社会工作模式的重要基础。

１． 请简述社会交换论的代表人物和主要观点。
２． 请简述符号互动论的理论发展。
３． 联系实际分析社会网络理论的适用性。
４． 社会角色理论的主要观点有哪些？
５． 越轨行为理论的主要观点有哪些？
６． 联系实际讨论生命历程理论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的应用。
７． 请阐述系统理论中一般系统理论、结构功能主义以及生态系统理论之间

的联系。

８． 结合本章中的理论，讨论你所理解的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交互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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