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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内容包括：科学界的规范结构；论社会学中的问题发
现；社会问题与社会理论；我们的社会学行话；从事专门职业的社会学；制度化的利他主义；医学教
育社会学绪论；专门职业协会的功能；应用于公众政策的社会研究；基础研究及其潜在价值；社会知
识与公共政策；自我实现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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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生平与著作　1910年7月5日出生于美国费城的一个工人家庭。
1931年获坦普尔大学学士学位。
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师从社会学家P.A.索罗金、T.帕森斯和科学史家G.A.L.萨尔顿，1936年获博士学
位后留校任教 3年。
1939～1941年在图雷因大学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和社会学系主任。
1941年后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任副教授、教授(1947)，吉丁斯讲座教授(1963)。
曾任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理事(1952～1975)，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哲学、社
会学、社会研究协会会员和主席(1968)，东方社会学会主席(1969)，美国科学院院士，科学社会学研究
会主席(1975)，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主要著作有：《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938)、《大众见解》(1946)、《社会理论与社会结
构》(1949)、《站在巨人的肩上》(1965)、《理论社会学》(1967)、《科学社会学》(1973)，以及与他人
合著的《住房的社会政策与社会研究》(1951)、《官僚制文选》(1952)、《现代社会学》(1959)、《建
立科学评价体系》(1978)等。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默顿吸收了B.K.马林诺夫斯基在社会人类学中所倡导的功能主义思想和迪尔凯姆
等人对社会进行结构分析的方法，建立了他的结构功能理论。
他把社会看作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一个结构系统,各部分之间依某种相对稳定的形式结成一定的关系，
这些关系表现为功能并对社会现象有决定性影响。
默顿所发展的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被人称为经验功能主义,它有3个特点：①把结果层次的功能分析转变
为方法层次的功能分析；②把功能分析中理性主义的、抽象的方法转变为更具经验性的中层理论指导
的方法；③把社会的静止图景转变为动态图景。

默顿还提出了对社会进行功能分析的范式，包括11个方面：①确定具有功能的各个社会要素（如角色
、制度、组织等）；②主观意图（动机、目的）的前因后果；③社会结构运行的客观效果，并要区分
正功能与负功能、显功能与潜功能；④功能所影响的各个部分；⑤功能必要条件；⑥满足功能的机制
；⑦功能替代；⑧结构约束条件；⑨社会动态过程与社会变迁；⑩通过比较研究证实功能分析结论；
□意识形态对功能分析的影响。
正功
能与负功能是指社会结构要素及其关系对于社会调整与社会适应是起帮助作用还是削弱作用；显功能
是被社会系统内的参与者所认识到的并有意造成的客观作用，潜功能不是由社会成员有意造成并未被
认识到的客观作用；功能替代是指某一结构组成部分可以具有多种功能，而同一功能也可由系统的不
同部分所实现。

中层理论　在社会学研究中，默顿反对狭隘经验主义或实用经验主义和抽象理论化的倾向。
他对帕森斯的抽象化倾向也持批判态度，指出这种一体的、全面指导性的理论与所观察到的具体社会
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相去甚远,缺乏实际指导意义。
默顿不反对把建立一整套全面的社会学理论作为社会学的终极战略目标，但他认为现阶段还不够成熟
，还有很多准备性的经验研究工作要做，现在就期望建立广泛并有效的全面理论，只能把学科发展引
入歧途。
为此他提出了与当代社会学相适应的理论目标，即作为战术目标的具体形式的中层理论概念。
认为它能够解释社会现象中的有限部分，并在有限概念范围内适用。
典型的中层理论主要包括角色冲突、参照群体、社会调适性、规范的形成、异常行为与社会控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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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学思想　默顿是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早期研究的重点是外部社会环境对科学的影响。
他考察了17世纪英国的情况,得出了两个假说:①新教（尤其是清教）伦理精神的潜功能促进了科学的兴
起；②经济、军事和技术的需要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后期他转而对作为社会一个子系统的科学内部的社会现象的研究，讨论了科学精神气质与科学共同体
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科学精神由客观性和创造性两个价值标准来表现，从中又产生出构成科学共同体社会结构的规范标准:
普遍性、共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性。
默顿认为科学共同体还有自己的组织结构。
他区分了科学的交流、评价、防范和奖励系统，研究了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分层及马太效应（科学家的
名望越高,越容易获得更好的研究条件,也就可以得到更高的名望）。
他认为，科学内部社会系统既不能脱离整个社会环境，又应该有相对的自主性，这是科学的认知结构
所提出的要求。

学术影响　默顿是继帕森斯之后结构功能主义的又一位杰出代表，他在批判帕森斯的理论过程中建立
起来的经验功能主义，被L.A.科瑟尔等人誉为最精致圆熟的功能主义；他的中层理论在理论框架与经
验研究之间和认识意义与实践意义之间架起了桥梁，并把以前认为是毫无联系的一些实际研究方向沟
通起来，为社会学各种理论方法派别提供了一个相互汇合的基础；他的科学社会学思想为该分支学科
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运用负功能和功能替代的观点对官僚机制的研究，对作为社会组织重要因素的职业问题，特别是对
医学教育的社会学研究，以及根据社会的结构分析对社会失范与异常行为等问题的探讨，在学术界颇
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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