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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学前沿论丛: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与
方法研究》的终期成果，全书包括导论和11章内容，共计25万字。
《社会学前沿论丛: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研究》导论部分，从总体上概括了社会学理性选择研究的历史
演化线索、重要流派和主要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相互关系，也对感性选择研究的缘起、基本观点、学
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作了概括性论述。
第一章至第五章是对社会学理性选择研究的主要理论，即交换行为理论、网络结构中的选择行为理论
和宏观系统中的选择行为分析理论，做出了理论观点和方法原则的评析。
第六章和第七章是对经济学向社会学扩张过程中形成的公共选择理论和社会选择理论做出的评析，这
两章的内容可以看作在理性选择研究上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视野融合，是学科交叉性成果。
第八章至第十章是本项研究具有更明确探索性和创新性的扩展研究，即把理性选择理论的评析扩展到
对感性选择研究的考察。
感性选择研究是理性选择研究进一步深化必然提出的重大课题。
第十一章对哈耶克关于人类感性行为与感性秩序的理论做出了深入评析，可以看作以对哈耶克的思想
理论评析为例，把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的研究同人类社会秩序的生成或建构联系起来的一种考察评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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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概括地说，布劳论及的社会结构概念是指人们在社会交换行为中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参与
交换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群体的关系和群体之间的关系。
由于社会交换的目的、内容和展开形式不同，社会交换呈现了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社会关系，亦即形
成了不同的社会结构。
像霍曼斯那样，布劳也把报酬与成本作为讨论各种社会交换的基本概念，但是布劳不像霍曼斯那样一
般性地讨论交换活动的报酬，而是把报酬区分为不同种类，并进而区分不同类型的社会交换行为。
布劳首先作出的划分是内部报酬与外部报酬。
内部报酬是从社会交换关系本身获得的报酬，外部报酬则是从社会交换关系之外或社会交换的外部关
系中获得的报酬。
这种解释似乎很抽象，布劳的进一步解释是：内部报酬从内部交换获得，外部报酬从外部交换获得。
内部交换是带有非功利色彩的情感方面的交换，例如友谊、恋爱就属于内部交换；而在市场经济活动
中以从交换对方那里获取物质利益为目的的社会交换则属于外部交换。
如果内部交换是非功利的情感交换，那么从中获得的报酬也就具有了非功利的情感性质；而外部交换
是功利性的物质利益交换，那么从中获得的外部报酬也就一定是功利性或物质利益方面的。
为了使问题变得更为明确，布劳把内部交换和外部交换又称为社会交换（狭义的）和经济交换。
他在说明社会交换与经济交换的区别时，除了重申社会交换的非功利性以外，还指出它具有一定程度
的模糊性。
在经济交换行为中，人们对自己的付出成本和收入报酬都要进行精确的计算，在交换过程中也要开展
一系列严肃认真的谈判、签订责任明确的合同等。
而在社会交换中情况却十分不同，虽然人们在社会交换中也要求获得某种报酬，但是这些报酬能否获
得，在多大程度上获得，都不是靠某种确定性的协议合同来保证的。
并且，尽管参与社会交换的双方也要对自己在交换中的投入与获得进行衡量与评价，但这都是很模糊
的，甚至要把所获的报酬和提供报酬人的动机联系起来。
如果对方提供的报酬是赞扬或恭维方面的，但是当发现赞扬的背后是其他方面的获利动机时，那么对
方提供的报酬将因所隐藏的动机而被否定。
这说明社会交换要比经济交换复杂。
布劳认为，更为复杂的情况是：在错综复杂的交换行为中，内部报酬与外部报酬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
。
长期在一起工作的同事，能形成较深的私人感情，双方在交换中获得的报酬较大程度上属于内部报酬
。
但是，同事之间也有外部报酬关系，因为处于同一工作单位或利益群体之中，不可能不发生各种经济
关系，相互之间不可能没有物质利益上的往来，所以，无论能够获得多少内部报酬，也不可能排除同
事间的外部报酬关系，并且，二者往往是难以区分地交织在一起的。
布劳还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地位不同的人之间也存在内部报酬和外部报酬错综交织的复杂关系。
一个人可能愿意同地位比他高的人交往，并且地位低的人常常是以获得内部报酬来掩盖获得外部报酬
的动机。
当一个人身处高位时，同他开展内部交换、寻求内部报酬的人似乎很多很真挚。
可是，只有他从社会高位上滑下来以后，他才能发现原来那些“朋友”并不是在同他开展内部交换，
而是为获得物质利益开展外部交换。
随着自己社会地位的丧失，门庭若市转变为门可罗雀。
所以，一个身居高位的人应当清楚地识别那些比他地位低的人究竟是为了什么而乐于同他交往，他与
那些对他百般恭维的人究竟是何种交换关系。
如果是外部交换，那么就应当认真鉴别、比较、测算、考核和选择；如果是内部交换，那么就应当追
求真挚的情感交流。
即使这两种交换及两种报酬交织在一起，也应当慎重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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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看出，布劳所说的外部交换相当于韦伯讲的工具理性行动，即以功利为目的，对目的、手
段和结果都要进行分析、测算、比较和选择，以求最佳效益；内部交换相当于韦伯所说的价值理性行
动，即追求某种超功利的目的。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内部交换同价值理性行动还是有明显区别的：韦伯的价值理性行动追求的是超
现实的理想目标，布劳的内部交换追求的是主观内在的情感，不是在现实之外，而是在现实生活之中
。
但是，在超功利性和目标不可选择性上，价值理性行动同内部交换行动还是明确一致的。
明确了内部交换与外部交换、内部报酬与外部报酬的相互区别和相互联系后，布劳进一步提出的问题
是如何积极有效地开展社会交换，其实质是回答社会交换结构理论如何有效指导实际交换行为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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