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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伟民主编的《福利社会学》基本接受国内有关学者对福利社会学的界定，将福利社会学界定为从社
会学角度研究社会福利、探讨福利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分支学科。
但是，在此前提之下，与国内已经出版的同类书籍相比，《福利社会学》的突出特点是，运用社会资
本理论，分析与个人福利有关的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制度。
因为福利作为人的需要得到适度满足的一种状态，既与个人能够获得的经济资源有关，也与其所处的
社会环境包括社会关系网络的状况、拥有的社会资源、社会制度等有关。
个人福利与经济资源的关系，主要是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而个人福利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则应该
成为福利社会学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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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伟民，女，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理论。
在《社会学研究》，《管理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学海》等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独自编著且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政策导论》一书，披评为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该
书第二版被评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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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外，布迪厄整个学术研究的根本特点是，“始终孜孜以求，力图超越某些导致社会科学长期分
裂的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
布迪厄力图超越的二元对立不仅包括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符号性分析与物质性分析，也包括微观与
宏观、结构与功能的二元对立。
他“坚定地认为有可能建构起一门有关实践——特别是有关符号权力——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
这种政治经济学可以有效地将现象学的分析角度和结构性的分析角度结合成为一体化的社会研究方式
，既在认识论上做到逻辑贯通，又具有普遍适用性，即一门康德意义上的‘人类学”’。
“布迪厄不是通过形成一套严格限定的理论，而是通过系统地发展一种社会学方法，来实现这一目的
。
这一方法主要包括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一套十分简明的概念工具，建构研究对象的程序以及将一个
研究领域中业已发展的知识转用到另一个领域的程序。
”　　在上述前提下，布迪厄对场域给出的一个解释是，“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
进行思考”，因为“‘现实的就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一一不是行动
者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交互主体性的纽带，而是各种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
而存在的客观关系”。
因此，“从分析的角度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
个构型。
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
得到了客观的界定”。
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行动者的决定性因素，是权力或资本的分配结构。
不同的位置拥有不同的权力或资本，因此占据不同位置的行动者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是不同的，一个
位置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屈从、对应等）也是不同的。
“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
”　　仅就这里布迪厄对场域含义的阐述，他似乎强调的是客观的社会结构位置的重要性。
但是，当他将场域小心地比作一种游戏时，他在强调场域是客观关系网络的同时，兼顾了行动者的作
用。
一方面，“游戏者之间力量关系的状况在决定某个场域的结构”；另一方面，“在遵守游戏的默契规
则和再生产游戏及其利害关键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游戏者可以通过参与游戏来增加或维持他们的资
本”。
而且，他们还可以通过“投身游戏之中，去部分或彻底地改变游戏的固有规则”。
这就是说，一方面，场域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位置关系网络，不同于人与人之间具体互动时的纽带联
系，是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的。
例如，在⋯个群体中，由于权力和其他资源的分布状况，不同成员在群体中的社会位置、彼此之间的
关系是不同的。
这样的社会关系结构制约着每个成员的行动和选择。
个人很难一下子改变这样的客观关系结构。
但另一方面，个人不是完全没有任何作为的空间。
个人可以通过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扩展自己的权力、积累有关的资源，逐渐地、部分地改变场域中的关
系和权力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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