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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社会学》除绪论外共分七篇。
第一篇导论部分主要从思想史和学科史的角度讨论经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过程及其发展演变
。
第二、三篇主要讨论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和劳动力与作为经济过程四个环节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
费。
第四篇主要讨论了作为经济组织的市场、企业、网络和非正式经济。
第五、六篇探讨了宏观层面上的经济变迁和经济体制，第七篇主要分析了经济与非经济的关系。
最后书末附有主题词索引和人名索引，便于读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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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国宏，1963年生，福建漳州人。
198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
现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经济学系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哈佛帝国》（2002）、《朱国宏学术随想》（2000）、《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主
编）（1999）、《经济学视野里的社会现象》（和李志青合著）（1998）、《社会学视野里的经济现
象》（和桂勇合著）（1998）、《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主编）（1998）、《可持续发展：中国
现代化的抉择》（1997）、《人地关系论》（1996）、《中国的海外移民》（1994）、《人口质量的
经济分析》（1994）、《世界人口通论》（和潘纪一合著）（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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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社会学教科书。
在美国另一所大学--哈佛大学，索罗金（P.Sorokin）不仅推动了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还直接影响了后
来成为国际社会学界权威人物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的帕森斯。
帕森斯的主要成就是创立了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系统分析。
应当提及的还有几乎和芝加哥大学同时成立社会学系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其创办人吉丁斯（F.H.Giddings
）。
吉丁斯极力推动用统计学作为社会学的主要方法，并训练了第一代的社会统计学家。
到1949年国际社会学会成立，社会学研究已确立了自己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此后的社会学研究基本上和先驱者的研究相对应而发展，如在马克思基础上发展的社会冲突理论，在
涂尔干基础上发展的结构功能理论，在斯宾塞基础上发展的社会变迁理论，在韦伯基础上发展的解释
社会学及在齐美尔基础上发展的微观社会学等。
三、经济学与社会学：学科史的比较从经济学和社会学各自学科发展的定向历程可以看到，同作为社
会科学的学科，经济学和社会学有着共同的源头，这一源头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
而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起源，则是社会科学研究分工的结果，也就是说，是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逐渐
分化的。
由其历史形成，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三个结论：1.社会学的起源晚于经济学的起源。
从学科名称的出现看，即使不考虑最初的“经济学”术语，以“政治经济学”的最早出现而论，也要
比“社会学”学科术语的出现早224年；如以各自的学科祖师而论，斯密也要比奥古斯特、孔德早半个
多世纪，而斯密的《国富论》则比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以第四卷出版的1839年为准）早63年。
这种起源的时间早晚对各自的学科发展是有影响的。
2.学科发展脉络和主流体系不同。
经济学由斯密而始，经马歇尔的综合，发展为现代经济学，其学科发展脉络十分清晰，作为主流经济
学的新古典经济学业已形成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相形之下，虽然许多研究领域中，现代社会学仍
有其源流脉络，但并未形成一种统一的理论体系或范式。
正如特纳（R.H.Turner）所指出，“问题是缺乏起统一作用的理论范式。
这个问题被不同学者提及。
这样一个范式应能使精力集中于某方面研究，并能累积成果。
”①3.学科界限的划分和清晰化。
在社会学起源的19世纪乃至以前的历史，经济学与社会学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如马克思既是经济学家
又是社会学家，斯密也被认为是“社会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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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对本教材进行修订的原因有三：一是教材出版后受到市场的欢迎，初印本很快告罄，准备重印时，出
于教材不断完善的考虑，感到有修订的必要；二是本教材出版后于2000年被教育部评为研究生推荐教
材，按照要求，须在一年后重印或再版；三是教材主编于1999-2000年访学哈佛，收集了大量经济社会
学研究的最新文献，可资修订教材之用。
此外，在研究“经济社会学的最新进展”课题过程中，我们也深感世纪之交的新经济社会学研究发展
之迅猛，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新领域不断拓展，新成果不断涌现。
反观本教材，虽然出版时间不长，但不少章节的内容已有陈旧之感，不修订不足以反映经济社会学的
最新进展和全貌。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于2001年暑假开始着手准备教材的修订工作。
通过梳理和研究最新的文献资料，我们认为，教材的基本框架仍有足够的张力，能够满足反映经济社
会学全貌的需要，主要的缺憾体现在近年发展较快的几个重要领域，如社会资本研究、网络研究、企
业研究、劳动力市场研究等，需要对原先的内容进行补充或改写，相应地，对新经济社会学发展演变
的介绍也需要更新相关的内容。
我们组成教材修订小组，反复讨论需要修订的内容，确定了重点修订的章节，分别开展修订工作，修
订初稿形成后，于2002年暑假在杭州集中修改，然后，由主编对全书进行整合和梳理，最终于2003年
春正式定稿。
参加本次教材修订工作的，除主编和副主编外，主要是经济学系和社会学系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他
们是李志青、黄沁蕾、曾文慧、陆德梅和李小佳。
王星莹和杨蓓娜参加了人名索引、主题词索引、参考文献的增补和整理工作。
教材建设必须与时俱进，同时也是一项永远有缺憾的工作，当我们最终定稿时，新的研究成果又面世
了。
对于我们来说，必须不断追踪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研究最新发表的学术成果，准备下一次的修订；
同时我们也诚恳地希望学界同仁多提宝贵意见，以使教材不断完善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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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第二版后记对本教材进行修订的原因有三：一是教材出版后受到市场的欢迎，初印本很快告罄，准备
重印时，出于教材不断完善的考虑，感到有修订的必要；二是本教材出版后于2000年被教育部评为研
究生推荐教材，按照要求，须在一年后重印或再版；三是教材主编于1999—2000年访学哈佛，收集了
大量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最新文献，可资修订教材之用。
此外，在研究“经济社会学的最新进展”课题过程中，我们也深感世纪之交的新经济社会学研究发展
之迅猛，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新领域不断拓展，新成果不断涌现。
反观本教材，虽然出版时间不长，但不少章节的内容L：有陈旧之感，不修订不足以反映经济社会学
的最新进展和全貌。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于2001年暑假开始着手准备教材的修订工作。
通过梳理和研究最新的文献资料，我们认为，教材的基本框架仍有足够的张力，能够满足反映经济社
会学全貌的需要，主要的缺憾体现在近年发展较快的几个重要领域，如社会资本研究、网络研究、企
业研究、劳动力市场研究等，需要对原先的内容进行补充或改写，相应地，对新经济社会学发展演变
的介绍也需要更新相关的内容。
    我们组成教材修订小组．反复讨论需要修订的内容，确定了重点修订的章节，分别开展修订工作，
修订初稿形成后，于2002年暑假在杭州集中修改，然后，由主编对全书进行整合和梳理，最终于2003
年春正式定稿。
参加本次教材修订工作的，除主编和副主编外，主要是经济学系和社会学系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他
们是李志青、黄沁蕾、曾文慧、陆德梅和李小佳。
王星莹和杨蓓娜参加了人名索引、主题词索引、参考文献的增补和整理工作。
    教材建设必须与时俱进，同时也是一项永远有缺憾的工作，当我们最终定稿时，新的研究成果又面
世了。
对于我们来说，必须不断追踪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研究最新发表的学术成果，准备下一次的修订；
同时我们也诚恳地希望学界同仁多提宝贵意见，以使教材不断完善和改进。
　　　　　　　　　　　　　　　　　　　　　　　　　　　　   朱国宏　　　　　　　　　　　　
　　　　　　　　　　　　　   2003年春于沪上一缘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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