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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学制度主义学派是()世纪F)年代以来出现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一个理论流派" 基于社会学
制度主义对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意义!尤其是对于理解政治组织的行为!政治制度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本文试图描
绘出社会学制度主义学派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它所关注的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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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学视野中的社会学制度主义学派
社会学制度主义学派是()世纪F)年代以来出

现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一个理论流派& 该学派
所要解释的重点是#为什么组织采取某种特定的制
度形式+程序或象征符号#这些又是如何在组织内传
播的#即/!A"$组织的生态#以及把组织的生物生态
模式结合在一起%#环境为组织生存提供机会并维
持许多结构#如公共部门的地位可能是预算资源+法
律命令+制度的政治支持和群众的政治支持塑造的(

!("对组织符号和价值向度的关注超越了组织的纯
功利性视角#换言之#对于组织的文化!或共享观
念"的关注超越了对于组织的效率的关注& 组织符
号成为认识制度行为的最佳手段& $制度是一种意
义系统#制度内的组织行为及个体行为依赖于意义
的注入和符号的运用%& !!"人类生活的当前实践
是建立在过去基础之上的#组织实践下面隐藏着历
史遗留下的价值和理解力#反映了$制度的历史和
积累性本质& 这些结构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但是#

它们也保留了过去历史的特征%& !E"社会学制度
主义是用制度透视组织#制度和组织实际上是同一

个结构)A*

&

社会学制度主义学派具有三个方面的主要特
征)(*(" U(@

&

首先#社会学制度主义对制度概念的界定打破
了制度与文化概念之间的界限& 它反映了社会学内
部的一种$认知转向%#即从仅仅将文化看成是与情
感相联的态度或价值而转向了将文化看成是为行动
提供模板的规范或象征)!*(F! U(*@

&

其次#制度影响着个体的基本偏好和自我身份
的认同& 社会行动者的自我印象和身份认同被说成
是由社会生活所提供的制度形式+印象和符号所赋
予的& 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坚持认为#当我们面对某
种情势时#个体必须要找到一种方式来认识这种情
势并作出相应的反应#而制度所提供的行动模板就
为完成这两大任务提供了手段#并且经常是自然而
然地进行的&

最后#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某一组织之所以会
采用某种特定的制度形式或实践模式#是因为后者
在一个更大的文化环境内具有更大的价值& 也就是
说#某一组织之所以会采用某一制度是因为该制度

!(



提高了组织或其参与者的社会合法性&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学派的基本演变
如前所述#社会学制度主义流派可以追溯至()

世纪F)年代#可以认为它是在继承社会学传统组织
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

自建立之日起#就与社会制度的研究和制度变革的
比较分析密切相关& 社会学者一直认为制度影响着
社会和经济行为& 然而#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力图解
释制度而不是简单地假定制度存在& 社会学中的新
制度主义研究路向可能被认为是社会学中向新古典
主义的转向& 正如维克多.尼所说/$事实上#方法
论上的个人主义代表了现代实证社会学的主流& 这
一遗产是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所寻找的基
础&%

)E*所谓的新古典主义#即社会学中的制度研究
逐渐受到经济学的影响#研究范围较之以马克斯.

韦伯等人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更为宽泛& 社会学中的
新制度主义扩展了古典主义社会学者和早期的社会
学制度主义学者的知识遗产#后者同样与经济学进
行了富有成效的知识交流&

从历史上看#最丰富的制度主义传统存在于社
会学之中& 社会学中的许多经典理论家可以算作是
制度主义者#其中以马克斯.韦伯+杜克凯姆最为著
名& 最近的则是罗伯特.S.默顿发展的结构社会
学分支#他的学生将制度主义的某些最核心的主题
整合进社会学之中)"*("!

& 目前#这个流派的主要代
表著作有/马奇和奥尔森的,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
组织基础-#保罗.+.迪马乔!Q/,%+&D2>/NN2$"和
沃尔特.R.鲍威尔!R/%:8-R&Q$Y8%%"主编的,组
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以及玛丽.布雷顿!>/-;

L&I-2.:$."和维克托.尼!#23:$-'88"主编的,社会
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等等&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学派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如何理解制度
社会学制度主义学派倾向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

界定制度#认为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和规
范#而且还包括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
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规范& 这种界定打破了制度
与文化之间的界限#倾向于将文化本身也界定为制
度&

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影响行为的方式是
通过提供行为所必不可少的认知范畴和模式影响个
体的基本偏好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个体与制度之

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某种$实践理性%的基础之上#

个体或组织寻求以一种具有社会适应性的方式来界
定并表达他们的身份&

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认为#个人并不能单纯视为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或效用最大化的$理性
人%#而应当把个人看作是出于各种不同制度背景
之下的社会人#利益和效用的确认本身就需要有制
度的存在& 大量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经验研究文献表
明#政治人受到集团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驱动#就像他
们受个人自私目标的驱动& 仅以政治家为例#他们
为赢得选举采取的行动也是出于自利的目的#因为
即使他们要实现集团利益或公共利益#他们也必须
首先获得选举的胜利& 甚至#他们的行为也不能够
用利他主义或道德高尚来加以解释& 他们之所以那
么做#因为他们被期望那样来做& 那是他们的职责
所在#是$政治职业% !]$%2:239/9/7/3/:2$."的一部
分)@*

&

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的变迁并不完全
是人为的影响和设计& 正如马奇所说/$任何有意
识地把制度转变为某种形式都会导致很多问题#有
大量的事实记载了政治制度变迁的困难& 例如#有
意识地改变国会的结构是少见的#几乎在西方民主
体制中没有听说过&%

)F*

!二"制度的同形性
制度同形性的概念是在解释现代社会中#为什

么各种组织的正式机构或其内部的规章制度会越来
越相似的问题时提出来的& 保罗.迪马乔和鲍威尔
认为#现代组织在形式和实践上表现出极大的相似
性#一旦组织领域形成#就会产生同质性的巨大动
力& 而理解这种同质性现象#最恰当的概念就是制
度同形性!29$5$-]4295"& 它是指在相同环境下#某
一组织与其他组织在结构与实践上的相似性#制度
同形性概念是理解渗透于现代组织生活中的政治的
有用工具&

制度同形性包括三种基本形式& 第一#强制同
形性& 强制同形性来源于其所依靠的其他组织以及
社会文化期望施加的正式或非正式压力& 这种压力
可以是强力+说服或邀请共谋& 例如#制造商服从环
境控制而采取的新的污染控制技术(许多城市共同
体中的邻里组织#被迫形成组织等级以获得更等级
化管理的援助组织的支持等等& 第二#模仿同形性&

并非所有的制度同形性都源于强制性权威& 不确定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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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鼓励模仿的强大力量& 当组织技术难以理解+

目标模糊时#或者当环境产生象征性不确定性时#组
织就有可能按照其他组织的形式来塑造自己& 新组
织模仿旧组织的现象遍及整个经济领域#管理者也
积极找寻可以模仿的模型& 第三#规范同形性& 规
范同形性主要源自于职业化#即大学创造的认知基
础上的正规教育)**()

&

为了解释上面提到的问题#社会学制度主义学
派认为#由于互动的个体建立了支撑集体行动的共
同框架和共同认知#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
活才成为可能)K*&

!三"制度+行为与偏好
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在特定的情境中#个人行

为可供选择的方案不是独立于制度和规则之外的#

甚至特定的情境本身也是制度化了的& 因此#个人
的行动就不是理性化的选择#而是对特定制度的遵
从& 个人行为受到文化规范和社会规则的限制和支
配已经是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中经常观察到的现
象& 个人行为更多的是基于对规范性的适当行为的
确认#而不是从选择的角度计算回报的结果&

制度或规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独立于个人行为
的#并规范着个人的行为& 这是因为规则在社会政
治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规则规定了权威和责
任的分配#记录的保持以及信息的收集与处理(它们
指定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包括政治反对的权利"

进入什么样的制度和领域(它们还可能通过提出截
至期限或者通过提出某些事情不能够说或做的时间
段#来规定说或做某事的合适时间& 它们也可以规
定规则的变化)A)*((

&

马奇和奥尔森将个人行为所遵循的逻辑分为两
类/一类是理性选择理论所持的$注重结果的逻
辑%#强调行为是受到对于结果的偏好和预期所驱
使的(另一类是新制度主义所持的$适应性逻辑%#

强调行为涉及到完成在某种情境之下特定角色的义
务& 但是这两种逻辑并不是完全对立和相互排斥
的& 通常的情况是#当我们以适应性逻辑决定了某
种行动之后#我们会以在我们的文化中注重结果的
逻辑对这种行动加以适当地证明)A)*A@) UA@(

&

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政治制度不仅仅是对于
环境的适应#而同时在创造环境& 制度虽然受到个
人行为的影响#但同样也影响和塑造个人的性格+偏
好+行为方式以及观念等& 例如#新制度主义在关于

偏好的问题上#认为偏好不是外在于政治的#相反#

在绝大多数关于偏好的研究发现/偏好与意义#如同
生活的其他方面#是通过教育+思想灌输和经验等相
互的结合而在政治中得以发展的& 因此#他们认为
政治作为一种教育活动#是发现+阐述和表达意义的
场所& 社会学制度主义也将政治视为政治决策过
程#即各种价值的分配过程#而将政治决策的制定描
述为一种培养目的感+方向感和归属感的过程)A)*E*

&

四?社会学制度主义学派的趋势
目前的社会学制度主义在与经济学的对话中#

受到经济学的巨大影响& 例如#社会学制度主义者
认为行为者是有限理性的#他们不占有完备的信息
和不具有不受限制的认知能力& 正如诺斯所认为
的#新古典主义假定在制度变迁造成不确定的情况
下是$明显错误%的#今天它不仅是发展中社会而且
也是发达工业国家的特征& 认知约束使得信息不完
备#并且#嵌入制度中的文化信仰和认知方式是理解
行为者的自我利益观念的关键& 也就是说#社会学
制度主义回到了韦伯和杜克凯姆#强调义务和责任#

但是也同样重视行为者的理性& 同时#它也认为#社
会组织中的变革是制度环境中路径依赖的变迁造成
的& 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私营企业组织的出现#这是
一种混合的治理结构#它很好地适应了进行部分改
革的制度环境中非国有企业的需求& 不能适应正在
发生变革的制度环境的是大型国有企业#不是因为
它们破产!它们是受国家补贴的"#而是因为它们的
工业产量份额相对于非国有企业降低了& 私营企业
代表了混合的组织形式#它们更适应一种转向更依
赖于市场的制度环境& 此外#社会学制度主义认同
诺斯强调组织行为者在制度环境中学习并适应变革
的能力& 但是#正像组织生态学者所论证的#组织通
过学习来变革的能力受到了原有行为强大的惯性的
限制)AA*!(! U!("

&

有些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强调#现代国家规则的
大范围扩展方式是通过为社会组织提供公共平台#

从而向他们强加了某些实践模式& 有些社会学制度
主义者看重在某些领域中日渐增长的职业化#产生
出了带有某种文化权威的职业共同体#并向其成员
强加了某种标准& 还有些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认为#

作为制度建立依据的相互影响和创设过程是一种社
会建构#共同的制度实践被说成是发生在一些既定
的网络中'''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如何去解释这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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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这种情况经常出现
在从商学院到国际性秘密会议等各种论坛之中#行
动者因为在这一网络中通过相互讨论而相互影响的
程度加大& 在离开这些网络之后#行动者被认为是
已经建立起了与其他成员相同的认知地图#而这里
面就包含了相互适应的制度性实践模式#而能够相
互适应的制度也就大大地扩展了& 甚至有学者认
为#社会学制度主义在跨国范围内带来了共同的实

践模式#能够使我们在跨国范围内看到制度创设或
者说是社会建构的过程)A(*(F

& 与历史制度主义和理
性选择制度主义相比#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理论更为
一贯#也更具有解释力#对政治过程#特别是政治组
织的活动#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社会学制度主义
在解释个体或组织与制度的互动方面#还将取得了
较大的进展&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挚友戴扬在资料方面的帮助#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A*I&̂,;Q8:8-9&H%02/2#2/"%&'456"$3/% >"'/2/-&'I-/6%-6)>*&V$.=$. /.= '8YJ$-W/ R8%%2.N:$. Z$,98#AKKK&

)(*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G.. 1Y2=%8-&L,%:,-82. G3:2$./ 1;5P$%9/.= 1:-/:8N289)+*&<.6$/-&% I"-/"'"?/-&':6;/6*# AK*@##$%&"A#(F!H(*@&

)E*>/-;L&I-2.:$. /.= #23:$-'88# 8=9&456J6*H%02/2#2/"%&'/0./% I"-/"'"?3)>*&1:/.0$-= 6.278-92:;Q-899#())A&

)"*!美"卡罗尔.索尔坦#等&新制度主义/制度与社会秩序)+*&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E&

)@*V/-96=8P.&456'/./20"(F#A'/--5"/-6/ <0"-/"'"?/-&'-$/2/K#6"(2566-"%"./-256"$3"(F"'/2/-0)>*&V$.=$. /.= '8YJ$-W/

M$,:%8=N8#AKK@&

)F*+/58̂ &>/-34 /.= +$./. Q&̀%98.&:6+/0-";6$/%? H%02/2#2/"%0/ 256L$?&%/D&2/"%&'8&0/0"(>"'/2/-0)>*&'8YJ$-W/ X48B-88

Q-899#AK*K&

)**陈家刚&全球化时代的新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K*I8-N8-# Q8:8-V&/.= X4$5/9V,3W5/..&456I"-/&'E"%02$#-2/"% "(:6&'/23)>*&'8YJ$-W / >/352%%/.#AK@F&

)A)*+/58̂ &>/-34 /.= +$./. Q&̀%98.&M8=293$78-2.N_.9:2:,:2$.9/ :48̀ -N/.2T/:2$./%I/929$0Q$%2:239)>*&'8YJ$-W/ X48B-88

Q-899#AK*K&

)AA*!美"维克托.尼#保罗.英格拉姆&嵌入与超越/制度+交换和社会结构)>*bb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E&

)A(*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责任编辑#李大明$

@(

??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