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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自2004年8月第一版面世以来，已多次重印，被国内多所高等院校列为研究生或本科生的学习
用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钟爱。
近几年来，国内社会学等学科对研究方法越来越重视，又出版和翻译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
为了及时吸纳这些新成果，弥补我们以前的不足，更好地适合读者的需要，我们对本书进行了修订。
　　社会研究方法近年来在国内受到了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更多的重视，一方面
是开设相关课程的院校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对方法的研究与应用。
因此，这个领域近年来发展很快，各种新的研究成果、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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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内容上力争比较全面地介绍目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大多数常用方法，同时又增加了一些新的、
还不为人们所熟悉的重要研究方法，如社会网络分析法、评估研究等。
故在内容体系上，本书可适用于社会科学不同专业和不同层次的读者。
它不但面向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也面向政治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新闻、管理等
专业的学生；它不但适用于大学生，也适用于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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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聚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主编与参编有《社会性别的多角度透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等，主
要译著有《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科学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社会宏观动力
学》等。
　　刘玉安，教授，山东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学院院长。
山东文登人。
著有《西方社会学史》、《北欧福利国家剖析》，合著有《中国发展的第三次浪潮-西部开发的问题与
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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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总论　　第二章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　　第一节　实证主义方法论　　一、从孔德到
涂尔干　　孔德既是社会学的创始人，也是“实证主义”观点的首倡者。
孔德学说的核心在于建立一种“实证主义”的思想体系，反映在他的《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0年
）、《实证主义概论》（1848年）、《实证政治学体系》（1851-1854年）等著作中。
孔德的实证主义既有方法论的规定性，又是一种思想学说。
作为一种方法论，实证主义对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目睹了近代科学革命的成就和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孔德以其老师圣西门的“工业
主义”思想为基础，提出了所谓的人类进步法则，又称“三阶段法则”。
他在《实证政治学体系》第四卷中提出：“我们的每一个主要观念——我们的每一种知识，都相继经
历过三个不同的理论状态：神学的或虚构的；形而上学或抽象的；科学的或实证的。
”与之相应，他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军事社会、宗教社会和工业社会。
他认为他所处的正是工业社会到来的时代，实证主义应是这种社会中的主导思想。
孔德在《实证主义概论》中把“实证”定义为：现实的而非幻想的，有用的而非无用的，可靠的而非
可疑的，确切的而非含糊的，肯定的而非否定的。
　　孔德由此提出了他的“科学层次”理论。
他认为，正如人类的进步是有阶段性的一样，科学知识的发展也有阶段性，不同学科具有不同的发展
速度。
最先发展起来的学科是最普遍、最简单的学科，即天文学，而后依次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最后
是社会学。
在这个科学层次序列中，后发展起来的学科复杂性提高，但其普遍性降低。
他说社会学就属于这种学科，它以其他学科为基础，而为众学科之“皇后”。
　　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使孔德努力在理论术语和研究方法上让社会学仿照自然科学的模式。
孔德起初把他的研究人类社会的学科称做“社会物理学”，并进而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
学”，前者研究人类社会的关系或秩序问题，后者研究社会的发展或进步。
在孔德时代，“物理学”所指的是对一切自然现象进行研究的科学，而不是后来意义上的与化学、生
物学等学科并列的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因此，孔德的“社会物理学”有双重含义：研究社会现象的性质，遵循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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