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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论述了什么是经济社会学、从经济社会学到新经济社会学、经济行为、交换行为
、消费行为、经济制度、企业与产业组织、劳动力市场、社会资本、文化·网络与经济等。
本书的特点是内容全、资料新，每章后附有本章小结、思考题以及推荐阅读文献，同时书末还附有人
名索引、主题词索引便于读者查阅。
   本书适合各大专院校经济、社会等专业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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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理性选择理论经济学假定，人们在作行动决策时都是“理性的”，会选择能最有效地实现个人利
益的那种行动。
这一假定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经济问题的独特方法，即假定每个人会根据具体情况来理性行
事的理性选择方法。
就理性选择方法而言，在传统上它一直作为经济学家所专有的方法而存在。
不过，在最近几十年中理性选择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的关注。
最初，构成经济学基础的理性选择假设给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惑：用一种过于简化、有
时甚至是充满主观想象的假设来分析复杂的社会生活，这如何可能呢？
不过，近些年来理性选择方法本身的发展使人们的这种困惑减轻了许多。
经济学家力图通过“经济人”这一关于个人行为的假定来推测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表现。
并且，许多出身于经济学阵营的学者相信，这种关于人的行为的假定适用于所有的社会领域，因而可
以用理性选择理论来分析个人乃至集体的任何行为。
在一批持此假定的经济学家的努力下，近年来理性选择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已渗透于许多领域
中，如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政治领域）、贝克尔对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家庭、社会等领域
）。
此外，来自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也开始在理性选择方法的基础上展开本学科的研究，社会学家科尔曼
（J.Coleman）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科尔曼的社会理论是建立在行动理论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行动理论又正是以理性选择方法为依托的
。
科尔曼借助于经济学中的“合理性”概念来分析理性行动者的行动。
他认为“合理性”概念的含义是指“对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同的商品）有不
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述为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
”这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①个人行动是有目的的行动；②个人行动是一种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的合
理行动（科尔曼，1990）。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理论其实是经济学的行动理论在社会学中的翻版。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一方面，理性选择方法在经济学以外的领域影响力日益扩大；另一方面，
它仍然受到许多批评。
作为经济学关于人类行为的基本假定，行动决策时的理性选择在以下几个方面可能存在着一些问题：
（1）新古典经济学假设行动决策是在充分信息的基础上作出的，从而个人的行为选择将是理性的。
这种经济人“知道自己可以选用的一切备选方案，能确定其中的每个备选方案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
然后在比较和评价这些后果的基础上选择出能给他带来最大利益的那个可行方案⋯⋯”（杨春学
，1998：167）。
行动决策者掌握充分信息构成了理性选择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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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本科生编写一本经济社会学教材这种想法萌生于《经济社会学》一书出版之后。
在编撰《经济社会学》一书时，由于国内缺乏相应的教材，我们在编撰之前拟定了一个颇为宏大的目
标，那就是，比较系统地收集和梳理从“旧”到“新”的经济社会学的有关思想和理论。
其结果是，一本教材变成了篇幅长达60多万字的“巨制”。
显然，这种篇幅的教材并不适合于本科生使用，相反的，倒更适合于研究生使用。
事实上，这本书1999年出版后，2000年就被评为教育部推荐研究生教材。
这样，虽然我们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课堂上仍然以此作为教材，但心下已感到编写本科生教材的迫
切性。
这是我们着手编写本书的初衷。
问题在于，本科生的经济社会学教材如何编写？
最简便的办法自然是将已有的《经济社会学》教材进行缩写和改写。
将篇幅缩短，并将不适合本科生的部分加以删节，可以相对容易地编写出一本适用于本科生的经济社
会学教材。
只是，几经考虑，我们还是推翻了这一方案。
因为，这样做，简单是简单了，但是否符合本科生的需要呢？
我们从本科生教学中体会到，不能简单地把研究生教材的简写本作为本科生的教材。
理由有二：其一是研究生教材侧重于学术性和研究性，而本科生教材则侧重于入门引导和知识传授本
身，研究生教材的简写并不能使研究生教材自动地变成本科生教材；其二是，本科生教材的特点不在
于其难易深浅，而在于介绍学科的概况和当下的发展态势，以便学生对该学科有一轮廓性的了解，并
激发其对相关学术研究热点问题及其研究视角的关注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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