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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书是在跨学科领域中的艰难探索，带给我们对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无尽思考。
在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今中国，个人主义和个体行为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彰显，而集体理性和集体行为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例如，在集体理性指导下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其实现必须依赖于个体行为层面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但
是，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破坏生态环境的个体行为却屡见不鲜。
再例如，在集体理性基础上提出的、以公平公正为核心价值观的和谐社会理念，无疑需要引导社会公
众通过积极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的个体行为才能最终实现。
这样需要理论与实践结合、理想与现实呼应的课题为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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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集体行为及其形成路径　　一、集体行为的功能及意义　　1.集体行为　　由于研究视角
的不同，对于集体行为的界定也不同。
长久以来，社会学普遍认为集体对个人有负面作用，集体行为使人们以非理性和兽欲主义的方式行事
（Gustave Le Bon，1895））如前所述，“集体行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创造的，他解释集体行
为是在共同和集体的冲动影响下的个人行为，强调这种冲动是个体互相影响的结果。
也有一些其他学者给出了相关定义，如莱特（Wright，1990）所定义的“集体行为”，认为“只要团
体成员的行为代表整个团体并且能够提高整个团体的地位，该团体成员即参加了集体行为”。
　　此后，集体行为便成为社会学的一个专门术语，特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群
体情境中，由成员之问的相互暗示、激发和促进而发生的社会行为。
这种情境下的集体行为通常表现为受群体情绪感染，由人群的狂热性所驱使的、无组织、非理性、短
暂的社会互动行为。
在群体情境中，个体会转入一种原始的，无意识状态，集体行为通常以野蛮的形式出现，如骚乱甚至
暴乱。
在这个意义上，集体行为被认为是一种参加人数较多、无组织、非制度化的突发性行为，参与者往往
采用非常规方式，其行为过程难；以控制，而行为结果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破
坏。
因此，这种集体行为最后可导致行为越轨，易引起社会动乱，如对自然灾难（如海啸）的共同反应、
集体痴迷等等，也可以突出地表现为“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
　　然而，社会学的这种观点无法对集体行为做出全面的理解，也不利于分析诸如可持续发展、国际
合作等一系列基于理性基础之上的集体行为选择问题。
　　本书界定的集体行为所依赖的集体通道是在集体理性的规范下，一组在时问和空间上可以确切说
明的个体按照一定方式的集合，是人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意愿而自愿结成的共同体。
因此，如第一章所描述，集体行为是指行为参与者具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并在集体制度规范的安
排下，通过一致的行为方式实现集体公共目标的过程和结果。
实际上，在本书中，集体行为与社会学通用的概念有相似之处：即参与者在一些价值观念或行为方式
上具有一致性，因此也有一种共同的态度或类似的行动，但对集体行为的价值判断却截然相反。
本书提出的集体行为概念与奥尔森所界定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内核基本一致：集体行
为承载着增进社会公共福利的目标。
　　由此，集体行为往往是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行为方式。
对于现存社会生活秩序来说，集体行为的理性预期一般比个体理性更具有社会意义。
因此，在社会转型中，建立新的社会规范，实现公共利益目标，集体行为通常比个体行为具有更加积
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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