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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我国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在全社会全面推行，实现了由水利行
业推动到全社会建设的跨越。
新的节水型社会的实践呼唤相应的理论研究的升华及其对实践的指导。
基于此，本书从节水型社会理论体系、架构和实现途径方面，对节水型社会进行了探索。
　　首先，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节水型社会的理论体系。
从整体、主客体、社会形态、文化组分角度对节水型社会综合特征进行了四次较严密的学理描述，明
确提出节水型社会的高度复合性。
　　其次，较全方位地勾勒了由水制度、科学技术、节水文化、环境情景、目标要求、实现技术等组
成的节水型社会总架构，提出了由水制度、科学技术、节水文化组成的节水型社会的三元架构，并对
每一架构组分进行了较全面的解释。
在三元架构中，提出了水制度的概念系统、组织系统、规范系统和设备系统的框架，以及包括节水文
化定义、节水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习俗习惯及生活方式、道德规范、文化功能、物质文化等多组
分和功能的节水文化体系，并对节水文化进行了较系统的阐述，提出了全民参与的节水文化框架。
　　再次，以陕西省榆林市为研究区域开展了实证研究，提出了尚未见应用先例的“双累积法”和“
规划校核法”的需水预测方法。
应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从66个指标中遴选出34个主要指标，对榆林市12个县（区）的节水型社
会构建潜力进行初步评价和分类，对节水型社会目标体系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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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节水型社会架构研究》梳理了节水型社会的理论体系，对节水型社会的综合特征进行了学理描
述，提出节水型社会的高度复合性，勾勒了由水制度、科学技术、节水文化、环境情景、目标要求、
实现手段等组成的节水型社会总架构，对水制度、科学技术、节水文化组成的节水型社会三元主架构
进行了分析，并以陕西省榆林市为研究区域开展了实证研究，以及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节水型社会
建设实践进行了考察和总结。
《节水型社会架构研究》可为水资源管理、水利政策研究、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和管理、相关科学研
究等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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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4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　　社会群体，又称社会团体或社会集体。
它是通过一定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有目的活动的集体。
如家庭、邻里、游戏团体、学校、工作单位、现代组织等。
社会群体具有一些基本特征：分工和互赖、共同的归属感、特定目标和行为规范。
　　群体的结构是考察群体的重要侧面。
群体结构包括群体规模、群体规范、群体凝聚力、群体中的人际关系、群体领导及群体决策。
　　社会群体的基本特征包括：①有稳定的社会关系；②有持续的相互交往；③有一致的活动目标；
④有明显的共同活动；⑤有明确的行为规范；⑥有一致的群体意识；⑦有一致的行动能力。
　　社会群体可按群体的实际关系状态分为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
　　初级群体（又称首属群体）是一类规模较小、有多重目的的群体，譬如家庭。
初级群体的特征是小规模群体成员之间面对面的、融入了强烈情感的、多角色的、自由的互动和强烈
的认同感。
初级群体的基本条件是面对面的互动。
只有面对面的互动才能形成其他群体所没有的特征。
而面对面互动的条件则是小规模的。
　　次级群体是为达到特殊目标而特别设计的、成员之间有很少感情联系的群体。
与初级群体的互动不同，次级群体成员之间面对面的情感性互动非常有限，彼此之间以群体中的角色
关系为主。
次级群体是社会的主要组织方式，除初级群体外的所有群体都是次级群体，如学校、公司、政府中的
工作群体。
在次级群体中，人们都是公事公办，以达到具体的实务目标为宗旨，而不是情感表达和情感支持，而
且成员之间具有极大的替代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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