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资本：一个社会学和经济学交叉的概念 

文/王素玲 王旭东 杨富勇 

   一、 社会资本：从“资本”意义上理解 
   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最初并没有获得经济学家的普遍赞同，初始的研究更多的是由一些社会
学家来完成的，社会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形态，必须具有资本的本性，同时又不同于其他的资本类
型，首先，社会资本的生产和创造都要支付成本；其次，更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必须具有增值的潜
力和作用。目前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积累需要投入的不是有形的物质，更多的是时间和个体行
为者的行为方式和观念、意识等无形的东西，它在使用中不仅不会和物质资本一样消耗，而且会因
为使用而不断得到增加。 
社会资本具有三个主要特征：1、社会资本不会因为使用而被消耗，相反，它会因为使用而不断积
累。2、社会资本不可转让。3、社会资本是公共物品而非私人物品，这点是区别于其他形式的资本
的重要特征。 
   二、社会资本：从“社会”意义上理解 
   “社会”这个词在英语中是被用得最广的一个词语，它来源于拉丁语“伙伴”这个词，它表
示“朋友或者同志”，这表明“社会”最初来源于友谊现象，暗示某个个人关系、合作、团结和共
同利益感。在经济学中，如果人们之间互相不认识，他们对彼此的福利就不会关心，也就之他们分
别拥有独立的效用函数。他们不关心其他人的情况是否良好，不关心自己的经济行为对其他人所造
成的影响，这个是经济学分析中最基本的假设。 
   相反，朋友是效用函数无法独立化的人，这意味着他们把某种价值放在了彼此的福利之上，
当对方的福利增加时，本身的也相应取得了某部分的利益，这种利益可能是物质上的，也可能是精
神上获得的欢愉。而如果人们之间的关系是敌人，那么社会的另一方所取得的收益是本人的负效
应。人能够决定是关心他人的进展，或者是采取敌对的行动并设法组织它。当社会关系存在时，人
们在某种程度上，会相互投资，把自己的价值放在别人的福利上，而不是选择漠不关心。 
   三、 具有学科交叉特色的社会资本概念 
   1、 社会资本在理论渊源上体现的学科交叉性 
   社会资本一词中的“社会”指出了处于非经济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却对经济后果有着巨大影
响的社会组织方式，而这个方面也是主流经济学所忽略的。经济学家以人类行动的假设简化为前
提，认为，个人只是为了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行动，这种效用与资源的稀缺性有着很大的关系，在
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就会发生竞争，市场通过供给和需求的调节来促使竞争达到最后的均
衡。在这样的条件下，行动者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是具有有限经济理性的人。 
   社会学则认为，个人的理性行动不仅仅是个人利益化的追求，而且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事实
上，社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修正个人最大化行动，他们会不断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必须考虑
他人的行动并作出调整。个人经济行动首先受到社会价值观的指引与制约，可以说，任何经济行动
都是建立在某种道德价值判断之上的。经济学关于行动者个人出发点是个人，而社会学是群体、制
度、社会，社会学家常常把群体和社会结构视为自成一体的现象。 
   2、 社会资本概念的模糊性与界定的局限性 
   社会资本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结构型社会资本，包括规则、程序、网络，这类的社
会资本建立将对里面的群体发挥约束性和激励性双重作用，拥有自身独特的资源调用和决策方式；
另一种是认知型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价值、信仰、态度等，通过这些认知加强了效用函数的正向
互相依赖并支持整体互利行动。 
   什么是社会资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将社会资本定
义为一种社会网络，它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者
是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一种对行动者有利的藏于社会结构
中的资源。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
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 
纵观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主要的分歧之处在于界定范围、主体和角度等几个方面。其中资
本的最广泛定义还包括社会结构、促使规范发展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正式的制度关系和制度
结构，比如政权、法律规则、司法关系、公民关系和政治权力都被看作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但也
有一些经济学家反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宽泛化，Partha Dasgupta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网
络系统。可以说，如何界定社会资本，本身仍是很模糊的概念。 

 



   四、 结论与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社会学作为比经济学诞生晚了将近两百年的学科，最终接纳和认可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
叉。而经济学，也出现了社会学色彩较浓的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也是把阶级关系与社会关
系汇入学科研究之中。当然，社会学和经济学双重交叉的学科性质也对研究者的要求较高，不仅需
要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而且对社会问题已经学科的认识有着相当的深度，社会资本是在学术
交流的背景下产生的，也许在未来的日子里面，随着大量的研究性问题的深入，将会有更多的具有
前瞻性而且有重大突破的研究出现（本文作者王素玲、王旭东系厦门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杨富
勇系湖南大学统计系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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