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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资本理论在近二十年内兴起与拓深。当代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从布迪厄等

人开始，在科尔曼、帕特南等学者的努力下，逐步使社会资本理论化并引起广泛

的关注。由于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使用这一概念，所以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众说纷

纭。尽管社会资本在概念界定上还不一致，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在实证研究上

也不够深入，但这一概念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解释力，已使其成为了许多学科的

热门概念和分析的重要起点，社会资本理论也成为具有重要的跨学科影响的思潮

之一。社会资本强调组织网络、规范、信任，强调社会资本形成的基本途径是通

过公民的交往、沟通和参与，所以它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

摆在政治学或政治社会学面前的重大研究课题，如政府的功能、国家与社会的关

系、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公民参与、制度创新、社会规范、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

等，都与社会资本有紧密的联系。社会资本概念对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

析工具和解释范式。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还是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角

度出发去研究社会资本问题，较少从政治学的视角去探讨社会资本问题。因此本

文将主要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研究社会资本与社会公正的关系问题。 

本文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作为立论基础，综合运用社会资

本、社会公正、政治参与、政治文化等相关理论知识。文章通过文献分析法，在

借鉴和吸收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事例分析，对我国社会资本的现状以及

对社会公正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力求能够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国社会资本存在的问

题，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建议。并且遵循理论联系实际、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原

则，力求使文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社会公正；社会资本；信任；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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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capital theory is rising and has a deep extension with the last couple of 

decades. Contemporary research the social capital from Boride，then Coleman，

Putnam and other scholars’efferts，gradually enabling the social capital theorization 

and causing wide spreading concern. As researchers use this concept from the 

different aspects，so the definition of social capital is widely divided.Although the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definition also inconsistent，in theory is not mature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s still not deep enough，but the concept has a strong performance 

of explanation，and has become a popular concept and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in 

many disciplines and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interdisciplinary thought. Social 

capital put emphasis on organizational networks，norms，and trust，stress that the basic 

way to form the social capital by civic exchanges，commun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At Present，major research 

topics placed in the face of political science or political sociology such as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the rule of the 

legitimacy of political，civic participation，system innovation，social norms，social 

trust and social solidarity，are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social capital. The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 provides an effective tool for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paradigm 

on these issues. At res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sociology，and anthropology to study social capital and less in political 

science to study the issue. This paper will be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science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justice. 

In this paper，a Marxist 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s as a base，the integrated use of 

social capital，social justice，political participation，political culture，and other related 

theoretical knowledge. By literature analysis，I learn in others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with examples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impact of social justice.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study，I want to be realistic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and put forward policy proposals.Following the theory with reality，and the 

principle of logic combining history，strive to make the article has som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social justice；social capital；credit；mutual-benefit criterion；civic 

participant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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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社会资本为引导社会公正的实现提供新思路 

“社会资本对社会的繁荣以及所谓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但是它的最重要的影

响力不在经济生活中，而在社会政治生活方面。” 

——[美]弗朗西斯·福山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曾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

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

非常不同的内容。”①毋庸置疑，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必然有其社会实践方面的

原因，而绝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根本的价值魅力就在于可以适时把握时代

脉搏，合理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生成规律，还能尽力探寻出社会进步的发展良策。

当代中国正值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性历史时期，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必须解决而无法

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有许多必须落实而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如何构建有效理论

正确应对这些问题与任务的考验和挑战，无疑成为了中国学界和实践部门要去探

讨的时代论题，将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应用到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研究即是其一。 

（一）论题选择与研究意旨 

1、问题的缘起：社会公正问题的日益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改革都已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整个

中国现时正值快速发展时期，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

知识更新、技术进步和价值观变化等因素也使我国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特

别是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市场化的改革深入到了社会各阶层

的现实利益关系结构，正处于制度性的利益格局调整的关键时刻，各种复杂的社

会关系、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相互交织，使社会公正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当前，要深化改革，使大多数人能够在改革中获益，使社会更和谐的发展，就必

须推进社会公平。 

2004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要构建

一个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首先就必须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当前，人们谈得 多

的是收入分配问题，这确实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 突出问题之一。但当代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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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正值社会转型时期，在严峻的社会挑战情况下，社会公正所面临的则是一个更

为广泛的视角：社会公正不仅是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还包括对不同城市之间和

城乡之间公共设施与资源的接近程度和使用度，受教育程度差别、机会不平等、

歧视等不公正待遇，以及在法律框架内对自由权的掌握、使用与发挥等。因此，

社会公正问题的内容非常广泛，需要深入研究，全面把握。从现实意义的角度来

说，社会需要公正，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更加需要公正。然而目前我国发展

与改革处于社会成员之间利益的是“零和”向“共赢”的转型时期，国家提出整

个社会“全面奔小康”的发展目标，社会全体成员的普遍受惠、共享改革成果成

为政府的重要任务。因此对于我国当前社会公正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并在此基础

上根据我国国情对政府提出一些有意义的对策，就有着极大的学术价值。 

2．分析视角的提出：社会资本的契合 

社会资本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在资本概念内涵拓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应的理论概念①。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

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是被各学

科广泛使用的跨学科概念；是世界各国学者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新范

式；被西方国家的决策圈看成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②  

因此，社会资本在某种意义上也已成为人类社会试图认识与解决社会公正问题的

一种具有高度概括力的理论解释范式(毫无疑问造成社会不公正的原因是多种多

样的，我们在这将采用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③，主要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探讨其

缘由)。 

一方面，从理论层面来看，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是构建社会公正的基础。作

为一个社会的根本价值尺度和基本规则体系，社会公正的主导性话语也直接或间

接地对政治与公共行政学领域的研究选题和内容发生着影响。然而，社会公正的

                                                        
① 在经济分析中，人们通常采用三种资本的标准分类：物质的(人造的)、天然的(自然的)和人力的。社会

资本概念产生以后，又增加了第四种资本。它们都有不同的含义，都可以被看作财富或资产。参阅[美]诺

曼·厄普霍夫.理解社会资本：学习参与分析及参与经验[A].载于[美]帕萨·达斯古普特，伊斯梅尔·撒拉

格尔丁.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C].张慧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77.同时也参

阅了燕继荣.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1. 
② 卜长莉.社会资本与社会和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其中关于“第三条道路”指的是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的观点：希望凭借公民社会的复兴，通过“第三部门

的介入”，发挥传统的家庭、社区和地方机构的作用，以社会自治来取代或弥补政府管制和市场机制的失灵。

参阅[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2-83. 
③ 关于理想类型分析方法，在本章的“逻辑思路与立论方法”这一小节中会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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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需以社会资本理论所讲的“社会资本”为条件，社会资本一旦匮乏，社会公

正也就无从谈起。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素的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

参与网络等，也正好是社会公正得以形成以及良好维持的基础与纽带，社会公正

在本质上和社会资本的内涵之间具有某种结构性依赖与制约的关系。研究社会公

正问题，就要求我们引入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社会资本无疑成为促进社会公正

的实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 

另一方面，从现实情况来考量，社会资本危机与社会不公正共生并存。不容

忽视的是，社会资本危机这种当下人类文明发展的“瓶颈”制约的根源之所在正

频频凸现。就连堪称现代民主国家之典范的美国也出现了标志社会资本衰退的

“独自打保龄球”①现象。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我国目前的社会资本整

体上仍处于“异型发展”②的态势，当代中国的社会资本危机作为全球社会资本

危机的一部分，也呈现了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危机、社会价值失范、社会认同感和

信任感的普遍降低等表征，但同时又是一种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社会资本的结构

断裂性危机。这种“断裂”现象表现为：传统社会资本模式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

而现代社会资本模式尚未得到有效建构。当前要有效扭转社会不公正现象，就必

须对社会资本进行多种方式、多种途径逐步深入和细化的整合。这是我国实现社

会公正的重要前提和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资本危机与社会不公正得

以化解的根本途径。 

3．价值域的探讨：理论与实践 

概括当前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现状，学界和实践部门都致力于讨论社会公

正的多重概念和基本原则、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产生社会不公的原因等核心问题，

这些正需要找到一种有效的解释范式；而研究和强调社会公正与社会资本的学术

价值和现实意义正好契合了这样的诉求，它们为在公平与效率、国家与个人、自

由与平等之外寻求出路提供了新的线索。此外社会资本的分析途径还有助于引起

人们对非经济、非政治因素的重视，促使人们从更深的理论层面关注那些隐藏在

社会结构当中的社会关系以及信任、互惠规范与公民参与网络等社会资本形式，

终使人们更加全面有效地认识到公民社会的精神状态、思想意识以及由此形成

                                                        
①
 参阅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J].虞大鹏，等译，民主杂志，1995（1）：65-78. 

② 由于受市场经济的两面性、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影响，中国目前的社会资本整体上仍处于“异型发展”

的特点，社会资本的态势表现出相对稳定性和封闭性；获得、维持和运用过程体现出非理性；分布凸现出

不均衡性和不协调性；成份呈现出多元性。以上具体内容，在论文第四章中会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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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民参与网络，这对于社会公正的良好构建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确定了从社会资本视角来试图解读社会公正问题，以此

作为研究趣向，用心思考信任、互惠规范及公民参与网络等内容的实现方式同社

会公正的内在联系，以求将中国社会公正问题的研究引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避免只从政府内部单一的角度，而从社会背景下来考虑如何推进社会公正)，进

而更加积极有效地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系统研究探讨社会公正问题是一个新的尝试。从这个意义

上说，本项研究可能具有一定的新意。其一，理论层面，社会资本理论为理解社

会公正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使社会资本范畴成为研究社会公正问题

的分析工具，从而为社会公正研究和社会资本研究都做出了有价值的学术努力。

其二，实践层面，本项研究探寻了社会资本影响和作用于社会公正的机制，分析

了社会资本对社会公正实现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并从有效整合社会资本的角度，

探索通往公正社会的现实途径，提出了现实性对策建议，这些为解决日益广泛而

严重的社会不公危机问题，为促进和谐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当然，政治和经济因素是解释社会不公的主要变量，但是影响社会公正的内在原

因是多元的，社会中大量非经济、非政治的因素作为一种补充，也起着不容忽视

的作用。因此，把社会资本与社会公正两者相结合起来分析，承载着久远而深厚

的历史传统，立足于改革、市场经济和民主化这一特定的中国社会现实情境，同

时更兼具指向未来的前瞻性和超越性取向，此项研究无疑禀赋着深刻的理论价值

和丰富的实践意义。 

（二）已有研究的文献综述 

社会公正与社会资本都是很值得研究的概念，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不论

是对学术理论的探讨，还是对现实实践的思考。为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

的国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学术角度，对社会公正与社会资本这样多学科交

叉阐述的重要理论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分析探讨，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和观点，并积

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1．社会公正的研究概况 

公正问题由来已久，它对于一个人类社会发展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罗尔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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