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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和中国的经济社会学仍处于其学科发展的十字路口。
而本书正是我过去六年来探索经济社会学之新发展路向的结晶。
西方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经济社会学”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作为“旧综合”的结构功能主义经
济社会学的困局，但是，其诸多的限制也注定了它应当且可能被一种更具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新的综
合的经济社会学所超越。
我把这种新的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取向概称为“新综合”。
　　对这种“新综合”虽然尚难以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但是，通过．本书的探讨，我们至少已
获得了对这种新的研究取向的若干特征的认知。
首先，它并不企求建构某种单一统括的综合性经济社会理论（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了这种企图），而是
对建立多元有限的综合性经济社会理论感兴趣。
其次，它反对那种认为经济社会学只研究社会对经济的影响，而不研究经济对社会的影响的观点。
新综合主张保卫经济社会学应有的研究空间，既是为了维护其多样性的研究路向，同时也是为了避免
已在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中日益彰显的功利主义倾向。
再次，与新经济社会学将其研究集中于某个既定的维度不同，新综合对整合各种可能的研究维度或视
角有着极大的兴趣。
依据不同面向及层次的研究对象，整合相关的研究维度或视角，是建立多元有限的综合性经济社会理
论的关键。
最后，新综合旨在将方法论的综合与各种视角的整合联系起来。
这种结合既有助于达到建立多元有限的综合理论的目标，同时也可为发展某种新的本土的经济社会理
论提供基础。
　　1999年发表的拙作《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一书，可以看作是我走向
探索新综合经济社会学的开端，虽然我在该书使用的是“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这一术语。
为表明其研究性质、范围和方法论特点，同时将其与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区别开来，我于次年发表了“
新经济社会学的中国研究”一文（参见本书附录1）。
在该文，我已决意将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视为“通过理论整合建立新的综合的经济社会学理论框
架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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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审视和吸收国外经济社会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不仅继承了经济社会学的发展传统，而且
还立足于中国，用新综合的观点和方法解释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建构了一种富于解释力的新
的经济社会学理论。
这种新综合解释框架，对于正确理解、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颇
具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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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家族企业转化为股份制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外在的和内在的条件。
首先，家族企业须受到足够强度的市场竞争的压力。
当市场竞争对家族企业形成足够压力即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或持续发展时，家长或业主就不能不在保
持家族控制和企业转化之间作出抉择。
其次，对家族企业转化形成压力的还有现代工业技术对于庞大资本的需求。
家族企业同样需要适应新的工业技术，要采用新的工业技术，就要进行数量庞大的固定资本的投资，
而要达到大规模筹集资本的目的，势必要进行面向能够公开招股的股份制企业的转化或制度变革。
　　内在条件的形成对于家族企业的转化或许更为重要。
扩张中的家族企业迟早会遇到企业发展与家族对企业控制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或者说从中作
出抉择，取决于家族首脑或业主的伦理观念，即他是更注重企业发展还是更重视家族对企业的控制。
一般而言，视家户经济共同体为目的的家族伦理，会导引一种注重企业发展的伦理观念，由此在遇到
企业发展与家族对企业控制的矛盾时，会毅然采取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制度调整。
相反，在一种以家庭亲属共同体的延续和荣耀为最终目的的家族伦理中成长的人们，会持家族对企业
的控制为首要的伦理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他们会试图在企业发展与保持传统家族对企业的控
制之间作出某种妥协和折中，尽管这很困难甚至根本难以摆脱家族控制对企业发展的限制。
这种情况往往可能发生在中国人身上。
王安（1986）在处理他的公司（王安实验研究公司）发展与家族对企业的控制的问题时，即表现出一
个中国人的强烈的家族文化与家长制作风的伦理观念的影响。
王安不能容忍他作为家长以及他的家族在公司中地位的削弱。
他不想看到他的公司因为要扩大资本合作（招股）而使其控制权落入外人手中。
家族主义的思想使他既想保持公司的发展，又想维护家族在企业管理与控制中的中心地位。
然而，最后的事实表明，王安家族因为不愿意放弃其对公司的控制权而使企业的发展失去了各种机会
。
　　这说明，家族企业要转化为股份制企业，除了要有足够强度的市场约束和资本需求以外，还必须
要有某种放弃家族控制的伦理观念的建构。
建立此种伦理观念对于那些处于将亲属共同体视为家族活动的最高目标的文化中的人，是尤为重要、
也是最为困难的，但是，如果不在这一问题上获得突破，则家族企业的转化以及企业的长远发展将成
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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