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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西部地区受援高校发展研究》以“对口支援”高校作为研究对象，特别是以西部地区的受援高
校作为研究重点，探讨社会资本对“对口支援”高校的影响。
对口支援西部高校政策是中央政府以政治为导向所制定的援助政策。
在实施过程中，支援高校不仅为受援高校提供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更重要的是通过正式和非正式
的社会支持网络提供了社会资本，拓宽了西部高校的学术空间和发展平台。
本书通过对支援过程中有关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比较深入地研究了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
对西部受援高校的实际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府推动下的对口支援西部高校的政策建议。

《中国西部地区受援高校发展研究》适合作为高等教育学、教育政策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的参考
用书，也适合感兴趣的师生和管理人员阅读。
本书由蔡文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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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文伯，1962年12月出生，新疆巴里坤人，管理学博士。
现为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教育经济学学会理事和黑龙江大学客座教授。

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高等教育研究》、《教育发展研究》等杂志上发表论文80余篇。
主持并承担多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和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曾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学成果奖6项，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1项。
主要从事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教育政策学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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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关系强度理论　　弱关系力量假设和“嵌入性”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格兰诺维特，他1971
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弱关系的力量”一文，被认为是社会网络研究的一篇重要文献。
弱关系力量假设的提出和经验发现对欧美学界的社会网络分析产生了巨大影响。
　　格兰诺维特所说的社会关系是指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由于交流和接触而实际存在的一种纽带
关系，这种关系与传统社会学分析中所使用的表示人们属性和类别特征的抽象关系（如变量关系、阶
级阶层关系）不同。
他首次提出了“关系力量”的概念，并将关系分为强和弱，认为强弱关系在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个
体和社会系统之间发挥着根本不同的作用。
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
他从四个维度来测量关系的强弱：一是互动的频率。
互动的次数多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
二是感情力量。
感情较深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
三是亲密程度。
关系密切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
四是互惠交换。
互惠交换多而广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弱关系充当信息桥”的判断。
在他看来，强关系是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
发展起来的，而弱关系则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
　　因为群体内部相似性较高的个体所了解的事物、事件经常是相同的，所以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
往往重复性很高。
而弱关系是在群体之间发生的，由于弱关系的分布范围较广，它比强关系更能充当跨越其社会界限去
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桥梁，可以将其他群体的重要信息带给不属于这些群体的某个个体。
在与其他人的联系中，弱关系可以创造例外的社会流动机会，如工作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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