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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社会问题学的基本理论，提出了社会问题界定的条件和过程、社会问题的基本理论
、社会问题的基本特征与类型，解决社会问题的原则与方法，社会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
书中将社会问题置于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中进行分析，重点放在异常群体的社会问题、越轨群体的社
会问题、弱势群体的社会问题、边缘群体的社会问题四大“社会病”方面，侧重从社会工作的对象这
一角度论述相关的社会问题，形成研究社会问题的体系是本书的特色。
本书可以作为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学专业、法律学专业、新闻学专业的教材，寄政府民政、劳动
和社会保障、司法机构、人民群众团体等工作人员的研究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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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力，法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社会工作概论》（1991）、《大转型——中国社会问题透视》（1997）、《中国民工潮
》（2002）、《社会问题概论》（2002）、《社会学原理》（2003）、《城市新移民》（2003）、《社
会大分化》（2004）、《变迁之痛——转型期的社会失范研究》（2006）等，主编、副主编、参编作
品20余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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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社会问题理论与方法　　第一章　社会问题概述　　本章要点　　&middot;什么是社会
问题　　&middot;社会问题界定的过程　　&middot;社会热点与社会问题的区别　　&middot;社会问
题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　社会问题的界定　　一　什么是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是一个人们既熟悉
又陌生的概念。
所谓熟悉，是指每一个人都能感到社会问题的存在，多多少少能对社会问题发表一些议论，谈些见解
。
所谓陌生，是指许多人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又是含糊不清的。
有人认为社会问题就是社会热点、社会焦点问题，即人们高度关注的或与利益相关的社会现象就是社
会问题；有人认为社会犯罪就是社会问题，即某些严重越轨的、侵犯他人生命或社会利益的社会现象
就是社会问题；有人把一时无法解释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归结为社会问题；也有人将社会上的阴暗
面、社会上的不健康现象都归结为社会问题。
这些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它们涉及了社会问题某一个方面的特征，还没有深入到对社会问
题的本质认识。
　　英文中&ldquo;Social Problems&rdquo;译为社会问题，在20世纪初欧美国家也用社会病态、社会解
组、社会反常或社会失调这些名词来指称。
研究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的传统主题。
早期社会学产生的动因，就是为了研究和解决诸种社会问题，例如著名的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生长与发
展，与他们研究芝加哥这一城市社区中存在的社会问题是分不开的。
从语义学上分析，日常生活中的&ldquo;社会&rdquo;一词是指一种公共的、许多人共处一起的环境。
理论上的&ldquo;社会&rdquo;是一种特殊的群体，是指相当数量的人们按照一定的规范发生交互行为
与相互联系的生活共同体，也是指一定时期与范围内各种人际关系和群际关系的总和。
&ldquo;问题&rdquo;是指不符合社会中的主导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的公共生活中的麻烦。
关于社会问题最简洁的定义莫过于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Wright Mills)的论述：社会问题也即公众的
问题，即不是个人的困扰，而是社会中许多人遇到的公共麻烦。
但这定义过于简单，有许多公共麻烦可能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而不完全是社会问题。
他在定义社会问题时写道：&ldquo;社会的公众问题常常包含着制度上、结构上的危机，也常常包含着
马克思所说的&lsquo;矛盾&rsquo;和&lsquo;斗争&rsquo;。
&rdquo;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不同的学者由于研究的侧重点或研究兴趣的不同，从不同的角度对
社会问题下了不尽相同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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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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