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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院校素质教育系列教材：社会学导论（修订第3版）》包括，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社会学的视
野，社会学的由来与发展，社会学与社会学的想象力，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社会学的基本理论
，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文化，文化的含义与特征，文化的构成与功能，文化的变迁，中国传统文
化的基本特点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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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1955年生，曾长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现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世纪80年代，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现代化。
其间，提出现代化的时序模式、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等理论。
特别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90年代后，研究兴趣转向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提出了“总体性社会”、“总体性资本”、“自由流动
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等重要概念和理论。
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转型社会学和口述社会史。

　 应星，1968年生，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
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吕新萍，1969年生，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现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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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问题的关键是，成本的承载者与收益的获得者不是一个主体。
获得这个企业利润的是企业的所有者或企业主，获得企业提供的税收的是政府，而污染代价的承担者
则可能是普通民众，比如周围的农民，特别是河流下游的农民。
分析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企业收益获得者与污染代价承载者的社会力量是不
一样的。
作为企业收益获得者的政府和企业是强有力的，而污染代价承载者的力量往往是很软弱的。
特别是在决定某个企业是否应该因为污染而关闭这样的问题上，两者力量和影响力的悬殊是显而易见
的。
正因为如此，许多这样的企业仍然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
　  这就是社会学看待环境污染问题的一个视角。
　  其实，对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情，社会学都可以提供一种独特的观察视角。
用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无疑可以深化我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和了解。
　  比如，喝咖啡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一种现象。
对这一现象，人们往往都习以为常，很少去深究其背后更多的内涵。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middot;吉登斯却运用社会学理论对咖啡和喝咖啡的现象进行了饶有兴味的
分析：　  第一，咖啡并不只是一种让人精神焕发的东西。
作为日常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咖啡还具有象征价值。
有时候，与喝咖啡相关的仪式比喝（消费活动）更为重要。
举例来说，早上喝咖啡在许多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中标志着一天的开始。
在白天，人们常常是与其他人一起喝咖啡，此时，喝咖啡就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社会仪式了。
　  第二，咖啡含有咖啡因，而咖啡因是一种毒品，对大脑有刺激性作用，许多人喝咖啡就是为了提
神，熬过自己难熬的时光。
不过，人们并不把嗜好喝咖啡的人看成是吸毒的人。
但是，如果你只是要咖啡因（吸毒），情况就不同了，大多数社会并不容许人们吸毒。
不过，也有社会容许消费大麻甚至可卡因，但却反对消费咖啡。
为什么这样呢？
这是社会学家有兴趣探讨的问题。
　  第三，喝一杯咖啡使一个人卷入到了全球一系列复杂的社会与经济关系中。
咖啡生产地大多数是贫穷国家，而消费地大多数在一些富裕国家。
在国际贸易中，咖啡是仅次于石油的最有价值的商品，是许多国家最大的外汇来源。
咖啡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为许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也为国家之间的交往提供了机会。
由于现代社会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置身于桃花源中，研究这种全球化的贸易，也是社会学的一项重要任
务。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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