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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基础》

前言

　　推进城市社区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城市管理工作而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随着基层
社会管理由单位体制向社会体制的转变，传统的城市管理体制和管理办法已难以适应现代化城市建设
和管理的要求，需要探索新的思路和方法。　　根据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提出的新要求，加强城市社
区建设，构建新的社区管理体制，把社区居民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建设社区，服务社区，让居民自
己管理自己的事情，是党领导广大城市人民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又一伟大创举
，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加强城市管理和服务的新途径。全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合理利用社区资源，完
善社区服务功能，实行社区居民自治，有利于提高广大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满足广大群众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有利于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夯实党在城市的组织基础和群众
基础，巩固城市基层政权，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维护城市的政治稳定，促进城市现代化建设和
精神文明建设：同时也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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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基础》

内容概要

《社会学基础(第2版)》是根据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社区管理类专业建设委员会的教材建设计
划，集体编写的一本专业基础课教材。本教材旨在以学界认同的基本知识，培养学生以社会学的视角
观察、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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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基础》

章节摘录

　　社会控制是一种过程和机制，具有一整套体系，存在一个总体结构。简单地说，社会控制体系的
总体结构是由社会控制的主体、社会控制的客体、社会控制的手段三个要件构成的；完整地说，应该
是包括社会控制的目的（或目标）、结构、功能、过程、运行方式、效果等各因素组成的有机统一体
。此处仅按前者加以说明。　　一、社会控制的主体　　社会控制的主体是指实施社会控制的承担者
，一般为社会组织、群体及管理体系，社会或组织成员个人有时也担当这个角色。其中国家政权是最
高的社会组织与管理体系，由其实施对全社会的控制，在整个社会控制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对于社
会控制的客体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对于社会的运行与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它所控制的对象是全体
社会成员，从而构成最庞大的、系统的社会控制体系。次一级的社会控制主体有国家政权次级及各层
机关、受其控制或指导下的社会团体或管理体系，如警察、军队、党团组织、文化管理机构等。其所
控制的对象也具有全社会性。再往下为一般社会团体、群体及一般管理体系，如各种协会、民间团体
、工厂、公司、医院、家庭等。但其控制对象一般仅限于内部成员，或某行业联合内的成员。一般社
会成员成为社会控制的主体，有三种情形：一是任何社会控制的具体实施，往往是由个人去执行的，
不过这个个人是由其角色所规定的，一般不能代表个人作为社会控制者。例如，一个交通警察执勤时
，有权制止司机或行人的违章行为，或给予处罚，这是由他的角色——警察的职责所决定的，而不是
他这个个人的行为。二是以个人身份联合或单独实行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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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给单位买的，让别人学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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