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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

内容概要

林南将社会资本理论放在资本理论（古典资本理论与新古典资本理论）的体系之中，详细阐述了社会
资本的要素、命题和理论发现，介绍了研究计划与研究议程，对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意义
进行了理论说明（在对首属群体、社会交换、组织、制度转型和数码网络的论述中）。林南开创性地
提出并且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为什么“你认识谁“和“你知道什么“在生活与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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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

作者简介

林南，现任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亚太研究所所长，前美国社会学会副会长（1999-2000），台湾中研
院院士，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华中理工大学顾问教授，南开大学客座教授，复旦大学顾问教授和
中山大学客座教授。其著作包括：《社会支持、生活事件与抑郁》（Social Support,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与Alfred Dean, Walter Ensel 合著，1986）；《社会研究的基础》（Foundation of Social
Research）（1976）；《人类沟通研究》（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1973）等。他与Peter
Marsden合编了《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1982）。林南还
有很多文章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健康与社会行为杂志》（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社会力量
》（Social Forces）等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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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部分理论与研究
第一章 资本理论：历史基础
第二章 社会资本：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
第三章 资源、等级制、网络与同质交往：结构基础
第四章 资源、动机与互动：行动基础
第五章 理论与理论命题
第六章 社会资本与地位获得：一个研究传统
第七章 社会资本的不平等：一个研究议程

第二部分概念的扩展
第八章 社会资本与社会结构的生成：一个理性选择理论
第九章 名声与社会资本：社会交换的理性基础
第十章 等级制结构中的社会资本
第十一章制度、网络与资本建构：社会转型
第十二章网络与地球村：社会资本的兴起

第三部分总结
第十三章理论的未来

参考书目

译名对照表

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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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前面理论的构建部分很好。。。@西安
2、社会资本是社区建设的根本，书虽然理论化了一点，但慢慢啃下来非常值得。
3、早三年读可能会觉得十分好吧。各种结构的假设已是大不同从前了。
4、social capital
5、还是放放吧，待俺以后来领教
6、看这个有种在学术的感觉⋯⋯
7、后面开始内容重复，而且注解多到了严重影响阅读了。
8、前沿
9、12—13第2期读书会书目。好书，但是社会学的话语体系以及过分学究的叙述，让人很难消化，不
过要是想做相关研究的话，是不错的综述性书目，可读。
10、典型美国式学术，今日社会学显学。当然表述很清楚，但细究其传统，根在经济学那里。这是社
会学吗？这是”理性人“的社会学，不是”社会人“的社会学。
11、夭折~
12、中国的专著什么时候能跟国外的接轨啊！

13、在打着滚儿风餐露宿的上学期终于读了！是“一句话说明一本书”的典范。翻译有点儿对不住这
本书的引用量。#天知道我有多喜欢林南这个名字#
14、理论性著作。
15、只记得讲的是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
16、social network研究中最能解释中国“关系”的一本学术著作，可惜，听我倒是说，林南的很多观
点不被foreigner接受~
17、作者从个体和分散性群体的角度，将社会资本理解为一种影响力，是对社会资本含义的出色扩展
。只是我们在读的时候还要注意对这一概念的多维理解。
18、: �
F014.39/4942
19、创见不少，太难看了。五星膜，求日后不要再跳出来。
20、科学分析‘关系“，很有启发的书。
21、深刻的资本视角  只是看得好疲惫。
22、为学术努力！
23、偶像张磊译的，很惊喜 
24、早点读就好了
25、前面写的还行，后面更像他的各种论文集
26、算是大师之作吧
27、绝对是社会资本研究不可疏漏的著作，可以从中找到许多与过往学者的对话点。
28、对于一个非社会学的读者来说是一本很好的可以了解社会学的书
29、精于生活而不懂学术的人会以为这些知识是常识，通晓学术而不懂生活的人会知道这本书是很好
的综述，精于学术又懂得生活的人会知道这些知识是改变世界的有效工具。
30、备课被逼着才觉得真正读明白了这本书，羞愧记录
31、偶尔的晦涩难懂可能出在翻译上⋯⋯
32、经典~情感与功利  异质与同质  现代与传统   
33、女性靠结婚，男性靠同学同乡朋友。教育是统治阶级的武器。
34、有点枯燥，值得一看。
35、对于小本来说是不是有点微难懂呢= =
36、优点：第一部分(前7章)关键概念/观点集锦，深入简出，适合非研究人员作为入门读物。
不足：翻译尽管认真且看得出有专业底蕴，但语言水平有限，同时翻译用词未能做到前后逻辑匹配。
第二部分太深入不够精简。
37、新的视角，独特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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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地位授予 关系 等级 公平
39、社会资本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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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

章节试读

1、《社会资本》的笔记-第204页

        更有趣、更有力的内生性转型过程始于社会的网络运作。当很多行动者共享另类规则或价值，开
始互相联系时，网络可以通过团结与相互强化的方式来维持行动者的共同兴趣。例如，有被剥夺感或
者已经被剥夺了获得人力资本或制度资本的机会的行动者，可以形成网络，塑造集体认同。不管这些
剥夺是建立在性别、族群、宗教、阶级、家庭出身上，还是其他制度标准上，网络运作都是发展集体
意识的第一步和重要的一步。当网络得到扩展，参与的行动者数量增多时，社会资本的储量也会增加
。当共享资源增加以后，社会运动的可能性也会增大，这会导致一个或多个现行制度的转型。

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运动只涉及一小部分行动者，为了实现制度转型，它需要更多的合作过程。此
外，通常的目标不是拒绝现行制度，而是用另类制度来替代现行制度，或者将另类制度纳入现行制度
的建制之中。

社会运动可以通过将共享资源转变成资本并产生回报的方式来维持。也即，运动必须发展出自己的制
度化的组织，这样才可以传播另类价值与规范，对新成员进行思想灌输。此外，运动必须建立组织或
者说服组织招募和留住已经获得这样资本的行动者。通过这些过程，运动才可以维持下去，从而挑战
现行制度。

2、《社会资本》的笔记-第一章 资本理论：历史基础

        本章主要回溯了资本的概念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主要包括古典理论和新资本理论（人力资本和
文化资本）

一、古典理论（马克思）
资本特点：
1、资本是生产出来的；
2、投资的目的是期望得到回报。
重要概念：
1、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只有通过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才能产生资本；
2、投资过程。资本的生产涉及整个投资过程；
3、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市场价值-生产价值；
4、社会概念。资本具有社会性；
5、资本的获得。资本家生产投资的，并为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

二、人力资本
定义：劳动者本身可以通过采用节约生产的技术和知识投资来积累资本，从而成为潜在的资本家。
区别：
1、关注劳动者。资本被看做劳动者的追加价值
2、劳动者成为投资者。例子：奢侈品、奢侈的生活方式、在投资
3、劳动者获取知识和技能的动机的激发。解释：劳动者由被动的接受变为主动的追求。
4、劳动既是成本也是花费。
意义：
1、劳动者成为资本家，两者的界限的模糊。
2、教育和工资成为关注的核心领域。

三、文化资本
社会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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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施加的“符号暴力”
统治阶级通过教化活动，将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合法化为社会的“客观文化”和价值。
符号暴力通过误识和社会再生产的过程，扩大到劳动力市场，从而强化了教化的回报。
和古典的区别：
1、关注劳动者以及获得的资本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强调外在的社会结构的重要性；统治群体的隐藏
性；场域的概念
2、认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不互相对应

四、新资本理论
1、从宏观分析转为微观分析
2、行动者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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