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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与社会建设·

　社会心态研究 （专题讨论）　 　
　

特约主持人：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主持人语：社会心态一般是指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社会情绪基调和感受，并在深层次上
影响着社会共识、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社会心态成为社会变迁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受到了中国学术界广泛重视，也成为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研究专题。

　　在中国，“社会心态”这一概念，已经被写入国家未来发展规划的文件中，成为大众媒体的流行语

言，也成为一些学术期刊文章的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还发布了社会心态蓝皮书，甚至有

人预言中国未来会出现一个“社会心态学派”。然而，在经典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中，却很难找到社会

心态研究的一席之地。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以个体为主要分析单位、生长于北美社会的主流社会心理

学，并不认为社会存在群体的心态，其主要任务也不是回答中国这种重大而剧烈的社会转型对人们心理

的影响。因而，面对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和理论挑战，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者需要超越一些经典范

畴、立足于经验探索，走出一条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新路。

　　首先，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者需要选择研究的进路、建构研究社会心态的理论框架，回答看似简

单却基本的问题，如社会心态是什么，其特性应该从什么角度来把握，社会心态形成和改变的心理机制

是什么，社会心态会产生哪些心理效应等。在本专题中，杨宜音的论文从共享现实性理论出发，尝试解

释了社会心态形成的动力过程。

　　其次，还要回答构成社会心态的组成成分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这里既包括深层的社会价值观和

信念，也包括各类需求满足的程度和感受，以及行为反应。在本专题中，李原系统评介了物质主义价值

观，王兵从社会参与行为的角度探讨了个体如何与社会形成联系。

　　再次，我们还需要透过重大的事件来观察和分析社会心态，例如汶川特大地震、奥运会、有重大影响

的群体性事件和公众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在本专题中，应小萍的论文捕捉到了灾害发生时的社会心

态，探讨了心理机制。

　　最后，社会心态来自社会个体心态的同质性，却不等同于个体心态的简单加总，而是新生成的、具有

本身特质和功能的心理现象，反映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建构而形成的最为宏观的心理关系。因而，在

社会心态的研究方法上，我们既需要大型的社会调查，也需要采用实验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相关的

心理机制和变量关系，并且必须发展出有效的测量工具。

　　本专题的四篇文章是一些可喜的探索，希望能够启发更多的人关注这一领域，推进这一领域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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