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学本土化议题:

争辩、症结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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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是一个民国时期就已提出的议题。自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学学科在中国恢复重建以来，这个议题就不断被提出、讨论

和争论。大致来说，围绕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产生了两大阵营: 本土化倡议

者和本土化反对者。本文首先对双方的争辩进行了梳理，然后分析了社会学

本土化问题的症结所在，最后指出了解决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出路。文章认

为，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应深入到“知识创新力不足”的制度根源问题。知

识创新力不足问题解决了，社会学本土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关键词: 社会学 本土化 话语权 知识创新力 学术制度

一、问题的缘起

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是一个自民国时期以来就不断被提

出并加以实践的问题。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个问题被再次提出，

并不断引起讨论和争论。在此之前，一批台湾和香港的学贯中西的人

文社会科学教授，如杨国枢、黄光国、萧新煌、叶启政、金耀基、杨中芳等

已经发动了学术本土化运动。在中国大陆，社会学学科在中断了近 30
年后，于 80 年代初开始恢复重建。由于重建过程中急需补课，而补课

最便捷的途径之一就是向西方学习，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杜克大学的林

南教授和一些美国社会学者参与了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工作。而林

南也是除费孝通(1983)之外，少数几个较早提出中国大陆社会学本土

化倡议的学者之一。
在参与中国社会学重建的过程中，林南发现了国内社会学界的几

个不良倾向:第一，简单移植。在社会学发展初期阶段，中国社会学者

注重政策性运用，来不及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为了获取政府的支持和

资源，借用和移植西方的社会学理论被认为最为高效便捷。第二，生搬

硬套。用中国的资料来检验西方的理论，而不考虑其是否适用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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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中国的特殊性。当中国的经验资料与西方的理论不一致时，学者

们不是根据这些差异去发展出新的理论，而是通过切割资料来迎合西

方的理论。第三，理论抽象化能力不足。一方面，为了避免与意识形态

的正面冲突，在非常低的概念抽象层次上来对资料进行总结;另一方

面，又缺乏从鲜活的田野资料中形成理论的能力。由此导致的结果是，

学者们或者只能停留在经验描述的层次，或者只能用中国的资料来验

证西方的理论，把中国的资料只当作次级资料来使用 ( 基于演绎逻

辑)，而不是当作初级资料来使用(基于归纳逻辑)(林南，1986)。林南

教授的论述既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必

要性，也对提升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学术共同体中的地位提出了

希望。林南教授的倡议很快就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回应，并在社会学界

引发了一些讨论。
但总体上，20 世纪 80、90 年代期间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并不热

烈。到了 2000 年以后，社会学本土化才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和争辩的

问题。这些学者对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呼应，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对

中国社会学在恢复重建了 20 年以后的现状不满的反应 ( 林聚任，

2000)。一些学者认为，与译介西方社会学相对较高的水平相比，中国

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水平普遍较低(贺雪峰，2006)。而造成这种情形

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对西方社会科学不加分析和批评的“移植品格”
(邓正来，2008)，其具体表现是:一方面，中国学者缺乏自主的“问题意

识”，只能根据西方社会学理论依据提出研究问题(林聚任，2000;吴重

庆，2002);在研究过程中，生硬套用西方理论( 谭江华、侯均生，2003;

郑杭生，2000，2011)，或者用切割和裁剪中国经验的方式来与西方社

会科学进行“对话”。这种用中国经验来脚注或局部修正西方社会科

学的“对话式的中国经验研究”显得机械而僵硬(贺雪峰，2006)。另一

方面，盲目崇拜以模型、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的定量研究，

忽略了研究工具和测量手段的适切性和研究对象所处情境的复杂性

(如多因多果)(贺雪峰，2006;石英，2013;刘军奎，2016)。
尽管有学者指出社会学本土化是一个模糊、有歧义的概念( 周晓

虹，1994;李宗克、曹锦清，2013)，但大部分学者都是在中国社会学与

西方社会学的关系中讨论社会学本土化的。他们把社会学本土化看作

是为在世界社会学领域中获得应有地位的运动。郑杭生和王万俊把中

国学者的这种本土化实践称为“学术运动”( 郑杭生、王万俊，20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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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b)。作为一种学术运动，社会学的本土化所牵涉的就不仅仅是社

会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本身的内在逻辑问题，而且包括了民族的

“学术话语权”(郑杭生，2011)或民族的尊严与地位问题。
但是，随着讨论的持续展开，不少学者质疑社会学本土化的话语与

实践(赵旭东，2001;赵敦华，2007;彭玉生，2010;姚传明，2011;陈映芳，

2015;张戟晖，2016)。一方面，他们批评社会学本土化本身所蕴含的

逻辑矛盾，揭露隐藏在本土化运动背后的“东方主义”(赵旭东，2001;

陈映芳，2015);另一方面，他们为普遍主义辩护，否认客观知识的国界

性，否认地理边界在对知识的客观评价中的作用( 赵敦华，2007)。他

们鲜明地坚持知识的普遍性立场。
这场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是社会学界对自身的学术发展所进行

的集体反思，这样的反思对中国社会学今后的发展十分有益。但反思

的结果却出现了分歧。对这些分歧进一步加以反思是必要的。更重要

的是，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已经从学术问题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

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
国气派”。这一战略取向凸显了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如何才能在社

会学领域显示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呢? 社会学界所进行的

有关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辩论，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本文的目的是在梳理社会学本土化争论的文献基础上找出解决社

会学本土化问题的出路。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综述和梳理社会

学本土化争论的文献;第二部分讨论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症结所在;第

三部分探讨解决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出路。为了行文方便，随后“社

会学本土化”的提法常常简化为“本土化”。

二、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争辩

学者们倡导社会学本土化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恢复重建社会学学科以来，不得不从引进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和方

法起步，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食洋不化”以及用西方

理论对中国经验进行“任意”切割以迎合西方某个理论论点的现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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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让人产生了与现实脱节或“隔靴搔痒”的感觉。这些现象引

起了许多学者的不满。另外一个原因是部分学者对于中国对西方的学

术依附地位以及在世界学术共同体中的“二流地位”产生了不满。针

对前一个“不满”，学者们把本土化问题放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框架内

进行分析。针对后一个“不满”，学者们从民族尊严和民族话语权的角

度来论证本土化的必要性。

( 一) 社会学本土化的辩护

1. 认识论 /方法论的分析框架: 知识的跨情境效度问题

学者们之所以从认识论 /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社会学本土化，是因

为社会学学科在恢复重建过程中的学术“拿来主义”引发了知识的跨

情境效度问题，即在其所运用的情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引进的西方社

会学知识是否依然有效。本土化倡议者认为，西方的社会学理论是西

方学者依据西方社会的特殊情境提出来的。因此，当这种理论被运用

于解释非西方国家情境时就可能失效。
(1)社会学本土化的必要性论述

第一，研究对象特殊论。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普遍性不同，人文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特殊的、不重复的，不同国家之间历史传统和社

会文化背景千差万别。因此，就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各个国家都存在社

会学的本国化问题( 徐经泽、吴忠民，1987)。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双重

特征:它们既是科学，也是文化。作为科学，它们没有国界;但作为文

化，它们是有国界的(庞树奇，1988)。正因为如此，关于中国现代化的

研究，需要“本土化”，需要把“历史 /文化 /社会”放到本土化的研究进

路中来(杨中芳，1999)。中国社会学必须反映中国文化—社会的特殊

性，应该把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及民族性融纳到社会学里(林南，1986)。
第二，西方社会学者视野特殊论。从西方输入的社会学理论与方

法是由具有西方文化心理结构的学者所提出的，这种特殊文化心理特

质、文化烙印或认知模式必然会在其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上体现出来。
因此，在移植到中国以后，这些理论和方法经常会出现与中国情境不相

适合的情形( 袁阳，1988;陈卫旗，1999;谭江华、侯均生，2003)。杨国

枢把本国研究者和本国的被研究者之间因文化性和生物性因素的相似

性而达到的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契合状态，称为“本

土性契合”。而移植进来的西方知识与华人本土社会的实际之间，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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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缺乏这种本土性契合(李桦，1996)。因此，陈卫旗认为，在移植和引

进西方社会学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考察它在源文化国和引进国之间是

否具有理论意义的“等价”问题。通常存在三种水平的等价:功能等

价、概念等价和公制等价。如果不等价，就不能生搬硬套。例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吸烟是地位低下人群的习惯，但吸烟在相同时期

的墨西哥却是上流社会的特权。在这里，“吸烟”在美国和墨西哥在概

念和功能上均是不等价的(陈卫旗，1999)。
第三，西方社会学理论适用范围有限论。一些学者还从否定西方

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普遍适用性来证明社会学本土化的必要。他们认

为，普适性是社会学研究所应追求的理想性目标，但西方社会学往往是

以研究者所在国家为对象而构建的，既包含了普遍性的成分，也包括大

量特殊性的成分，后者决定它们对非西方国家或地区不一定具有普遍

的适用性(郑杭生，2000)。社会学本土化并不是国外的“一般”和中国

的“个别”相结合，因为国外的社会学并不是代表普遍性真理的“一般”
(徐经泽、吴忠民，1987)。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存在着基于本国

情境的特殊性。如果说自然科学是普适性的，社会科学则是区域性的

(徐经泽、吴忠民，1987;石英，2013;刘文斌、王雅林，2017)。事实上，

社会科学理论永远是局部理论或“在地理论”，它不具有全球普适性

(吴重庆，2002)。正因为如此，社会学者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提出适

合于本土实际的社会学知识。
第四，学科发展阶段论。一些学者认为，对于社会学后发展国家来

说，绕开社会学先发展国家的社会学知识而自行发展是不必要的。它

们可以先模仿，然后慢慢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 林南，1986)。社

会学本土化所隐含的一个前提是，社会学对中国来说是外来学科，它在

中国的发展存在一个“文化输入”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先后经历“化

入”和“化出”。“化入”就是先“进入”西方社会学内部，熟悉西方社会

学理论和方法，类似于“补课”阶段;“化出”就是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

学的中国化(庞树奇，1988)。因此，社会学的中国化是一个分步骤走

的阶段性现象( 杨心恒，1989;刘平，2006)。具体来说，社会学本土化

既是一个引进、吸收、消化的过程，又是一个综合、转换、创新的过程

(纪德尚，2005)。
(2)社会学本土化内涵的论述

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学本土化是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及民族性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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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到社会学里(林南，1986)，使社会学这一舶来文化转变为内在于中

华民族和中国现实的文化( 袁阳，1988)。在本质上，社会学本土化就

是摆脱对西方社会学知识和方法的依赖，借鉴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形

成对中国社会具有解释力的社会科学理论(吴重庆，2002)。郑杭生与

王万俊也指出:“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份与本

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

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
(郑杭生、王万俊，2000a:42)。本土化是一个普适性概念。本土化的

内涵就是外来事物与本土环境和条件相互适应的程度。社会学本土化

则是社会学这个“外来”知识在本土社会环境中的“内化”过程，其目的

是达到与本土实际相适应(纪德尚，2005)。既然社会学本土化涉及外

来知识与本土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那么本土化并不意味着排斥“全球

化”，也不等于传统化。本土化不等于重新向中国的传统复归，或者从

传统文化中寻找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全部原料(周晓虹，1994)。
既然社会学本土化涉及“外来”知识与“本土”实际相互碰撞交融

的过程，那么，由这种交融碰撞的过程必然引申出一系列的“关系”。
对此，本土化倡议者也进行了讨论。

第一，本土化与全球化 /西方化的关系。学者们发现，本土化概念

经常被误认为是与现代化、全球化相对立的概念，因此被用来作为反对

本土化的理据( 杨中芳，1999;余建华，2006)。他们主张，本土化不应

该拒斥“全球化”，也不意味着“另起炉灶”;既不是“去西方化”，也不

是回归传统的复古主义( 周晓虹，1994;杨中芳，1999;余建华，2006)。
对西方学术的全盘否定，是由一种西方式的文化霸权主义堕入了另一

种东方式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是在以一种偏见反对另一种偏见

(谭江华、侯均生，2003)。全球化与本土化之所以能够统一，在于全球

化并不等于“全球一致”化，而是“多元一体”化( 杨中芳，1999)。在这

个意义上，全球化与本土化并不对立( 郁建兴、江华，2006)。换言之，

社会学的本土化不是闭门造车，更不是拒斥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而是既

要国际化，也要本土化(王兴成，1991;陈卫旗，1999;张新民，2004)。
一些学者还主张，应该把社会学的中国化放在世界性的角度来理

解。它是世界范围内加深对人类社会理解的努力的一部分，因而具有

世界性意义( 林南，1986;徐经泽、吴忠民，1987)。一个国家的社会学

理论的性质只有是本土的、特色的，才有可能是世界性的 ( 纪德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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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周晓虹进一步认为，全球化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消极的全球化

(被动吸收他国长处)，另外一种是积极的全球化( 积极参与进而影响

世界学科知识体系的发展和走向)。本土化有赖于( 消极的) 全球化，

而(积极的)全球化同样有赖于成功的本土化(周晓虹，1994)。只有充

分国际化，才能真正中国化。只有熟悉西方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中国

学者才能与之进行学术对话，从而对世界学术做出独特的贡献( 何星

亮，2002)。
第二，本土化与普遍性的关系。本土化被质疑的一个原因在于它

似乎否认了知识的普遍性。本土化倡导者力图说明，本土化并不一概

否认普遍性。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的普适性目标之间不存在根本的

冲突，由本土化而形成的类型化知识，可以成为世界普适性知识的重要

基础(郑杭生，2000)。普遍性不能离开各种具体的特殊性，只有在各

种特殊性基础上才能抽象出共同的普遍性(张新民，2004)。还有学者

指出，普遍性和特殊性处于两个不同的抽象层次。社会学的本土化并

不是追求较低层次的抽象，更不是停留在经验描述的非抽象层次。如

果本土化所追求的是特殊性，它就与普遍性不在同一个思维抽象层次

上。但理论知识本身必须是处在一定的抽象层次上的。事实上，社会

学本土化所面对的矛盾不是普遍和特殊的关系，而是抽象和具体的关

系。社会学本土化所追求的不是特殊，而是具体(李宗克，2011)。
第三，本土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既然社会学本土化的目标之一是

把民族性或民族文化纳入社会学知识体系中(林南，1986)，那么，中国

的民族性或本土性是什么呢? 学者们认为，一方面，本土化不是“翻老

账，找古董”(杨中芳，1999)，中国的民族性也不是古代的封建传统文

化( 袁 阳，1988)。尽 管 在 今 天，传 统 的 因 素“尾 大 不 掉”( 杨 中 芳，

1999)，但民族性并不是从过去沿袭下来的不变传统，事实上它是传统

因素和现代因素的交融汇合( 袁阳，1988;杨中芳，1999)。另一方面，

本土化也不是完全与西方隔绝的中国文化。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与西

方文化始终处于交流碰撞和融合之中，因此本土化的主体是传统文化

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已经交融在一起的“现态文化”( 袁

阳，1988)。因此，杨中芳主张与其把传统性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不如

把“现代”本身看成是包括“传统”在内的东西(杨中芳，1999)。
第四，本土化与规范化的关系。社会学本土化诉求兴起的另外一

个原因，是对以定量方法为主、论文写作采取西方规范的研究方式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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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贺雪峰，2006;石英，2013;刘军奎，2016)。因此，社会学本土化牵

涉到本土化与学术规范化的关系问题。针对一些学者对西方研究规范

的不满，风笑天指出，社会学本土化也要遵从规范化的原则。社会学研

究规范是前人经过反复实践总结出来的、相对成熟的普遍性原理、规
则、方式、方法和技术，它们是知识产生的必要条件。社会学本土化同

样要遵守这些规范，但同时也必须根据中国的特有情境因素对这些一

般性的研究方法进行改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使用西方通行

的一些研究手段和测量工具时，中国的被研究对象常常会做出与西方

的被研究对象不同的反应。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化就是要使得这些研究

方法和工具能更贴近中国的现实情境(风笑天，2005)。
2. 学术民族主义的分析框架:学术依附与民族话语权

从学术民族主义的角度看，知识就是权力，而知识权力的配置在国

际上是不平等的。因此，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可以从认识论和方法论

层次进入到知识本体论层次。沃勒斯坦的“核心—边缘”的研究框架

常常被借用来分析中国与西方在知识权力上的不平等以及中国学术自

主权和话语权不足的原因。李迎生认为，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至今，

社会学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西方化倾向仍然很明显，中国社会学的主体

性尚显不足(李迎生，2006)。在这种背景下，学者们发出了本土化呼

吁，以建构学术自主性。具体来说，要从自身的本土经验及历史文化脉

络中派生出问题意识与理论方法，不把西方的问题语境当成自己实存

感受的问题语境，拒绝一味追随西方论述语言，拒绝变成西方学术的殖

民地(吴重庆，2002;张新民，2004)。研究者在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过

程中要“发挥中国人的中国性”，敢于将“中国式的思维方式与哲学取

向”和“中国的社会文化因素”融入其中(刘军奎，2016)。
(1)摆脱学术依附地位

不难看出，民族自尊心是学术本土化产生的原因之一(杨心恒，

1989;周晓虹，1994)。而民族自尊心问题源于学术的“核心国”和“依
附国”的权力对比关系。台湾学者杨国枢认为，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来，不论是在国际政治、经济还是学术、教育与文化领域，欧美

国家处于核心国家的地位，台湾则处于边陲社会的地位。以心理学为

例，台湾就一直是美国的附庸，虽然所探讨的对象是中国社会与中国

人，但其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或西方式的。“在日常

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从事研究时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李桦，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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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中国式的思想观念与哲学取向难以在研究中体现出来。正是出

于对这种学术依附地位的不满，台湾学者发动了学术本土化运动( 李

桦，1996)。香港学者金耀基也指出，非西方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初始

阶段往往会采取向西方学习的方式，现代化精英认同的是西方化，与此

同时还采取了去传统化的做法。这成为非西方国家陷入学术依附国的

一个原因。当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取得了一定成就，他们的自信心增

加了。而这种自信成为他们发动学术本土化运动的一个动因( 金耀

基，1998)。郑杭生也提出，二战后西方社会学，尤其是美国社会学一

直居于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中心，在世界社会学学术圈获得了文化霸权

地位。要打破这种学术垄断和文化霸权，发展中国家必须推动社会学

的本土化，改变学术上对欧美的依赖(郑杭生，2000)。邓正来也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以“知识移植”的方式，不但迅速建立了

社会科学的庞大体系，而且形成了西方社会科学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

“文化霸权”。中国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西方学术的“追随者”。社会

科学的本土化就是要摆脱这种“追随者”地位，恢复学术自主性(邓正来，

2008)。随着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到世界第二，中国的经济实力大

增，中国学者愈发对学术领域的依附地位不满，要求改变现状，通过社会

学本土化建立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称的社会学学科地位(石英，2013)。
(2)争夺学术话语权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学术话语权的丧失，或多或少归因

于中国社会学学者的自信心匮乏以及相应的“西方化”倾向。郑杭生

认为，中国的一批对中学知之甚少的学者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边陲思

维”，对国外理论照搬照抄，亦步亦趋，习惯用西方概念来裁剪中国社

会现实(郑杭生，2011)。非西方国家学习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固然必

要，但非西方国家社会学研究和建设的“西方化现象”却是一种“病态

现象”，对这些国家的社会学学科成长和发展极为有害。它最终会使

非西方 国 家 的 社 会 学 沦 为 西 方 社 会 学 的 附 庸 ( 郑 杭 生、王 万 俊，

2000c)。而社会学的本土化就是要扭转这种西方化倾向，以争取学术

话语权，并取得学术话语权的制高点(郑杭生，2011)。以此为目的，中

国社会学学者就要去除“边陲思维”，消除对西方社会学的依附性以及

由此产生的自卑心理，形成中国的“主体意识”( 郑杭生，2000)。可以

说，就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学本土化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和学术取

向”，既 是 民 族 独 立 运 动 在 思 想 文 化 上 的 折 射 ( 郑 杭 生、王 万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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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a)，也是“边陲”地区的学者的“文化自尊心”觉醒的产物(谭江华、
侯均生，2003)。

(3)重建学术自主性

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并不是中国学者被

动接受的后果，而是中国学者主动“合谋”的结果。这种主动合谋体现

在社会科学中的“西方化”倾向，使得中国学者所做的有关中国问题的

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或剪裁。这反映了中国

社会科学学术自主性的丧失( 邓正来，1996，2008)。换言之，学术自主

性的丧失体现为一味复制西方学术，变成西方知识的消费者，而不是知

识的创造者。要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必须摆脱“移植品格”，

打破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拿来主义”倾向(邓正来，2004)。
(4)回归中华学术传统，复兴国学

还有一些学者在本土化问题上采取了更激进的做法，认为学术本

土化就是借助现代方法回归传统国学。王学典认为，一个国家的学术

话语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叙事。现有的国家叙事完全不能反映中

国崛起这一世界重大事件，中国的学术体系没有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离大国崛起所需要的思想、学术、文化的软实力的要求还

有巨大的距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只是照

抄照搬西方的概念，只会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没有提出自

己的思想，脑子都被西方殖民化了。因此，中国的国家叙事需要做出调

整，强调中国的自主性(王学典，2017)。
那么，中国学术该如何实现本土化呢? 杨春华主张，人文社会科学

的本土化就是要借助现代实证研究方法来复兴国学。他认为，长期以

来，社会科学本土化一直沿着研究对象、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本土化

三条道路展开，但是这些都不能算是最本质意义上的本土化。本土化

的最佳道路和最终出路是结合西方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方法来研究、复
兴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把这样的途径称为社会科学

本土化的“第四条道路”。他认为，第四条道路既是一条中国文化的复

兴之路，也是一条疗治全球现代性病症之路(杨春华，2012)。

( 二) 普遍主义的辩护

社会学本土化的话语受到持普遍主义立场的学者的批评。他们分

别从正、反两个角度来阐述自己的立场。他们一方面对社会学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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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语进行批评，另一方面从正面来论述普遍主义的正当性。
1. 对社会学本土化话语的批评

首先，对本土化的质疑之一在于:本土化倡导者的动机究竟是出于

社会科学的“知识效度”立场，还是出于“机会主义”( 彭轲，1999) 或

“民族主义”(姚传明，2011)的动机? 如果本土化被当作竞争学术特权

或资源的手段的话，那么，这种本土化的效果就是令人怀疑的( 彭轲，

1999)。姚传明则认为，将本民族性格融入社会科学研究，其动机在于

后发展国家的学者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抗拒，即为了抵制文化帝国主义

而提出本土文化论，以强调本土文化的“民族主义色彩”，这客观上使

得本土化研究成为“民族冲突”的工具(姚传明，2011)。
其次，一些学者对本土化的一个缄默前提进行了质疑。该前提是:

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因此西方人提出的理论只适用于西方人及西

方社会，不适用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针对这一判断，赵旭东质疑，中

国人与西方人的“不同”究竟在哪里? 应该如何来操作性地界定中国

人的特质? 他认为，中国人的特质或国民性其实是一个文化建构，这种

概念一旦建立起来，就有可能掩盖了“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复杂

性和流动性，并忽视了中国与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在文化上的交往

过程，以及伴随历史演进而发生的对外来文化的动态吸收和再造能力。
被本土学者大加赞许的中国文化传统或国民性，是一个被同质化的、静
态的、凝固的概念，缺乏时间的维度。它不过是西方的“东方主义”经

中国文人的本土加工后的重现。他认为，本土化运动的初衷是为了抵

御西方学术霸权，但本质上它是知识分子所秉持的“天朝模型的世界

观”(即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国文化优越于其他文化) 在近代受

到冲击后而形成的“心理防卫机制”。中国语境中的社会科学本土化

的概念也是明代以来的本土主义的延续。今天的社会科学本土化或许

就是以强化民族国家建设为目的而建构新的权力支配的虚假问题(赵

旭东，2001)。陈映芳也指出，“作为‘本土化’情景的‘西方—中国’，

原是基于想象而历史地形成的一对概念……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本

土’……其内部的整体同质性，以及相对于外部世界的特殊性，在一定

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延伸，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陈映芳，2015:56)。
第三，本土化批评者揭示了本土化倡议者论辩中的逻辑矛盾。姚

传明认为，在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上所存在的“科学主义”与“人文

主义”的对立与争论，是本土化得以提出的前提条件。偏向科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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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学和偏向人文主义的历史学，都较少提出本土化议题，只有那些

处于这两种取向之间的学科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会有比较强

烈的本土化倾向。但是，在论证本土化的必要性时，论证者往往无法做

到逻辑自洽。他们用人文主义的逻辑去论证本土化的必要，因为从人

文主义角度看，知识是相对的、特殊的，西方知识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但他们同时又认为本土化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具有世界意义)，于是，他们又陷入了科学主义的逻辑，即否认知识的

相对性和特殊性。同时，本土化倡议者在论证本土化过程中所引用的

世界体系论、依附理论、范式理论，也是西方的舶来品。他们在摆脱某

种形式的依附时又陷入另一种形式的依附(姚传明，2011)。
第四，本土化批评者质疑本土化论述中关于西方社会学理论对中

国情境不适用的观点。他们同意，中国学者的确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

理论，但这并不等于说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没有相关性。彭玉生认为，

西方社会学理论往往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上位概念层次，另一个是下位

概念层次。本土化学者常常借口西方的下位层次的概念不适用中国情

境，而否定西方的上位层次概念对中国的适用性。用定量研究方法的

语言来说，上位概念是一个可以用来分类的变量(即分类变量)，下位

概念则是这个概念的具体“取值”。例如，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是

一个下位层次的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西方的“团体格局”，它们分别

都是“人际关系模式”的下位概念，或者说，是这个共同的分类变量的

不同取值。我们不能因为“团体格局”不适用于中国，就否认二者之上

的共同的上位概念“人际关系模式”(分类变量)的适用性。再比如，中

国的商业交易严重依赖人际关系和“走后门”，这反映了中国的正式制

度的脆弱，而不是其上位概念“正式制度”不适用于中国。另外，即使

反映中国特殊文化的“强关系”也不是中国所特有的，它不过是更为一

般的上位概念“关系”的一个取值而已(彭玉生，2010:203)。
姚传明也对本土化倡议者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本土实际的“脱

节”作为本土化的立论基础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事实与理论

的冲突并不必然是对理论的证伪。他援用亨普尔的观点来说明这个问

题。亨普尔指出，一个理论实际上是由两类原理构成的，第一类是“内

在原理”( internal principles)，第二类是“桥接原理”(bridge principles)。
正是桥接原理使理论具有了解释力以及可检验性。依据这一观点，姚

传明认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社会科学家，都必须在各种宏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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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引入能够与本土微观实际相联系的桥接原理(对应规则)。但提出

了桥接原理，并不能否证内在原理(姚传明，2011)。姚传明还认为，本

土化倡导者之所以轻率地指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另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仅仅将视野限于理论本身，而忽视了在科学说明

中还涉及的一些初始条件和辅助性的假定。他们不知道，在借助“理

想情境”来分析一个具体的状况时，必须引进附加假定或公设。西方

学者在西方社会情境中提出他们的理论，他们中的大多数对非西方国

家的情形并不十分熟悉，所提出的理论具有西方特色，这本身无需苛

求。反倒是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理论时，必须注意理论适用的各种条

件。本土化取向学者所说的“不能生搬硬套”某种理论，是任何科学研

究者早已共有的一个常识。它是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要遵循的一般方

法论规则。因此，它既不构成本土化倡议者的新见，也并不能构成本土

化之必要性的证据(姚传明，2011)。
还有学者反驳本土化倡议者的“中国例外论”。陈映芳认为，“本

土—外来”这一关系本身并不构成某一门“科学”必须本土化的充足理

由。特殊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常态，没有哪个社会相对于别的社会没

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但社会科学并不能停留在特殊经验的层面，而必

须对特殊性进行具有足够高度的思维抽象。一旦进行抽象，就会超越

特殊性，而形成一定范围的普遍性。而普遍性所覆盖的范围，取决于思

维抽象的高低级别。因此，当我们将一个抽象级别较高的理论运用于

一个特殊情境的时候，就必须在它之下的“次级”抽象层次上追加附加

性的差异性解释变量，从而解释更高一层级的抽象所无法具体解释的

特殊差异性。因此，在处理与西方理论的关系时，中国学者既不能忽略

在“次级”抽象层级上追加解释变量，也不能借口追加解释变量的必要

性而否认上一层级的抽象理论的意义(陈映芳，2015)。
第五，本土化批评者也对本土化倡议者过于窄化的本土实用主义

倾向进行了批评。陈映芳认为，中国的社会学者过于沉溺于本土研究，

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把以人类社会为对象的社会科学整体上窄化为中

国研究。这种倾向“不仅会限定人们的学术宗旨、探索目标，限制研究

者的问题意识，在实际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种

种偏差和扭曲……同时学术界还可能以‘对解释中国的特殊性是否有

用’来作为评价理论及其思想价值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准”( 陈映芳，

2015:56)。国内的本土化学者过于简单化地把国外多元的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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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约为“西方理论”，并在研究实践中自外于国际研究，专注于发掘本

土经验，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学术本土化”的原意，也无助于“特殊性”
的自洽(陈映芳，2015)。她还说，“在学术界缺少外国社会研究、国际

比较研究的整体情况下……没有经过横向及纵向的比较，就无法验证

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差异性，更不能自证其差异性属于普遍性无法

涵盖的‘特殊性’”(陈映芳，2015:58 － 59)。
张戟晖也认为，本土情境下各类研究的作用是为更高层次的研究

提供必要的准备。这种研究不能否认西方的理论成果的合理性，而是

必须在比较中确立学术话语。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更

加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视野，提出有价值的真问题。特殊性不应该成

为我们拒斥西方理论的借口，而应该成为一个发展普遍意义上的理论

的机会和切入点(张戟晖，2016)。
第六，本土化批评者还批评了本土化论述中排斥西方研究规范的

做法。他们认为，不能为了本土化而排斥那些在西方已经成熟并在国

际学术界通用的学术规范( 许纪霖，1995;胡荣，2006;彭玉生，2010)。
尽管这些规范使研究论文看起来像“洋八股”，但它们作为形式主义的

规范，不论是西方的还是本土的，或者是中西结合的学术研究都必须遵

守(彭玉生，2010)。许纪霖也指出，“这种规范如同球赛规则一样是超

越民族和国界的，具有公认的形式合理性，这也是社会科学得以世界

化、全球化，不同学派得以互相批评和沟通的依据所在。因此，社会科

学的本土化不是另创一套游戏规则，拒斥与世界学术对话，而恰恰是在

形式上遵守一般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在内容上建构具有本土色彩的思

想和理论”(许纪霖，1995:65 － 66)。只有遵从这些规范和国际通则，

学术研究才能逐步积累，避免简单的重复劳动，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才

可以进行比较和交流，不同国度的学者的学术交流和对话才有可能

(胡荣，2006;刘平，2006;彭玉生，2010)。西方理论在中国出现失效的

地方恰恰可能是新理论产生的沃土，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为国际

学术界做出重要贡献的宝贵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可以不遵

守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规范(彭玉生，2010)。
2. 为普遍主义辩护

除了对本土化论述进行批评以外，一些学者还公开为普遍主义进

行辩护。赵敦华指出，他为之辩护的普遍主义是这样一种立场:“某种

知识、世界观或价值观，普遍适用于全人类或大多数人类社会”( 赵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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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2007:35)。他区分了“普遍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前者肯定知

识或价值观的普适性;后者肯定西方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的优越性，但

优越性不等于普适性。普遍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混淆的结果是，文化

上的优越性被用来解释思想上普适性，这让特殊主义的支持者找到了

攻击普遍主义的理由。“特殊主义的逻辑是，既然西方文化是特殊的，

那么，它所产生的知识和价值也是特殊的，其他文化也是如此。因此，

任何知识或价值都没有普适性，而只适用于某一社会、群体或地区”
(赵敦华，2007:36)。赵敦华认为，不论是普遍主义的西方中心论还是

特殊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关于本质的发生学教条”。二者

均认为本质来自起源，普适性来自本质。它们之间的争论只在“起源

能否产生本质”这样的问题上针锋相对。但赵敦华反对这种发生学教

条。他指出，一种价值观或知识的普适性不但与产生它的文化优越性

无关，而且与它是否具有普遍的本质也无关。一种价值观或知识有没

有普适性，可从对接受者的客观后果来判断。如果它有助于改进接受

者的生活和环境，它就是普适的(赵敦华，2007)。
赵敦华认为，西方学者已经对西方中心论进行了全面清算，我们也

同样要反思华夏中心论对学术的影响。中国自古就有“华夷之辨”的

传统，而华夏中心论则表现出汉人的民族优越感( 赵敦华，2007)。在

近代，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华夏中心论衰落，但特殊主义也随之

兴起。特殊主义论者用否定西方普遍主义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文化地

位。中国文化特殊主义论背后的潜台词是中国传统文化比西方文化更

优越(赵敦华，2007)。针对本土特殊主义论者的“文化自觉”论，赵敦

华指出，“‘文化自觉’不能是没有批判精神地拥抱‘本土的过去’，否则

那将是那喀索斯式的自恋。同样，如果‘文化自觉’要靠排外心理和传

统崇拜来维持，那将是弑父( 谋害普适思想) 娶母( 把祖先文化嫁接在

现代文化上)的俄底甫斯式的集体下意识”(赵敦华，2007:40)。
针对本土特殊主义论者所说的西方所施加给非西方国家的“文化

霸权”，赵敦华认为，西方话语确实包含偏见，但偏见不等于霸权。他

指出:“凡是在中国流行的西方学说，都不是西方人强加给我们，而是

我们主动索取的(鲁迅称之为‘拿来主义’)。现在主导中国人生活和

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和马克思主义，有哪一项是西方强加给中国的呢?

相反，西方列强曾经想向中国强行输出的基督教，至今仍处在中国文化

和社会的边缘”(赵敦华，20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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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中的症结

从内容上看，本土化倡议者与本土化批评者分别在两个层面上展

开争论。首先，在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层面上，本土化倡议者认为西方社

会学知识在中国现实中常常不具备跨情境效度，因此社会学有必要实

行本土化。但这个过程不意味着彻底抛弃西方社会学知识，而是在借

鉴西方社会学知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特殊情境和本土经验，提出一

个更具效度的、与中国现实更贴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知识体系。而本

土化批评者则认为，任何本土化倡议者所强调的本土特殊性，都必须放

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知识框架内来加以定位。在低一级抽象层次上相

互不适用的理论知识，可以在更高一级抽象层次上找到某种共同性或

关联性。我认为，在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上，双方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

争辩可以简略地概括为“知识的跨情境效度”争论。它是从知识的普

遍性与特殊性之关系引申出来的。
其次，在知识本体论层面上，部分本土化倡议者把社会学本土化上

升到建立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话语权和民族地位与尊严，摆脱对西方

学术的依附地位的高度( 郑杭生，2000，2011)。他们不满于当下中国

社会学的西方化，并把它看作是西方对中国的“学术殖民”的过程( 张

新民，2004)。而社会学本土化则是对这一过程的扭转。针对这一立

场，本土化的批评者从两个方面展开反击:一方面，他们认为知识只要

是客观的，就是不分国界的;另一方面，他们质疑本土化倡议者所提倡

的“中国性”或“本土性”有“自我东方主义”的嫌疑( 赵旭东，2001;赵

敦华，2007;姚传明，2011;陈映芳，2015)。我们可以把双方在这个层面

上的争论简略地概括为“民族学术地位与权力”的争论。
尽管并非所有的本体论倡导者和批评者都同时涉及这两个层面，

但这两个层面上的争论是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学本土化”议题被不

断提出和争论，并非纯学理性问题，同时牵涉到学者的民族地位、尊严

和权力问题，即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地位分层以及民族主义情绪问题。
因此，可以说社会学本土化议题的触发机制是学者对当下境况的不满，

即社会学学科在恢复重建过程中经历了“移植西方社会学知识”的阶

段以后未能如期走向“后移植时代”，依然难以摆脱对西方社会学知识

的依赖，中国学者依然是世界学术共同体中的“二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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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状况，本土化倡议者呼吁，不要把西方社会学知识生搬硬

套到中国情境中，而要从理论层面上总结、提炼和概括中国经验，形成

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但是，本土化倡议者在提出合理目标的同时，却对

中国社会学发展令人不满意的现状做了错误的归因，认为中国学者只

知道照搬西方的理论，跟着西方学者依样画葫芦，亦步亦趋，缺乏符合

中国情境的问题意识。
其实，这种对西方学术的依附性和“食洋不化”现象只是部分中国

学者缺乏知识创新力的结果。换言之，正因为自身知识创新力不足，所

以才要去模仿西方成功的学术经验和理论，其中一些人则出现了“生

搬硬套”的情况。这里的症结不在于学习西方，而在于如何学习西方。
“食洋不化”作为一种教条主义的模仿方式的确是错的，但这并不意味

着向西方学习错了。西方的学术之所以“成熟”，是因为学者们经过长

时间的摸索和实践，逐步形成了符合知识增长规律的学术精神以及体

现这种精神的学术制度。如今，这种学术精神以及体现这种精神的学

术制度已经国际化了。之所以它会国际化，就是因为学术实践证明它

“管用”和有效。“食洋不化”者在学习西方学术的过程中，恰恰违背了

西方学术精神。他们之所以出现“生搬硬套”和“食洋不化”，根源在于

自身的知识创新力不足。正因为知识创新力不足，才会去生搬硬套西

方的理论。“生搬硬套”者和“食洋不化”者的做法貌似西方化，其实骨

子里是违背西方学术精神的。
作为本土化的批评者，普遍主义者虽然揭示了本土化辩护话语的

内在张力，并抨击了本土化立场背后的“东方主义”立场 ( 赵旭东，

2001;陈映芳，2015)，同时也借助知识体系的“内在原理”与“桥接原

理”(以及附加条件)的关系来说明本土化倡议者的相对主义和特殊主

义站不住脚(姚传明，2011)，但是他们未能进一步揭示中国社会学发

展落后于西方的根源。他们在否证了社会学本土化动议的同时，却未

能教导人们如何避免学术界“食洋不化”现象的发生。
不论是本土化的倡议者(林南例外，见林南，1986)，还是本土化的

批评者，大都忽略了国内经验研究中的另外一个局限性:“食土不化”
(王宁，2006)。它指的是虽然我们有能力对国内现实提供大量的经验

描述资料，却没有能力把这些经验资料上升为理论，缺乏对资料进行理

论化加工、提炼和升华的能力。这一现象反映了我们抽象思维能力、思
辨能力、概念化能力或理论化能力的不足。于是大量的经验资料未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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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利用，有的甚至被闲置。这不是说经验描述性研究毫无价值，而是

说，如果不能从经验描述层面上升到理论知识层面，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就出不来。
社会学本土化的目标是要提供有效度的理论知识，从而更贴切地

来解释中国情境。但“食土不化”和“食洋不化”均构成实现这一目标

的障碍。“食洋不化”之所以是障碍，是因为它形成的“知识”缺乏跨情

境效度。“食土不化”之所以也是障碍，是因为它无法上升为理论知

识。而“食洋不化”和“食土不化”均是由知识创新力不足所造成的。
事实上，有关社会学本土化的呼吁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如果我

们有足够的知识创新力，应该早就可以形成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本土

化)了。但问题是我们迄今还在为此继续呼吁。这说明我们为提升中

国学术话语权所提出的“药方”并不对症。事实上，在国内的社会学研

究中，不论是“西学依附”/“食洋不化”，还是“食土不化”，均是由更深

层的知识创新力不足所引起的。所以，关于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必须

从中国的知识创新力何以不足的角度来分析。这才是社会学本土化问

题的症结所在。只要解决了知识创新力不足的问题，社会学的本土化

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看，绕开知识创新力不足的问题去讨论如何提升民族

的学术地位、尊严和话语权，根本是南辕北辙。只有我们提高了知识创

新力，才能真正获得学术领域的民族地位、尊严和话语权。在这里，知

识创新力是因，民族地位、尊严和话语权是果。一言以蔽之，社会学本

土化的症结，在于如何解决知识创新力不足的问题。

四、解决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出路:一个制度主义的视角

前文已经提到，不论是本土化倡议者，还是本土化批评者，大都未

能揭示中国社会学何以在国际学术界沦为“二流”的深层根源。在接

下来的篇幅中我将从制度主义的视角来说明“西学依附”/“食洋不化”
和“食土不化”的深层根源。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成效之所以不彰，不

在于我们的决心不强和态度不坚，而在于我们的能力不够，更具体地

说，在于我们的知识创新力不足。而知识创新力不足，源于我们的学术

制度和学术文化的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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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知识创新力?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界定什么是知识。
这里所说的知识，不是实践性、经验性、常识性或缄默性知识，而是那些

有经验证据作为基础的、按照符合效度和信度规则而形成的、对现实具

有解释力的理论化知识。简单地说，知识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方

面，它必须是正确的或有效度的，可区别于谬误、偏见和谎言;另一方

面，它必须是经过思维抽象而形成的概念化或理论化知识，可区别于常

识或描述性经验知识。
知识创新力是指我们具有在存量知识基础上不断提出增量知识的

能力。它是我们所具有的不断为人类增加新知识的能力。知识一旦形

成，就转化成存量知识。因此，知识是否是新的，必须与存量知识进行

对比，才能知道所提出的知识是不是新知识。因此，知识生产过程与物

质生产过程不同。物质产品可以不断重复进行生产，但知识生产则不

能重复，必须不断创新。当然，知识的生产存在一个从试探和提出假说

到不断验证和确认的过程，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概括起来，知识创新力包括三个基本能力:第一，确保知识正确，从

而对现实具有解释力的能力(效度化能力);第二，理论化能力或对田

野资料进行理论提升的能力;第三，学术问题的形成能力，或与存量知

识进行“对话”的能力( 通过梳理存量知识而找到增加新知识的贡献

点)。我们之所以在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上“呼吁”了几十年而仍觉未达

目标，就是因为在这三种能力上存在一定的欠缺。“食洋不化”源于第

一个能力的欠缺，“食土不化”源于第二个能力的欠缺，第三个能力的

欠缺则引发学术领域的大量简单重复劳动。
那么，如何才能提升我们的知识创新力呢? 知识创新力可以分别

体现在微观上的个体能力和宏观上的学术共同体的总体能力上。我在

这里讨论的是后者。就宏观的角度看，学术共同体的总体性知识创新

力是学术制度和学术文化的产物。不同的学术制度与文化造就了不同

的知识创新力。接下来，我将从学术制度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国内学

界知识创新力不足的根源，并说明提升知识创新力的出路。
1. 知识产权制度

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有助于避免简单重复劳动现象，因而对于知

识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国际学术共同体形成了相关的学术研

究规范，例如引用他人的观点要注明出处，论文写作要有“文献回顾”
部分，等等。这些做法可使读者既了解作者之前的学者的贡献，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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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知识推进点所在，从而确保学术共同体

尽可能避免简单重复劳动，并使知识在整体上呈现出累积性和不断推

进的状态。
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不太重视知识产权，相反，他们在很大程度

上有着共享知识产权的习惯。许多学者沿袭“述而不作”的传统，创新

动力不足。时至今日，国内依然有一部分学者和一些学术刊物编辑对

论文中的“文献回顾”的必要性表示质疑，同时“明抄”或“暗抄”现象

依然存在，简单重复劳动比比皆是。可以说，知识产权制度以及相关的

研究规范的薄弱，使得我们始终搞不清知识创新的起点在哪里。同时，

由于重复前人观点的论文也可以发表，许多人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创

新。此外，重量轻质、重形式轻实质内容的量化考核和学术评价制度的

盛行，也在客观上加剧了这种倾向。
2. 学术批评制度

在知识生产过程中，难免因个人疏忽、能力不足或价值偏见产生失

误或错误。问题不在于知识产出是否出错，而在于有没有机制来纠错。
发挥这种纠错功能的制度，就是学术批评制度。它有助于促进知识的

效度，因为它不但让各种错误、缺陷和偏见被揭示出来，而且会强化学

者的自律。那种“生拉硬扯”、“生搬硬套”、“食洋不化”的做法，均是

学术批评制度所要克服的。
在国内，学术批评不能说没有，但学术批评制度和文化肯定是不健

全的。以书评为例，在西方国家，每出版一本学术著作，往往会在学术

刊物上出现数量不等的书评。这种书评制度的存在不但能使质量不高

的学术著作遭受批评，而且也可以促进作者自律，保障成果质量。但是

在中国，书评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化的学术批评制度。而我们看到的

书评文章，多半是缺乏批评精神的“吹捧式”文章。就刊物来说，即使

学者要批评某种观点，多半不敢指名道姓，只能笼统地概括所要批评的

论点。学术批评制度和文化的缺席使得学者缺乏足够的自律。
3. 学术发表制度

学术发表制度担负了对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创新以及研究质量是否

达标进行把关的功能。以学术期刊发表制度为例，绝大多数国际学术

刊物都采取了由学术同行进行的双向匿名评审制度。尽管这一制度也

存在一定问题，但相较而言是一种效果较好的制度。学术论文是否有

知识贡献、所贡献的知识是否有效度、学术研究和写作是否合乎规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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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评审人必须把关的。就实证研究来说，有关方法和方法论的讨论

也成为学术评审必不可少的内容。在这样的学术评审制度中，那种

“食洋不化”、“食土不化”、缺乏新意、缺乏效度或信度的论文往往难以

获得通过。
就国内的情况来说，中国的顶级社会学学术杂志已经成功地采纳

了国际通行的学术同行的双向匿名评审制度，如《社会学研究》、《社

会》和《中国社会科学》。但是，还有许多学术期刊没有采纳这一制度。
尽管资深编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文章的质量进行把关，但在很大程

度上，同行间的双向匿名评审制度未在国内学术刊物普及是导致国内

知识生产过程中出现许多简单重复劳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4. 教育制度

教育制度是学者培养抽象思维能力或理论化能力的重要途径。西

方的教育制度不但以传承知识为目标，而且从小就培养学生的分析能

力、批评能力、概念化能力和思辨能力。受过这种教育模式系统训练的

学者，不但可以在研究西方社会领域时显示出知识创新能力，也可以在

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时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力。例如，魏昂德和孔飞

力关于中国研究的著述就是中国学者频频引用的经典。
在国内，我们的教育制度尽管进步很快，但客观上没有充分承担起

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批评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功能。另

外，在我们的学术传统中，学者们常常遵循着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实用

理性”，重视知识之用，而缺少“为知识而知识”的“自目的性”动机以及

追求“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终极追问精神。它也是妨碍我们理论思维

能力提升的一个原因。我们整体抽象思维能力和理论创新能力的不

足，导致了许多“食土不化”的现象。
社会学本土化既不是用中国的“特殊”来反对西方的“特殊”，也不

是让中国社会学共同体“自说自话”、“自拉自唱”，而是要提出对中国

以及世界的现实有解释力、有效度、可被世界社会学同行所理解和接

受、在世界的客观知识体系中占据某种位置的理论知识。理论知识一

旦对中国形成贴切的解释力，就一定会有中国特色(即本土化)。中国

现实作为研究对象和中国学者作为研究者都具有自身的特点，而这些

特点一定会体现在学术成果上。导致社会学本土化目标难以实现的原

因恰恰是本土化的学术制度与文化不健全以及由此导致的知识创新力

不足。要实现社会学本土化，不但不能拒绝那些在国际上已经成熟且

53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争辩、症结与出路



通行的学术制度和学术规范，反而必须强化它们。我们所批评的“食

洋不化”和“食土不化”等现象，恰恰是我们自身的知识创新力不足所

引起的。而知识创新力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在学术制度与

文化上与国际接轨得不够。同时，一些已经从西方模仿来的学术制度，

也被我们自身的与之不兼容的文化所扭曲，并因此发生变形和功能

错位。

五、结论与讨论

社会学本土化争论所关注的是西方知识在中国是否具有跨情境效

度以及中国如何在世界上获得学术地位、尊严和话语权。在争论中，本

土化倡议者和本土化批评者在知识的效度目标上并没有歧异。双方的

分歧在于，本土化倡议者否定了西方理论知识的跨情境效度( 或适用

性)，而本土化批评者则肯定了“普遍”理论( 包括某些西方理论) 在追

加附加条件或解释变量的情况下可以获得跨情境效度。双方的另外一

个争论在于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本土化倡导者

认为，中国对西方的“学术依附”有伤民族尊严。而普遍主义信奉者则

指出，只要能获得客观知识，就不要追问是“谁”提出的知识。
在我看来，双方在第一个层面上的争论最终可以达成共识，因为双

方在知识效度上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双方在第二个层面上的争论

很难会有结果。要解决问题，必须把“中国对西方的学术依附好不好”
的问题转换成“中国何以会陷入对西方的学术依附”的问题。事实上，

“学术依附地位”是我们的知识创新力不足的后果，而知识创新力不足

则源于某些本土文化妨碍了我们与国际所通行的学术制度与学术文化

的充分接轨。因此，社会学本土化的实质在于如何提升知识创新力的

问题。只要知识创新力提高了，社会学本土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而知识创新力正是学术制度与文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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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a time of China’s rise in the world，the international codification of
China’s local knowledge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task to be carried out by Chinese
sociologists． Local knowledge is Clifford Geertz’s concept，referring to the knowledge
that is confined to a specific location at a specific time within a specific culture． Its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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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and the latter form is challenging and the study of it is a weakn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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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ology has been an objective set up by Chinese
sociologists since the 1920s． However，this cause came to a halt when the discipline of
sociology was banned in China in the early 1950s． When the discipline was revit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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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arly 1980s，this objective was brought up again． Since then，this issue has
undergone constant discussions and debates． There are roughly two camps of sociologists
in these debates regarding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ology: Those who support and
practice it and those who criticize and oppose it．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review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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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ociology will be realized once the ability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is enhanced．

MONOGＲAPHIC STUDY

Housing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Housing and the Class Identity of Urban Ｒesidents: A Study Based on Data
from Beijing，Shanghai and Guangzhou

Zhang Haidong ＆ Yang Chengchen 39………………………………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issue of housing，an important symbol of wealth，and the
class identity of urban residents． We find that the residents’housing stratification is
prominent in Beijing，Shanghai and Guangzhou．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factors of housing，i． e． ，the“housing quality”and“symbol distinction”，and class
identity． After processing data by multiple imputations，the result confirms that housing
plays a key role in explaining residents’class identity．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in the
current Chinese society，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occupation-based class identification，

the class identification of wealth is increasingly based on housing． In the study of class
identification，the perspective of housing can provide a new framework of analysis．

Housing Ｒeform，Life Course and Urban Housing Acquisition (1980 －2010)

Wu Kaize 64……………………………………………………………

Abstract:Based on data from the Guangzhou Household Survey in 2010 and event history
model，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n acquisition of the first set of housing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ousing market reform and individual’s life course． Ｒesearch shows
that the differentiation in housing market reform and reform strategy lead to clear period
effect and cohort effect on housing acquisition． The dual system of the welfare 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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