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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国外社会学 !""V

年的主要进展和最新研究成果，本文选择

了国外社会学界公认的
$

本英文学术期刊：
?<72')#$ R("2$#4 (;

>()'(4(%:

（
+&'

）、
?<72')#$ >()'(4(%')#4 E76'7+

（
+'A

）、
9"2(=7#$

>()'(4(%')#4 E76'7+

（
E'A

）和
>()'#4 J(2)7-

，以及权威学术年鉴
? $$"#4

E76'7+ (; >()'(4(%:

，对当年发表且具代表性的论文作一简要介绍，同

c

时与
!""U

年发表的论文选题进行比较，大致了解
!""V

年国外社会学

研究的前沿选题，以及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命题等方面的最新

进展和变化趋势。

!""V

年，上述
$

本期刊共发表论文
!"$

篇，其中，“移民与种族
f

族

群研究”和“家庭婚姻与性别研究”两个核心领域的相关文章数量较多。

与
!""U

年的论文选题相比，“文化—宗教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在
!""V

年受到了特殊的重视，发表文章的数量取代了排在第
(

、
$

位的“社会分

层与流动研究”和“组织与制度研究”，这表明，近年来各国之间与国内的

“文明冲突”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见表
#

）。另外，
!""V

年
$

本期刊共发表

书评
!"U

篇，其中
? R> #$(

篇（
!""U

年
#$#

篇）、
9>E Y

篇（
!""U

年
Y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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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
B\\G

年、
B\\`

年
D

本期刊论文的研究专题分布１

研究主题
? R>

!""U !""V

9>E

!""U !""V

>()'#4 J(2)7-

!""U !""V

?>E

!""U !""V

篇数

!""U !""V

百分比（
j

）

!""U !""V

移民
f

族群研究
W U $ \ #\ #! U Y (\ (" #WH$ #$HU

婚姻、家庭、性别研究
( ! W V V ## ## W (# (" #UH! #$HU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 $ Y ( ( \ #$ #! UHV \HW

组织与制度研究
! ! W ! U #( W UH! $H$

经济社会学
! ( ! \ ( $ #! U YHU (H$

教育研究
$ U $ $ ! ( #" #$ \HY YHW

政治社会学
$ ( #" V W #U \H" VH(

社会网络、社会资本
\ $ ! $ W Y \H" !HW

人口问题、年龄歧视
\ ( ! V ! $H$ #H"

文化、宗教
( \ ## ( $ V #V $H$ VHV

法律研究
\ # ( ! ! U Y (HW !HW

社会政策
# U U # (HW "H\

劳动问题
$ W $ $ #( !H! YH$

社会保障、社会福利
( # ( # #HU "H\

研究方法
! # ! # #H# "H\

环境问题和灾难研究
U U (H$

社会心理学
( ( #H\

其他专题
$ \ ! # # ( ! ( W #! \H" \HW

遗传学与社会学
## ## \H$

总计
(\ $Y $" $# \W U! $Y $\ #V" !"$ #""H" #""H"

>()'#4 J(2)7 \V

篇（
!""U

年
\Y

篇），
? >E

未刊发书评。

!""U

年和
!""V

年，
$

本期刊显示出各自的侧重领域与变化。如

? R>

，
!""U

年发表了
\

篇关于社会网络研究的文章，
!""V

年无此类文

c

章，但发表了
$

篇关于政治社会学的论文；
!""U

年
? R>

没有关于宗教

c

与文化的论文，
!""V

年发表了
(

篇，
!""V

年还出版了一辑专刊，显示出

随着克隆技术的发展，社会学家对与遗传学相关的社会伦理问题的重

视。
>()'#4 J(2)7-

，
!""U

年发表了
\

篇关于文化与宗教的论文，
!""V

年发

c

表了
##

篇；
!""U

年发表了
W

篇关于组织与制度研究的文章，
!""V

年则无

此类文章。与
!""U

年相比，
!""V

年
9>E

更关注劳动就业与教育问题，

c ?>E

则加大了对组织和制度问题的研究。

#．如果读者对相关论文有兴趣，可阅读相关论文的全文，本文提供的信息可视为 $

本杂志在

三大研究领域发表论文的索引。

下文我们简略介绍移民与种族
f

族群研究、家庭婚姻与性别研究、文

化与宗教研究等三大主要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１此外，我们对《社会学

年鉴》（
!""V

）发表的论文亦予以介绍，其中带有专题综述性质的各篇论

·８１２·

社会·
!"#"

·
$



文，可以综合反映国际社会学界的研究成果。

一、移民与种族／族群

有关移民
f

族群的研究历来是美国社会学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欧

洲学术界的“民族主义”研究具有深厚的基础，同时，西方社会学家们也

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民族
f

族群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V

年，
$

本杂志共发表该主题论文共
("

篇，占论文总数的
#\j

，其中
? R>

有
U

篇（总
(\

篇，除“遗传学与社会学”专辑），
>()'#4 J(2)7-

有
#!

篇（总

c U!

篇），
9>E \

篇（总
$#

篇），
? >E

有
Y

篇（总
$\

篇）。

种族
f

族群研究大多依据具体的实证调查材料对某个专题进行分

析，其核心问题始终是：（
#

）种族、族群集团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的相

对位置；（
!

）多种族、多族群社会中人们的认同意识变迁的研究；（
(

）种族

和族群间的文化同化现象及社会融合方面的具体表现。

（一）
?<72')#4 R("2$#4 (; >()'(4(%:

#．《韩裔被收养者及其族群身份探求的社会背景》（“h/0823

+>/J-889 23> '/762: %/3-8F- /< E-.367 EFJ:/02-6/3

”），作者
&6233K63 )88

'.62/

和
[62 1．;,23

。文章关注韩裔被收养者族群认同的演变及其

寻求族群性的方式。文章认为，在影响被收养者是否探求其族群身份

或以何种方式去探求的诸多因素中，社会背景（
9/762: 7/3-8F-

）是关键性

因素。作者运用“扎根理论”（
40/,3>8> -.8/0D

），发现历史时期和某种制

度性的设置为族群身份的探求提供了可能性、内容和具体经验。

!．《族群边界的构建与改变：一种多层过程理论》（“;.8 [2O634 23>

B3=2O634 /< E-.367 P/,3>20689

：
+ [,:-6:8C8: T0/7899 ;.8/0D

”），作者

+3>0829 X6==80

。文章试图综合族群理论的诸多争论。
X6==80

认为

无论是原生论或构建论，皆无法解释为何不同的案例中各个族群所表

现出的特质不同，作者试图构建一种多层过程理论来解释各种类型族

群特质的产生与转变。这一理论假设族群边界是分类竞争与处于一定

位置、一定社会场域中的行动者协商的产物。对于族群边界而言，这一

场域的制度性秩序、权力的分配和政治网络特征起了决定性作用，即决

定了行动者会采取哪种策略来构建族群边界。

(．《墨西哥移民补充及族群和种族的延续意义》（“[8F6723

R==64023- A8J:8369.=83- 23> -.8 %/3-63,634 '6436<672378 /< E-.3676-D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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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8

”），作者
;/=29 A．&6=838@

。文章关注移民模式对移民同化的影

响。本文是在“同化范式”（将族群边界的持续看作是同化测量的函数）

框架下展开的讨论。作者认为，学者们在解释族群边界的性质和持续

性时多少忽略了移民模式的重要角色。研究以墨西哥移民为例，对
#!(

名移民后代进行了深度访谈，考察了移民模式对族群认同及其边界建构

的影响，及认同和边界的性质。作者指出，通过本土主义（
32-6C69=

）的间

接影响，移民后裔日常生活中的“族群”具有持续性意义，而大量移民人

口更使得族群边界明显化，也建构了族群内部的群体边界。研究彰显了

移民模式对同化过程和族群认同建构的重要意义。

$．《#WU" !"""

年大都市地区的学校隔离：政策选择对公共教育的

影响》（“
'7.//: '840842-6/3 63 [8-0/J/:6-23 A846/39

，
#WU" !"""

：
;.8

R=J27-9 /< T/:67D %./6789 /3 T,K:67 E>,72-6/3

”），作者
&/.3 A．)/423

、

_860>08 ?2O:8D

和
&27/K '-/I8::

。文章关注大都市学校中的种族隔离。

长期以来，学者们大多认为，由于白人选择离开废除种族隔离的学区，

以及
!"

世纪
W"

年代许多地区被排除在法庭禁令之外，
#WY"

年前后开

始的废除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努力，其效果是有限且短暂的。作者利

用
#WU" !"""

年的研究数据表明，地区间的学校种族隔离有小幅增

长，而地区内的学校种族隔离则有显著下降，在
#WW"

年之后，这一进程

在一定程度上被打断，但在方向上并没有发生逆转。

\．《循环累积因果、市场转变与中国的出境移民》（“%,=,:2-6C8

%2,92-6/3

，
[20O8- ;02396-6/3

，
23> E=6402-6/3 <0/= %.632

”），作者
d26

)6234

、
[62/ _2C6> %.,3D,

、
S,/-, d.,234

和
X83@.83 b8

。文章关注从

中国福建来到美国的移民。近年来美国学术界的移民研究大多关注墨

西哥移民，此项研究，希望以中国福建移民的个案与有关墨西哥移民的

诸多研究作一比较。

Y．《阶级普世主义的族群基础：反思“俄罗斯”革命精英》（“;.8

E-.367 A//-9 /< %:299 B36C8092:69=

：
A8-.63O634 -.8

“
A,99623

A8C/:,-6/320D E:6-8

”），作者
)6:6232 A642

。研究挑战了有关俄国革命的

普遍共识，作者分析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精英生平后发现，俄罗斯革命的

精英中三分之二的人属于俄罗斯帝国的各少数民族：犹太人、拉脱维亚

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波兰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作者指出，

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的阶级普世主义乃是族群宗派主义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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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巴西种族型塑中的隔离》（“B3=6F634 </0 A278 [2O634 63

P02@6:

”），作者
'-23:8D A．P26:8D

。文章关注巴西社会的种族政策及其

实践。在种族政策方面，巴西政府传统上主张种族混合的政策，但近年

来，巴西开始在雇工时采用种族配额的新政策。
P26:8D

研究了这种政

策转变对相关就业者的认同及其族群边界形塑的影响。

（二）
>()'#4 J(2)7-

#．《双重威险？美国性别和种族对于收入的互动》（“_/,K:8

&8/J20>Di ;.8 R3-8027-6/3 /< S83>80 23> A278 /3 E2036349 63 -.8 B36-8>

'-2-89

”），作者
E=6:D S0883=23

和
b, 568

。在美国社会学和经济学领

域，研究由性别和种族造成的收入差异的文献很多，但对由性别和种族

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收入差异的经验研究却十分缺乏。
S0883=23

和

568

的研究尝试弥补这一空白。通过对美国大范围内少数族群的实证

研究，他们发现，所有少数族群女性所遭受的性别惩罚（
483>80 J832:-D

）

比白人女性小（与同一族群的男性比较）。此外，部分经验数据显示，相

对于其他族群而言，白人家庭的性别角色更为专业化。

!．《美国寄往墨西哥的移民汇款的增长，#WW" !""$

》（“
S0/I-. /<

[ 64023- A8=6--23789 <0/= -.8 B36-8> '-2-89 -/ [8F67/

，
#WW" !""$

），作

者
[20623/ '232

。近年来，从美寄往墨西哥的移民汇款以惊人速度增

长，作者归结于三个因素：移民、汇款意愿和平均收入。研究显示，移民

的增长是
!"

世纪末移民汇款增长的主要原因，但
!#

世纪移民汇款的

增长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此。墨西哥移民越来越倾向于向家乡汇款且数

额增大，一方面反映出移民人口构成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移民融

合的新模式。此外，美国宏观经济变动也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因素。

(．《英语熟练程度的结构和个体差异》（“'-0,7-,02: 23> R3>6C6>,2:

%/C2062-89 /< E34:69. )234,248 T0/<676837D

”），作者
'823'./34 1I234

和

&,23 56

。作者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移民群体的英语熟练程度，这一

模型结合了
T．布劳的群际关系和人力资本模型。作者对 !"""

年美国

人口普查中
!"

个非英语母语群体的个体和加总数据检验，研究结果显

著证实了
T．布劳理论的预测，移民的英语能力与群体规模、居住区隔

呈负相关，与移民中不同层次语言掌握者之间的语言异质性和不平等

性呈正相关。此外，如人力资本模型所预测的那样，个体因素也发挥了

显著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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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移民、英语能力和数字化鸿沟》（“R==64023-9

，
E34:69.

+K6:6-D 23> -.8 _646-2: _6C6>8

”），作 者
160/9.6 ?3/

和
[2>8:638

d2C/>3D

。本文探讨了美国本国居民和外来移民在信息技术拥有和使

用上的差异及其原因，尤其关注英语能力的作用。研究显示，在
#WWU

!""(

年间，外来移民使用电脑或互联网的概率远小于本国居民；讲英语

家庭的美国人使用电脑的概率大于外来移民和讲西班牙语的美国人。

作者用英语能力为预测模型后发现，英语能力和电脑使用呈正相关关

系，结果揭示了外来移民和美国本国居民在使用电脑方面的差异主要归

结于英语能力的差异。

\．《民权运动中的黑人投票研究：一项微观层次的分析》（“P:27O

a/-634 >,0634 -.8 %6C6: A64.-9 [/C8=83-

：
+ [670/)8C8: +32:D969

），作者

h0264 P8D80:863

和
h8338-. ;．+3>08I9

。通过对
#WY#

年
Y""

多名南方

黑人民意调查结果的分析，作者研究了人们对机会和恐慌的感知、政治

化的社会资本，以及对社会变革的个人态度等因素是否形塑了
#WY"

年

的总统选举。研究发现，对黑人社区团结性的预期和对热衷政治的黑

人的压制，鼓励了黑人参与投票，而对融入白人社会的负面预期则降低

了黑人投票的热情。但参与市民、宗教组织和与朋友、同事讨论政治话

题则鼓励了投票。研究拓展了政治环境和社会资本理论，对历史上重

要的市民参与事件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Y．《捍卫地盘：种族统计资料和针对白人与黑人的仇恨犯罪》

（“
_8<83>634 ;,0<

：
A2762: _8=/402J.679 23> 12-8 %06=8 +42639- P:27O9

23> X.6-89

”），作者
%.069-/J.80 &．)D/39

。作者研究了过去
Y

年间芝加

哥警察局的报告、
!"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和芝加哥周边地区的社区调查报

告，对基于种族威胁、宏观结构机会和维护社区视角等因素的诸假设作

了评估。通过采用空间依赖的负二项性模型控制，揭示了芝加哥社区针

对黑人或白人的仇恨犯罪模式。与维护社区模式相一致，针对黑人的仇

恨犯罪在单一的、有着强烈社区认同却又有黑人移民不断进入的白人社

区中十分常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针对白人的仇恨犯罪在黑人和

白人人口构成基本持平的社区发生较多。

U．《多族群世界中的跨社区迁移和空间同化：拉美裔、黑人和英语

裔的比较》（“
R3-80L864.K/0.//> [ 6402-6/3 23> 'J2-62: +996=6:2-6/3 63 2

[,:-6E-.367 X/0:>

：
%/=J20634 )2-63/9

，
P:27O9 23> +34:/9

”），作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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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D:8 %0/I>80

和
&808=D T269

。在本研究中，收入动态研究组

收集的纵向数据验证了人们迁移到临近的多种族
f

族群社区的决定因

素和迁移模式。与空间同化理论的预期相一致，高收入和教育程度高

的人们更倾向迁入非西班牙裔
f

拉美裔居民较多的临近社区，且本地人

比移民更倾向迁往有更多英语裔居住的邻近社区。与地区分层理论一

致，黑人更乐意迁往英语裔较少、拉美裔人口较少的临近社区。对迁入

英语裔较多社区的人们而言，收入因素对少数族群的影响比英语裔大；

在迁入有大量黑人的临近社区时，拉美裔和英语裔表现出的差异很小，

而黑人迁入有大量拉美裔的临近社区时与英语裔没有区别。

V．《美国的种族、教育和宗教内婚：一个比较历史学的视角》

（“
A2762:

，
E>,72-6/32: 23> A8:646/,9 E3>/42=D 63 -.8 B36-8> '-2-89

：
+

%/=J202-6C8 169-/0672: T809J87-6C8

”），作者
[67.28: &．A/983<8:>

。通过分

析多种来源的调查数据，作者从种族、教育和宗教方面，对
!"

世纪美国的

婚姻模式进行了对照后发现，种族内婚在
!"

世纪下降十分迅速，但种族

在婚姻中仍然是最大的隔阂；高学历对黑人和白人的种族内婚的影响都

很小；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隔阂仍然很大，但天主教和新教在婚姻中

的隔阂从
!"

世纪初开始减弱；相似教育背景人群的结合一直十分稳定。

W．《谁在迁往南方？ #WU" !"""

年美国白人和黑人移民趋势》

（“
X./ 69 182>8> '/,-.

？
B．'．[6402-6/3 ;083>9 63 P:27O 23> X.6-8

，

#WU" !"""

”），作者
)200D )．1,3-

，
[2--.8I ?．1,3-

和
X6::62= X．

M2:O

。通过对
#WU" !"""

年的人口调查样本的研究，作者分析了白人

和黑人在初次移民、回归移民至南方和选择性移民之间的区别，发现相

对于白人来说，黑人移民在南方增长很快。另外，对快速增长的黑人移

民潮选择模式的分析表明，青年人和受过更高教育的黑人妇女是这种

地区性人口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

#"．《警戒线：青少年跨种族恋情和学校同伴的干预》（“S,20>8>

P/0>809

：
+>/:89783- R3-8002762: A/=2378 23> T880 ;0/,K:8 2- '7.//:

”），作

者
_808O +．h082480

，
T8339D:C2362 '-2-8 B36C8096-D

。在过去半个世纪

中，尽管我们见证了反对族际通婚法律的解除和随之而来的族际通婚

增加，但是族际通婚的总数仍很有限。低族际通婚率可能部分源于社

区和家庭对年轻人族际恋情的非正式制裁，研究试图检验：与其他族群

成员恋爱的相比与同族人恋爱的青少年，是否面临更大的校内择友困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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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结果发现，与其他族群成员恋爱会招致本族同龄人的责备与制裁，

当白人与黑人发生恋情时，这种责备与制裁最为强烈。

##．《社会交往和种族f

族群工作匹配》（“
'/762: %/3-27-9 23> A278f

E-.367 &/K [2-7.634

”），作者
h8C63 '-263K27O

。一些研究成果和媒体常

将“网络”吹捧为获取好工作的有效路径，也有学者指出，社会网络的族

群分化可能产生以族群为区隔的工作群体和机会结构。研究发现，对

于所有使用社会交往来寻找工作的个体来说，交往可使同一种族的求

职者大大提高工作匹配机会；而交往中介若由其他种族管理，则会显著

阻碍这一过程。这一研究同时揭示了当教育程度提高和在较大工作场

所工作时，种族
f

族群工作匹配会降低。如交往中介管理者属于其他种

族时，并不能向申请者提供高收入和有权力的工作机会，但却能为黑人

和西班牙语裔走向低层次的管理职位提供路径。

#!．《跨种族婚姻和同居的关系质量》（“A8:2-6/39.6J `,2:6-D 63

R3-808-.367 [20062489 23> %/.2K6-2-6/39

”），作者
P0D3>: E．1/.=233

和

T2,: +=2-/

。基于全国家庭调查数据及脆弱家庭和孩子幸福感的调查数

据，作者研究了已婚夫妇和同居伴侣的关系满意度、关系冲突对关系脆弱

性的评价。研究发现，跨种族通婚
f

同居组的双方对于关系质量的评价比

同种族通婚
f

同居组双方的评价要低。这种差异在女性
f

男性、已婚
f

同居

等不同情况中都适用。婚姻
f

同居关系质量的差异很大部分源于双方关系

史、共同价值观和父母支持度，而社会经济因素并不能很好解释这些差异。

（三）
?<72')#$ >()'(4(%')#4 E76'7+

#．《美国大都会中西班牙语裔的隔离：探讨空间同化的多种形式》

（“
169J2367 '840842-6/3 63 [8-0/J/:6-23 +=80672

：
EFJ:/0634 -.8 [,:-6J :8

M/0=9 /< 'J2-62: +996=6:2-6/3

”），作者
&/.3 R78:23>

和
hD:8 +338 L8:9/3

。

根据
!"""

年人口普查数据，作者计算了基于种族和出生地的西班牙语

裔居民的居住隔离水平，并以多元模型研究群体特征间的联系，在隔离

计算中使用了可替代的参照群体———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非洲裔美

国人和不同种族的西班牙语裔。研究显示，西班牙语裔经历了多重和

并存的跨代空间同化，即美国出生的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语裔，与盎格

鲁人、非洲裔和美国出生的但非同一种族的西班牙语裔相比，其隔离程

度要小于国外出生的上述各族群。但作者找到了一些例外来证明种族

对隔离的持续影响，如西班牙语裔黑人呈现出与盎格鲁人的高度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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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国出生的西班牙语裔黑人与其他拉美裔群体的隔离程度并不比与

国外出生的其他拉美裔群体的隔离程度低。

!．《超越普查区域：多地区种族隔离的模式和决定因素》（“P8D/3>

-.8 %839,9 ;027-

：
T2--803 23> _8-80=6323-9 /< A2762: '840842-6/3 2-

[,:-6J :8 S8/402J.67 '72:89

”），作者
P2008-- +．)．)88

、
'823 M．A820>/3

和
S:833 M608K2,4.

等。文章用一种新的“范围—自由”方法，即结合明

确的空间概念和方法，以探讨跨越不同范围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区域环

境的种族隔离。作者基于
!"""

年美国前
#""

个大都会地区的人口普

查数据，描述了黑人—白人、西班牙语裔—白人、亚裔—白人和多种群

体在不同范围内的隔离程度。作者认为，对于每种群体组合，大都会的

结构特征都能将微观隔离从宏观隔离中分离出来，并将它们的影响加

以分解，这主要是源于种族居住模式在不同的地理距离上出现的变化。

(．《军队中的种族和性别满意度：经营管理机制的效用》（“E-.367

23> S83>80 '2-69<27-6/3 63 -.8 [ 6:6-20D

：
;.8 E<<87- /< 2 [806-/702-67

R39-6-,-6/3

”），作者
&8336<80 167O89 ),3>e,69-

。研究对象是一个性别冲突

加剧、但却改善了种族不平等的机构：美国军方。该研究将军队与平民

社会区别开来，使其成为一个独特的样本，从而探讨内部的不平等性。

作者使用
#WWW

年美国现役军人调查资料（
'+_T

）发现，就自我评估工作

满意度和生活质量等而言，黑人男性
f

女性、拉美裔男性
f

女性和白人女性

比白人男性对兵役有更强的感知利益。最后，作者讨论了组织结构如何

可以强大到扭转关键地位群体之间的相对满意度差异。

$．《白人逃离的空间力学：当地及周边地区种族情况对外迁邻区的

影响》（“
'J2-62: _D32=679 /< X.6-8 M:64.-

：
;.8 E<<87-9 /< )/72: 23>

EF-02:/72: A2762: %/3>6-6/39 /3 L864.K/0.//> ?,-[6402-6/3

”），作者

hD:8 %0/I>80

和
'7/-- &．'/,-.。研究使用收益动力学的小组研究和三

次美国普查的资料，探讨了社区周边种族环境对于白人搬出所在社区

可能性的影响。居民区周边高密度的少数族群状况会减少白人外迁的

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因素也抑制了最近周边居民的种族构成

对白人外迁的影响，但近年来，地区外少数族群人口规模的增长增加了

白人外移的可能性。研究强调除了需要考虑社区内的种族条件之外，

特别需要理解流动的决定机制和由此产生的隔离模式。

\．《欧洲移民符号边界的建构》（“;.8 %/3<64,02-6/3 /< 'D=K/: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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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20689 242639- R==64023- 63 E,0/J8

”），作者
%.069-/J.80 +．P26:

。文

章通过比较
!#

世纪欧洲国家中相对明显或“建构”的多重符号边界，提

供了这些进程的第一个全景。结果显示，被公众采用的符号边界并不

符合官方提出的“融合的哲学思想”。作者使用人口、社会、经济、制度

和历史的丰富数据，建立假设以解释这种新发现的变化。

Y．《嵌入性与身份：移民如何将抱怨转化成行动》（“E=K8>>8>3899

23> R>83-6-D

：
1/I R==64023-9 ;,03 S068C23789 63-/ +7-6/3

”），作者
P80-

h:23>80=239

，
&/]2338O8 C23 >80 ;//03

和
&27e,8:683 C23 '-8O8:83K,04

。

穆斯林移民如何在社会和政治上融入西方社会是当今西方国家关注的

问题之一。许多研究探讨移民是否会通过参与集体政治行动来改变其

社会状况。尽管既有文献未对移民集体行动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都

提供了与愤怒、功效、身份、情感和根植于民间社会网络所产生的影响

相关的预测杠杆机制。作者的分析由彼此独立但主题相同的三项研究

组成，即荷兰的土耳其移民（
#!Y

例）、摩洛哥移民（
V"

例）和纽约土耳其

移民（
#""

例），结果表明，已知的社会心理机制对本土公民的影响功能

很大程度上对移民也是相似的。

（四）
9"2(=7#$ >()'(4(%')#4 E76'7+

#．《欧洲的反移民态度：外群规模和可觉察的民族威胁》（“+3-6

R==64023- +--6-,>89 63 E,0/J8

：
?,-40/,J '6@8 23> T80786C8> E-.367

;.082-

”），作者
'6:O8 )．'7.386>80

。通过对“族群竞争”概念的重新定

义，研究在两种外群规模测量方法上做出的贡献。为了提高国家间的

可比性，对外群人口规模的测量基于的是“生于国外”的指标而非公民

身份。同时，由于外群人口规模不仅能衡量族群竞争，还能结合机会和

对移民的亲密性这两个变量行进分析，从而使族群接触理论重新受到

重视。研究表明，族群间的经济和社会竞争在解释国家间反对移民态

度的差异上所起的作用可能比通常假设的要小，与之相比，可能是亲密

感的缺乏、对于价值观和文化冲突的恐惧左右着外族人口规模和反移

民态度之间的关系。

!．《荷兰的族群竞争和反对族际通婚：一个多层方法》（“E-.367

%/=J8-6-6/3 23> ?JJ/96-6/3 -/ E-.367 R3-80=2006248 63 -.8 L8-.80:23>9

：
+

[,:-6)8C8: +JJ0/27.

”），作 者
&/7.8= ;/:9=2

，
[2078: ),KK809

和

[2078: %/83>809

。作者调查了居住环境特征与对外族敌对态度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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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旨在解释反对族际通婚的现象，着重分析当社会原始特征和其他相

关个体层面上的特征被控制时，相关族群的人口规模、经济·文化竞

争、安全威胁和社会凝聚力在何种程度上影响荷兰及其邻近地区出现

的族群敌对态度。研究表明，在荷兰，族际交往的增加可减少对种族通

婚的反对，但外族人口增多使人们更加反对族际通婚；在邻里层面，在

低教育者人群中与外族的交往会增加对通婚的抵制，在高教育人群中

则会减少抵制。研究显示，唯一导致反对族际通婚的竞争是经济竞争。

(．《德国小学择校和种族学校隔离现象》（“T06=20D '7.//: %./678

23> E-.367 '7.//: '840842-6/3 63 S80=23 E:8=83-20D '7.//:9

”），作者

%/038:62 h069-83

。文章分析了择校过程及其对种族学校隔离现象的影

响。作者阐释了择校的三个阶段：对可供选择学校的印象、对这些学校

的评估和最后的选择决定。基于在德国城市
E9983

的德国家庭和土耳

其家庭关于小学择校的调查数据表明，在可供选择的街区小学中，土耳

其家庭的孩子比德国家庭的孩子更倾向进入外国人群体较多的小学，

这种择校模式在整体上加剧了学校的族群分离现象。在择校过程中，

相比于族群差异，父母对学校的评价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揭开可感知的群体威胁与外群诋毁间的因果关系：来自德国和

俄罗斯跨国研究的证据》（“
_6983-234:634 -.8 %2,92: A8:2-6/39 /< T80786C8>

S0/,J ;.082- 23> ?,-40/,J _80/42-6/3

：
%0/99L2-6/32: EC6>8378 <0/= S80=23

23> A,99623 T238: ',0C8D9

”），作者
E:=20 '7.:,8-80

，
T8-80 '7.=6>-

和
B:067.

X24380

。文章认为，感知的族群威胁或是外群诋毁的原因，或是外群诋

毁的结果，或是两者互为因果。作者为这些基于德国和俄罗斯小组跟踪

研究的理论模型建立了一个纵向检验，利用潜在的自回归交叉滞后模

型，发现对于受威胁群体利益的知觉是德国人对外国人的厌恶和消极态

度，以及俄罗斯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产生隔阂的原因，但数据分析

并未对两个模型提供足够的支持。

\．《对于移民的评价与支持：一个跨国比较研究》（“a2:,89 23>

',JJ/0- </0 R==6402-6/3

：
+ %0/99%/,3-0D %/=J2069/3

”），作者
E:>2>

_2C6>/C

、
P20- [8,:8=23

、
&22O P6::68-

和
T8-80 '7.=6>-

。这项跨国研究采

用一个新的
!#

项量表，评价了基本的人类价值取向，通过两个维度把

对移民态度的测量指标操作化了：允许移民进入本国的意愿和拒绝他

们进入的情况。作者利用多组多指标结构方程模型（
[S'E[

）对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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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在移民态度上的价值取向进行了对比。
[S'E[

模型对在
#U

个国家的假设提供了有力支持：自我超越对于支持移民起到积极的作

用，希望保持现有人口规模的考虑产生的作用是消极的。

二、婚姻、家庭与性别

!""V

年，
$

本期刊发表该主题论文共
("

篇，本文选取其中的
#V

篇

加以介绍。

（一）
?<72')#$ R("2$#4 (; >()'(4(%:

#．《制造改变或打包机会？超市管理中有关女性歧视诉讼案的影

响》（“
T0/>,7634 %.2348 /0 P244634 ?JJ/0-,36-Di ;.8 E<<87-9 /< _69706=632-6/3

)6-642-6/3 /3 X/=83 63 ',J80=20O8- [23248=83-

”），作者
'.80D: 'O2449

。过去

$"

年以来，女性在工作场所的状况已经得到较大改善，但管理层中的女

性比例仍然很低，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状况呢？作者使用了美国全国

平等雇佣机会（
EE?#）中有关超级市场行业的数据，分析了有关女性歧

视的高姿态（
.64.J0/<6:8）诉讼案件存在的影响。

!．《双薪夫妇的闲暇时间：家庭时间分配的不平等和消极现象》

（“
?<<'7.8>,:634 I6-.63 _,2:E20380 %/,J:89

：
+3 B38e,2: 23> L842-6C8

EF-8032:6-D </0 M2=6:D ;6=8

”），作者
)2,083- )89320>

。文章关注双薪夫

妇家庭闲暇时间的安排，反映了就业夫妇双方闲暇时间分配上存在的

不平等现象及其决定权。

（二）
9"2(=7#$ >()'(4(%')#4 E76'7+

#．《伴侣资源：支持还是限制职业？#W$" !""(

荷兰发展状况》

（“
A89/,0789 /< -.8 T20-380

：
',JJ/0- /0 A89-067-6/3 63 -.8 ?77,J2-6/32:

%20880i _8C8:/J=83-9 63 -.8 L8-.80:23>9 P8-I883 #W$" 23> !""(

”），作者

E::83 a80K2O8:

和
T2,: [．>8 S022<

。论文讨论了这个时期荷兰伴侣在

职业流动上的角色，流动被定义为职业地位的向上和向下的移动。作

者用重大历史事件分析方法，研究了劳动力市场
\ "YV

个受访者及其

伴侣，未能证实拥有伴侣对于女性职业流动具有影响，但在男性职业流

动上有很小的积极影响。伴侣拥有的劳动力市场资源对本人向上的职

业流动有影响，但在向下的流动时，伴侣对两性均无影响。

!．《($个国家的国家环境和夫妻家务劳动状况》（“L2-6/32: %/3-8F-

23> 'J/,989

’
1/,98I/0O 63 ($ %/,3-0689

”），作者
h3,> h3,>983

和
h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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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03899

。文章认为国家环境和个体因素对配偶在家庭中的贡献具有

影响，关注这一问题更能了解伴侣间组织和分配家务劳动的方式。基

于对
($

个国家数据的多层次分析，探讨了伴侣的绝对和相对贡献及宏

观层面的权力和个体层面的因素在伴侣家务劳动中的相互影响。

(．《欧洲离婚妈妈的育儿策略：一项比较分析》（“%.6:>7208

'-02-84689 /< _6C/078> [/-.809 63 E,0/J8

：
+ %/=J202-6C8 +32:D969

”），作

者
T8-80 A28D=287O809

、
%20/:638 _8I6:>8

、
)2,083- '3/87OF

和
_6=6-06

[/0-8:=239

。研究关注雇佣 支持政策对离婚妈妈这个特殊亚群体育

儿的影响，揭示了正式和非正式育儿系统间的相互作用。运用

E%1T#(

个国家的纵向数据，作者评估了离婚妈妈多种育儿方式产生

的影响，社会网络的充实扮演了重要的补偿角色，使离婚妈妈增加对正

式儿童保育项目的使用。另外，在拥有有限育儿供应的国家，拓展的非

正式支持导致了正规育儿服务的增长。

$．《职业性别成分在收入方面的影响：西班牙的职业专业化、性别

角色态度和国内劳动力分布》（“
;.8 E<<87- /< ?77,J2-6/32: '8F

%/=J/96-6/3 /3 E2036349

：
&/K'J8762:6@2-6/3，'8FA/:8 +--6-,>89 23> -.8

_6C696/3 /< _/=89-67 )2K/0 63 'J263

”），作者
&2C680 S．T/:2C68]2。这一研

究使用了第二轮欧洲社会调查中的西班牙人样本，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职业性别分离在工资方面的影响可以用工人的性别角色态度、在本国

的相关收入和职业特有的人力资本需求来解释。

\．《平等了吗？家庭特征变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Ee,2:6@634

/0 L/-i ;.8 E<<87- %.234634 1/,98./:> %.2027-8069-679 /3 R37/=8

R38e,2:6-D

”），作者
[207/ +:K80-636

。通过来自意大利银行的家庭收入

与财富调查，文章探究了家庭人口、经济特点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

系。此外，文章分析了家庭形式的变化如何影响了意大利人收入不平

等的水平，发现意大利家庭的平衡能力在近几十年逐步下降，最近的家

庭形式变化未能促进收入平等；另一方面，研究也发现不同家庭形式间

收入差异的关联性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有所增长。

Y．《找到了出路吗？西德、东德和波兰女性的就业模式》（“M63>634

;.860 X2Di M8=2:8 E=J:/D=83- T2--8039 63 X89- S80=23D

，
E29-

S80=23D

，
23> T/:23>

”），作者
+332 [2-D962O

和
'-8J.2368 '-863=8-@

。

研究发现，在后社会主义的波兰和东德，女性就业模式与西德的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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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主要体现在女性就业受子女和丈夫的影响程度较小，且倾向于独

立自主的发展，反对在经济上依靠丈夫生活的家庭模式，社会结构转型

对她们就业行为的影响不大。

U．《关系解体会导致失业吗？一项对于分居男女的健康和失业风

险的纵向研究》（“
_/89 B36/3 _699/:,-6/3 )82> -/ B38=J:/D=83-i +

)/346-,>632: '-,>D /< 182:-. 23> A69O /< B38=J:/D=83- </0 X/=83 23>

[83 B3>804/634 '8J202-6/3

”），作者
R:2062 %/C6@@6

。本文使用瑞典家庭

小组研究（
'1T

）的数据，利用考克斯（
%/F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估测了

#WWW !""$

年间关系破裂对已婚或同居的在职男女的失业影响。研究

结果表明，关系破裂的人比正处于婚姻或同居关系中的人更易遭遇失

业。此外，男女所遭遇的关系破裂，对于各自劳力市场地位的影响有性

别差异，在控制了性别变量之后，男性的失业风险仍比女性大。

V．《再婚作为克服离婚后经济困难的方式：一项对欧洲妇女经济需

求假 说 的 检验》（“
A8=2006248 29 2 X2D -/ ?C807/=8 -.8 M6323762:

%/398e,83789 /< _6C/078

：
+ ;89- /< -.8 E7/3/=67 L88> 1DJ/-.8969 </0

E,0/J823 X/=83

”），作者
%20/:638 _8I6:>8

和
X6:<08> B,3O

。文章采用

欧共体
##

个成员国家庭小组研究的纵向数据，估测了离异女性的收入

与再婚两个变量间的相互作用。研究结果验证了经济需要假说，即如

果女性在离婚前的收入低，并在离婚后收入有所减少，那么再婚的可能

性就会提高；再婚对增加收入会起到积极的效果，但对于离婚后经济开

支更大的女性而言，积极的效果不甚明显。文章也表明，与低福利国家

相比，高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会推迟再婚现象的发生。

（三）
?<72')#$ >()'(4(%')#4 E76'7+

#．《在美国男女的职业流动和工资轨迹》（“&/K [/K6:6-D 23> X248

;02]87-/0689 </0 [83 23> X/=83 63 -.8 B36-8> '-2-89

”），作者
'D:C62

M,::80

。通过使用多维模型和
#WUW !""!

年美国青年纵向调查（
L)'b

）数

据，作者探讨了流动如何影响工资增长的轨迹，发现当前流行的关于职

业流动的经济学模式不完全具有解释力，因为这种模式倾向于将个体从

更广泛的工作历史模式中分离，并将流动视为一种没有情境的选择。男

性和女性不同程度的劳动力依附关系和家庭环境具有影响力，即那些越

少依附于劳动力的人，从不断更换的工作中得到的好处越少，而对于已

婚或有孩子的女性而言，较少的职业流动才能得到较好的工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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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重组与管理层晋升中的性别差异》（“%/0J/02-8 A89-0,7-,0634

23> '8F _6<<8083789 63 [23248062: T0/=/-6/3

”），作者
&/.3 %．_837O80

。作者

研究了普遍的公司重组对产生管理层性别不平等所发挥的作用。作者

对一家进入财富
\""

强公司的人事档案进行了纵向分析，其结果与机会

结构中存在性别歧视的情况一致。研究还显示，公司会为了回应性别平

等的压力而提升女性。较前几年，在公司结构调整期间，女性晋升的几

率要高于男性，但在重组期间，几乎没有女性能够晋升到高层管理职位

上。这是因为裁员延缓了所有管理人员的晋升率；相对于男性，女性职

业生涯的起点较低；女性的提升优势往往是短暂的。

(．《民主进程、妇女运动和性别平等状况：一个比较的框架》

（“
_8=/702-6@2-6/3

，
X/=83

’
9 [/C8=83-9

，
23> S83>80Ee,6-2K:8 '-2-89

：

+ <02=8I/0O </0 %/=J2069/3

”），作者
&/78:D3 a6-8032

和
h2-.:883 [．

M2::/3

。文章的分析框架强调四个理论因素，即转型的背景、妇女前动

员的遗产、政党，以及国际影响、共同型塑的政治机遇和意识形态对转

型国家的妇女运动的影响。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个比较的分析框架以评

估更多案例中的差异。

$．《在族群和宗教下的性别和教育—就业悖论：以阿拉伯裔美国人

为例》（“
S83>80 23> -.8 E>,72-6/3E=J:/D=83- T202>/F 63 E-.367 23>

A8:646/,9 %/3-8F-

：
;.8 %298 /< +02K +=8067239

”），作者
&83323 S.2@2:

A82>

和
'.20/3 ?98:63

。研究发现，相对于美国大多数其他妇女群体而

言，阿拉伯裔妇女有较高的学业成就，但就业率较低。阿拉伯裔美国人

普遍支持妇女接受教育，但并不是为了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而是为了

确保子女更好地社会化、家庭更加稳固，最重要的是族群和宗教的认同

得以维续。与人们普遍持有的女性教育将促进性别平等的观点相反，文

章的结论突出了女性教育在一定群体中如何复制重男轻女的性别关系。

\．《选择退出？ #WY" !""\

年职业女性就业率的同期群差异》

（“
?J-634 ?,-i %/./0- _6<<8083789 63 T0/<8996/32: X/=83

’
9 E=J:/D=83-

A2-89 <0/= #WY" -/ !""\

”），作者
%.069-638 T807.89O6

。作者对
#W"Y #WU\

年出生的女性同期群分析后发现，在从事专门职业和管理工作且受过

大学教育的女性中，就业水平的增长覆盖了所有同期群体，即使那些从

事传统男性职业和有年幼孩子的女性，其全日制和年就业率的持续增

长也覆盖了所有的同期群体。尽管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未增长，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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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W\Y

年后出生的职业女性中，仅有不到
Vj

的

女性会在其生育后的第一年辞去工作，休息一年或更久。此外，在所有

同期群中，母亲和无子女女性间的就业率差异正在缩小。

Y．《家庭结构的稳定与变迁和母亲健康轨迹》（“'-2K6:6-D 23>

%.2348 63 M2=6:D '-0,7-,08 23> [2-8032: 182:-. ;02]87-/0689

”），作者

'202. ?．[82>/I9

、
'202 '．[7:232.23

和
&82338 P0//O9S,33

。作者使

用脆弱家庭和儿童福利研究（
3k ! $$V

）的数据，探讨母亲身心健康的轨

迹；特别关注在生产后的前
\

年，母亲与孩子生父的居住关系。研究者

发现，在产后一年，婚姻中的母亲其身心健康要好于未婚母亲，但这种

健康差距不会随着时间而增加。尽管这些影响似乎是相对短暂的，但

是对精神健康的影响比身体健康更大。另外，婚姻解体通常导致母亲

健康变差，然而婚姻建立似乎不会使母亲更加健康。

U．《女性中的性别权力关系：黑人女同性恋再婚家庭的家庭决策研

究》（“
S83>808> T/I80 A8:2-6/39 2=/34 X/=83

：
+ '-,>D /< 1/,98./:>

_87696/3 [2O634 63 P:27O

，
)89K623 '-8J<2=6:689

”），作 者
[643/3 A．

[//08

。作者分析了女同性恋为户主家庭中的
(!

位黑人妇女，发现尽

管同性伙伴承担规定的角色，但是生母承担更多家务。而更多的家务

责任换得对家务组织的更大权威，包括家庭财政和子女抚养。生母对

家庭的控制主要源于她与孩子的法律关系，以及被视为对孩子的幸福

负有更大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她的同伴挣得更多，这种模式依然

会维持。没有男性权威的性别结构或是高收入的物质优势，这些家庭

伙伴以更大的关系权力控制家庭劳动。

V．《美国有子女家庭中的不平等，#WU\ !""\

》（“
R38e,2:6-D 2=/34

+=806723 M2=6:689 I6-. %.6:>083

，
#WU\ -/ !""\

”），作者
P0,78 X89-803

、

_860>08 P://=8

和
%.069-638 T807.89O6

。作者将收入不平等视为劳动力

市场中收入的分配和家庭收入共享的共同作用的产物，并通过使用人口

调查（
[%T'

）的年度数据，构建了一个用以分解家庭收入不平等的框架。

分析显示，教育差距和单亲会导致收入不平等，但教育水平的增加和女

性就业可以抵消这些影响；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群体内不

平等的持续扩大，这涵盖了所有类型的家庭和所有层次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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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与宗教研究

!""V

年，
$

本期刊发表此专题论文共
#V

篇。

（一）
?<72')#$ R("2$#4 (; >()'(4(%:

#．《保守的新教徒与财产：宗教如何导致持续的财产贫困》

（“
%/3980C2-6C8 T0/-89-23-9 23> X82:-.

：
1/I A8:646/3 T80J8-,2-89 +998-

T/C80-D

”），作者
)692 +．h869-80

。该文关注的是美国保守派新教徒持

续的财产贫困与其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
h809-80

的研究使用了美国

“全国青年纵向调查”（
L)'b

）和“经济价值调查”（
Ea'

）的资料。研究

表明，有限的教育获得、早生育、家庭规模较大、妇女劳动力参与率较低

等因素对保守派新教徒较低的财富积累有显著性影响，且保守派新教

徒的宗教信仰对其财富、人口行为有直接的影响。

!．《美国多元性社区中的教会组织，#VW" #W!Y

》（“
S0/I634 %.,07.

?04236@2-6/39 63 _6C8098 B．'．%/==,36-689

，
#VW" #W!Y

”），作者
'2K2376

B36C8096-D

、
?@48723 h/72O

和
S:833 A．%200/::。该文关注宗教多样性对社区

中教会组织及其成员的影响，通过对美国多种族、多宗教社区中教会组织

的运行机制和信徒行为模式的分析，对各种解释理论进行实证检验。

(．《宗教多元与宗教参与：博弈论的分析》（“A8:646/,9 T:,02:69= 23>

A8:646/,9 T20-676J2-6/3

：
+ S2=8 ;.8/08-67 +32:D969

”），作者
[67.28:

[7P06>8

。该文关注宗教多元与宗教参与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既没有

支持世俗主义的研究范式，也没有对宗教社会学的宗教经济研究范式

构成消解，但是他的讨论深化了对两种理论的现实理解，对博弈论模型

的应用也为宗教研究引入了新的分析方法。

（二）
>()'#4 J(2)7-

#．《幸福永伴？城市家庭的宗教、婚姻状况、性别和关系质量》

（“
12JJ6:D EC80 +<-80

？
A8:646/3

，
[206-2: '-2-,9

，
S83>80 23> A8:2-6/39.6J

`,2:6-D 63 B0K23 M2=6:689

”），作者
L67./:29 1．X/:<63480

和
X．P02></0>

X6:7/F

。作者通过对“破碎家庭和儿童幸福观研究”前三期调查数据的

统计分析发现，在城市家庭中，父亲宗教参与（不论婚姻状况如何）的持

续性与家庭的良好人际关系相关；然而，母亲的宗教参与则与家庭人际

关系质量无显著关联。该结论揭示出宗教对不同性别人际关系的影响效

应比宗教对婚姻状况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作者指出，男性在人际关系上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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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更依赖于其关系的制度性背景，如对正式宗教组织的参与程度。

!．《美国的宗教和生育力：生育愿望的影响》（“A8:646/96-D 23>

M80-6:6-D 63 -.8 B36-8> '-2-89

：
;.8 A/:8 /< M80-6:6-D R3-83-6/39

”），作者

'202. A．12D</0>

和
'．T.6:6J [/0423

。通过对
!""!

年全国家庭增长调

查数据的分析，作者发现那些填答“宗教在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女性拥

有较高的生育力和生育愿望。而意外生育、已达生育年龄或者推迟生

育的程度并没有导致生育力上的宗教差异。因此，那些认为宗教在生

命中非常重要的女性拥有更传统的性别和家庭观念，这些观念的差异

从实质上解释了生育力方面的差异。

(．《宗教实践和穆斯林道德习性的形塑》（“E=K/>D634 -.8 M26-.

：

A8:646/,9 T027-678 23> -.8 [2O634 /< 2 [,9:6= [/02: 12K6-,9

”），作者

_2368: X637.89-80 [ 63389/-2

。本文采用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和深入访谈

方法，调查美国密苏里州一个成年穆斯林皈依群体如何在宗教实践中

生产新的道德自我。作者展示了仪式祈祷者的宗教实践、皈依者形成

的道德倾向和习性，阐释了社会行动者如何建构道德自我和道德生活。

$．《想象国家：印度尼西亚的妇女运动、宗教和公共空间》

（“
E3C696/3634 -.8 L2-6/3

：
X/=83 +7-6C69-9

，
A8:646/3 23> -.8 T,K:67

'J.808 63 R3>/38962

”，作者
A27.8: A632:>/

。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宗教复

兴运动和妇女对市民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几乎同时发生。在
!#

世纪

印度尼西亚民族国家如何被重新想象和建构中，穆斯林妇女组织扮演

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穆斯林妇女活动家应该被视为印度尼西亚民族国

家重新整合的参与者。

\．《信仰、道德和死亡率：宗教对人口健康的生态影响》（“M26-.，

[/02:6-D 23> [/0-2:6-D

：
;.8 E7/:/4672: R=J27- /< A8:646/3 /3 T/J,:2-6/3

182:-.

”），作者
;0/D %．P:237.20>等。本文在生态学数据库的基础上，使用

新的理论和方法论视角，探讨美国宗教生态学和死亡率之间的复杂关联。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健康中心，以及
!"""

年教会和教徒统计数据。

Y．《宗教社会学的发展动向》（“M,-,08 _6087-6/39 63 -.8 '/76/:/4D /<

A8:646/3

”）。作者
%.069-623 '=6-.

。在过去
!"

年中，宗教社会学获得了理

论创新和经验研究两个方面的发展。作者指出，宗教在社会、政治、经济

和文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是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同时，宗教社

会学的研究必须扩大其研究视野，重新定位其研究兴趣点，建立新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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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调查议题，并重新思考部分有影响力的理论假设、框架和范式。

U．《伊斯兰宿命论和文明的冲突：对于争议和怀疑理论的评价》

（“
R9:2=67 M2-2:69= 23> -.8 %:29. /< %6C6:6@2-6/3

：
+3 +JJ02692: /< 2

%/3-83-6/,9 23> _,K6/,9 ;.8/0D

”），作者
S2K068: +．+78C8>/

。作者讨

论了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这一有争议的论点，以及强调了宿命论作为

伊斯兰宗教内在特征的作用。研究指出，宿命论在伊斯兰世界仍然是

一个被广泛误解的现象，宿命论的理解需要从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

政治过程等方面考虑。

V．《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年轻穆斯林的宗教原教旨主义》（“A8:646/,9

M,3>2=83-2:69= 2=/34 b/,34 [,9:6=9 63 E4DJ- 23> '2,>6 +02K62

”），作

者
[239//0 [/2>>8:

和
'-,20- +．h202K8367O

。作者通过对埃及和沙特

阿拉伯
#V !\

岁年轻人的调查，发现那些信奉原教旨主义的人更倾向

于将宗教权威视为伊斯兰社会政治知识的来源，支持宗教法、宿命论且

缺乏安全感，也较少看电视。沙特阿拉伯妇女比男性更信奉原教旨，但

是埃及的情况恰好相反。

W．《经文、罪过和拯救：对于神学守恒的再思考》（“'706J -,08，'63 23>

'2:C2-6/3

：
;.8/:/4672: %/3980C2-6/3 A87/396>808>

”），作 者
)D33 [．

18=J8:

和
&/.3 T．P20-O/I9O6

。作者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认为神学

守恒模型有认识论、存在论和救赎论三个因素，相信对于耶稣的忠诚能

够使救赎成为可能。在这一研究中，结构方程式模型被应用于检验这

一模型的信度、效度及其与当前宗教研究的相关性。

#"．《精英科学家的世俗化和信仰变动》（“'87,:206@2-6/3 23>

A8:646/,9 %.2348 2=/34 E:6-8 '7683-69-9

”），作者
E．1．E7O:,3>

、
&800D d．

T20O

和
T.6: ;/>> a8:6@

。作者比较了两个时间段（
#WYW

年和
!""\

年）、

两类人群（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宗教性上的差异，揭示了科学

家宗教性的下降和宗教组成的变化。总体来说，这些结论质疑和修正

了以往对于宗教对科学家生活影响的评价。

##．《社会和基因对于青少年宗教态度和实践的影响》（“'/762: 23>

S838-67 R3<:,83789 /3 +>/:89783- A8:646/,9 +--6-,>89 23> T027-6789

”），作

者
)63>/3 &．E2C89

等。研究发现，生物基因对青少年宗教态度的影响力

非常小，仅占方差的
#"j

，而社会环境的影响较大，超过了
\"j

；同一家庭

的子女间的相似性可由家庭环境因素所解释。作者指出，在青少年和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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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宗教信仰研究中，需要结合社会化模型和基因模型这两个方面。

（三）
?<72')#$ >()'(4(%')#4 E76'7+

#．《分则存，合则亡：宗教多元主义，施予和志愿服务》（“_6C6>8>

X8 '-23>

，
B36-8> X8 M2::

：
A8:646/,9 T:,02:69=

，
S6C634

，
23> a/:,3-880634

”），作者

M02378972 P/04/3/C6

。作者以美国某州的个人生活作为研究对象，研究

结果显示高程度的宗教多元化与个人定期参加宗教服务的频率不具相

关性。然而，宗教多元化与宗教志愿服务存在正相关，与施予的相关性

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宗教团体的虔诚度与其个人基于世俗目标的给予

和志愿活动之间不具相关性。

!．《宗教和公民认同的建构》（“A8:646/3 23> -.8 %/39-0,7-6/3 /<

%6C67 R>83-6-D

”），作者
T2,: )67.-80=23

。文章使用
#WWV !"""

年对美国

某中型城市由同一个地方宗教联盟创办的两个以宗教为基础的组织研

究资料。尽管共享同样的宗教是他们的目标，组织成员对公民认同都

会使用宗教术语进行激烈的争论，解决争端需要重新界定或强调集体

认同的边界。文章为理解人们如何利用宗教来包含或排斥其他类型的

公民关系提供了新思路。

(．《文化全球化和艺术新闻业：#W\\ 年至 !""\

年荷兰、法国、德国

和美国报纸中的艺术和文化新闻报道的国际化走向》（“
%,:-,02:

S:/K2:6@2-6/3 23> +0-9 &/,032:69=

：
;.8 R3-8032-6/32: ?0683-2-6/3 /< +0-9

23> %,:-,08 %/C80248 63 _,-7.

，
M0837.

，
S80=23 23> B．'．L8I9J2J809

，

#WW\ -/ !""\

”），作者
',92338 &239983

、
S698:63>8 h,6J809

和
[207 a80K//0>

。

作者使用内容分析的方法，研究对每个国家和文化流派的艺术新闻的国

际化倾向的程度、方向和差异，研究结果解释了为何国际文化和艺术的

新闻报道在欧洲有所增加，而在美国没有增加。此外，一个国家在文化

“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相对于国家层次上的其他特征如规模和文化

政策框架，能给国际化倾向中的跨国差异给予更好的解释。

$．《分类文化：音乐风格的类型和轨迹》（“%:2996<672-6/3 29 %,:-,08

：

;DJ89 23> ;02]87-/0689 /< [,967 S83089

”），作者
&8336<80 %．)832

和

A67.20> +．T8-809/3

。本文描述了社会、组织和符号属性间的关系，作

者发现了前卫的、以场景为基础的、以工业为基础的和传统主义的风格

类型，还通过对研究结果的讨论引申出一系列新的问题，以理解除音乐

之外的其他领域内的符号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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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 +, -+.)+%+/0

!""V

年的《社会学年鉴》（
? $$"#4 E76'7+ (; >()'(4(%:

）共发表
!!

篇

c

论文。

#．《生殖生物学、技术和性别不平等：一份自叙随笔》（“A8J0/>,7-6C8

P6/:/4D^ ;87.3/:/4D

，
23> S83>80 R38e,2:6-D

：
+3 +,-/K6/402J.672: E992D

”），作

者
&/23 L．1,K80

。文章指出，社会学忽视生物数据的代价是很大的。

怀孕和哺乳的持续性周期，阻碍了妇女们参与获得权威和权力的活动，

直到
#VV"

年后，妇女才开始大规模进入公共领域。不过，妻子们比她

们的丈夫投入家务的时间依然是两倍。有关生物与文化因素对人们社

会互动产生影响的数据将会促进对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研究。

!．《从米德到结构象征符号互动论及其他》（“M0/= [82> -/ 2

'-0,7-,02: 'D=K/:67 R3-8027-6/369= 23> P8D/3>

”），作者
'.8:>/3 '-0DO80

。

文章认为，结构象征互动主义正是对
S．1．米德理论的修正。评价某

一理论框架的主要标准，一看是否发展出可供检验的相应理论（如认同

理论），二看是否有能力与社科领域内外的框架和理论进行对话。

(．《方法论模因及其他：迈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8-./>/:/4672:

[8=89 23> [/089

：
;/I20> 2 '/76/:/4D /< '/762: A898207.

”），作者
E063

)82.8D

。文章对社会学研究主题进行了归纳，分析了其间存在的隔阂，

并为将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力图使学者们形成有机的整体。社会

学研究对整个社会研究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世俗化之后？》（“+<-80 '87,:206@2-6/3i

”），作者
T.6:6J '．S/09O6

和
+-89 +:-63/0>,

。文章追溯了社会学关于世俗化的理论的发展过程，

以及社会学学科创立前的相关研究文献中有关世俗化概念的来龙去

脉，从而总结西方学术界的世俗化研究进展，并指出研究资料的局限性

和研究中存在的偏见。论文还进一步指出比较研究与历史方法的重要

性，认为应该将非基督教的宗教和非西方社会纳入研究范围。

\．《宗教与科学：超越认识论冲突叙事》（“A8:646/3 23> '768378

：

P8D/3> -.8 EJ69-8=/:/4672: %/3<:67- L2002-6C8

”），作者
&/.3 1．EC239

和

[67.28: '．EC239

。作者将宗教与科学关系的研究分为三种类型，即认

识论冲突的象征性研究、宗教影响方向的象征性研究和社会制度研究。

研究发现，社会制度研究的文献对宗教与科学之间实际发生的公开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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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进行了最细致的分析。

Y．《黑 f

白人学生学校表现的差异：对立文化的解释》（“
P:27OfX.6-8

_6<<8083789 63 '7.//: T80</0=2378

：
;.8 ?JJ/96-6/32: %,:-,08 EFJ:232-6/3

”），作

者
_/,4:29 P．_/I38D。文章着重评述了奥格布（&．?4K,

）的对立文化理

论（
/JJ/96-6/32: 7,:-,08 -.8/0D

）对理解美国黑白人学业差异现象的贡献

与局限性。这一理论认为，种族
f

族群的差异并非仅仅是由于少数族群

所具有的结构性劣势造成的，少数族群的群体力量和他们对抗学校教

育的文化传统更是关键的因素

U．《筛子、孵卵器、神殿和轮毂：大学社会学教学的经验与理论进

展》（“
'68C8^ R37,K2-/0

，
;8=J:8

，
1,K

：
E=J60672: 23> ;.8/08-672: +>C23789 63

-.8 '/76/:/4D /< 164.80 E>,72-6/3

”），作者
[6-7.8:: )．'-8C839

、
E:6@2K8-. +．

+0=9-0/34

和
A67.20> +0,=

。研究认为，社会学将高等教育体系视为对社

会人口进行分类和分层的筛子、培养社会人才的孵化器、官方知识合法

化的神殿，以及连接众多制度领域的轮毂。连接这些学术线索将会提升

新的理论洞察力，同时也可把握新的研究问题。

V．《公民与移民：多元文化、同化和单一民族国家面临的挑战》

（“
%6-6@839.6J 23> R==6402-6/3

：
[,:-67,:-,02:69=

，
+996=6:2-6/3^ 23> %.2::83489

-/ -.8 L2-6/3'-2-8”），作者 R0838 P:/8=022>^ +332 h/0-8I84

和
SO8

b,0>2O,:

。通过对族群与公民的关系、多元文化主义和同化问题的讨论，

作者分析了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公民身份问题。同时也分析超越民族－

国家疆界的问题，如跨国的、后民族国家的和双重国籍的公民身份问题。

W．《歧视社会学：在就业、住房、贷款和消费市场中的种族歧视》

（“
;.8 '/76/:/4D /< _69706=632-6/3

：
A2762: _69706=632-6/3 63 E=J:/D=83-

，

1/,9634

，
%08>6-

，
23> %/39,=80 [20O8-9

”），作者
_8C2. T2480

和
1232

'.8J.80>

。文章对歧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讨论了相应的测量的方

法。论文对关于歧视研究的四个领域的主要发现进行了评述，还讨论

了可能导致当前各种形式歧视产生的个体、组织和结构性机制。

#"．《西欧的第二代移民：教育、失业和职业获得》（“;.8 '87/3>

S83802-6/3 63 X89-803 E,0/J8

：
E>,72-6/3

，
B38=J:/D=83-

，
23> ?77,J2-6/32:

+--263=83-

”），作者
+3-./3D M．182-.、%2-.80638 A/-./3和 E:632 h6:J6

。文章

回顾了近年来西欧十个国家的第二代少数族群移民的教育成就和就业

状况。作者认为，从欠发达国家迁移来的少数族群成员在接受教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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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市场的进入和职业获得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

##．《种族和性别问题？收入不平等原因的社会学新探》（“P0/O83

>/I3 KD A278 23> S83>80i '/76/:/4672: EFJ:232-6/39 /< L8I '/,0789 /<

E2036349 R38e,2:6-D

”），作者
h8C63 ;．)867.-

。文章认为，群体差距研究

（
40/,J 42J9 0898207.

）之所以无功而返，是因为群体内部的不平等已经成为

收入不平等的新形式。论文试图激发人们对收入不平等开展更为广阔的

研究，以超越以往那些主要致力于性别和种族平均收入差距的研究，倡议

探讨收入不平等应有更全面的理论分析模型以处理不同来源的收入数据。

#!．《家 庭 结 构 与 不 平 等 的 复 制》（“M2=6:D '-0,7-,08 23> -.8

A8J0/>,7-6/3 /< R38e,2:6-689

”），作者
'202 [7)232.23

和
%.069-638 T807.89O6

。

文章认为，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收入不平等现象增多，家庭结构出现分化

且已成为影响阶级、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现象滋生的重要机制。论文还评

述了有关收入不平等和家庭结构变迁的研究，发现这些研究文献对两者

的相关性已进行了大量的评估和分析。

#(．《潜意识种族主义：测量中的一个概念》（“B37/3976/,9 A2769=

：

+ %/378J- 63 T,09,6- /< 2 [829,08

”），作者
120- P:23-/3

和
&2=89

&27720>

。文章认为，科学探讨和日常讨论都在宣称潜意识种族主义在

现代社会盛行且影响深远。在评述了各种理论模型之后，他们认为，人

们有时候对其种族偏见产生的原因和导致的结果缺乏认识和控制。不

过，极少有证据支持这个更富挑衅性的断言：人们在潜意识中就存在种

族主义的态度。与这种断言相左的许多研究就试图使用内隐态度测量

方法（
6=J:676- 2--6-,>8 =829,089

）对人们的反应模式展开深入的解释。

在研究项目未完成之前，任何分析推论时都应该十分谨慎。

#$．《高等教育的水平分层：形式、解释以及应用》（“1/06@/3-2:

'-02-6<672-6/3 63 T/9-987/3>20D E>,72-6/3

：
M/0=9

，
EFJ:232-6/39

，
23>

R=J:672-6/39

”），作者
;.8/>/08 T．S80K80

和
'63 b6 %.8,34

。作者以教育

分 层 的 横 向 维 度 （
./06@/3-2: >6=8396/39 /< 8>,72-6/3K298>

9-02-6<672-6/3

），对关于机构特征（大学质量与类型）和大学经验（专业领

域、学术表现和发展路径）与毕业生就业状况的相关性研究进行了评

述，并讨论了那些将大学质量和专业领域作为因变量的研究。

#\．《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S83>80 R38e,2:6-689 63 E>,72-6/3

”），作

者
%:2,>62 P,7.=233

、
;./=29 +．_6T08-8

和
+338 [7_2368:

。论文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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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有关美国男女学生在幼年至青少年时期学业表现存在不平等现象

的经验和理论研究，建议未来可开展三个方向的研究：幼年认知与非认

知能力的性别差异的跨学科研究、学校教育的结构与实践研究和性别

差异怎样加剧了诸如种族、族群、阶级或出生不平等。

#Y．《通向民事审判，以及种族、阶级和性别不平等》（“+77899 -/

%6C6: &,9-678 23> A278

，
%:299

，
23> S83>80 R38e,2:6-D

”），作者
A8K8772 )．

'23>8<,0

。文章评述了民事诉讼手段的采用与种族、社会阶级和性别不

平等方面的研究文献，认为导致不平等现象恶化的三种机制是：资源的

不均等分配、群体对法律的主观态度、群体与个体利益制度化的差异性。

#U．《外来者如何进入：沟通模式化的渗透》（“1/I -.8 ?,-96>8 S8-9

R3

：
[/>8:634 %/3C8092-6/32: T80=82-6/3

”），作者
_2C6> A．S6K9/3

。文章

认为，沟通过程具有增量、渐进的特征，不管交谈者具有何种身份、动机

和交谈资源，它都受到交谈的直线性的制约（交谈双方轮流说话）。论

文总结了有关言谈互动产生过程的沟通分析的研究文献，然后评估了

相关的定量分析，最后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V．《美国教育中的测试与社会分层》（“;89-634 23> '/762: '-02-6<672-6/3

63 +=806723 E>,72-6/3

”），作者
E067 S0/>9OD

，
&/.3 A/K80- X20083

和

E06O2 M8:-9

。论文主要探讨美国教育中的标准化考试是如何滋生和改

变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并对过去、目前和未来标准化考试在社会分层中

所扮演的角色作了总结。

#W．《社会网与健康》（“'/762: L8-I/0O9 23> 182:-.

”），作者
h609-83

T．'=6-.

和
L67./:29 +．%.069-2O69。文章探讨了当前关于二元与超二元

网络（
>D2>67 23> 9,J02>D2>67 38-I/0O

）对健康影响的研究，并重点分析了自

我中心和社会中心分析方法的研究发现。最后得出结论：社会网络的存

在意味着人们的健康状况是相互影响的，而健康与健康照顾不是纯粹个

人的问题，对此，父母、医生、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都应予以重视。

!"．《非洲人口研究中的性别：以人口出生率与生育健康为例》

（“
S83>80 63 +<06723 T/J,:2-6/3 A898207.

：
;.8 M80-6:6-D fA8J0/>,7-6C8

182:-. EF2=J:8

”），作者
M．L66+=// _/>//

和
+9.:8D E．M0/9-

。论文

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研究进行了分析，探讨性别是如何影响

该地区的生育水平和行为。作者认为，如果不同时改变性别权力的文

化分布结构，那种通过增加教育、提供职业机会、小型信贷计划等以提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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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妇女地位的做法，将很难产生持续性效果。

!#．《南非的区域性制度和社会发展》（“A846/32: R39-6-,-6/39 23>

'/762: _8C8:/J=83- 63 '/,-.803 +<0672

”），作者
[2--.8I [7h88C80

。论

文探讨了南非地区的历史背景，分析了有关经济发展、贸易、区域性迁

移和自然资源共享的区域性制度。

!!．《拉丁美洲有条件现金支付的社会政策：贡献性与局限性评估》

（“
%/3>6-6/32: %29. ;0239<809 29 '/762: T/:67D 63 )2-63 +=80672

：
+3 +99899=83-

/< -.860 %/3-06K,-6/39 23> )6=6-2-6/39

”），作者
E306e,8 a2:83762 )/=8:í。论文

对有条件现金支付项目及支持其项目的传统理论作了评估和总结。作者

认为，今后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整合有条件现金支付项目与其他社会项目，

以使拉丁美洲摆脱传统的分离格局，从而使该地区人民得到发展与提升。

责任编辑：李　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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