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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 社会 网 络研 究是 自 格兰诺维特 以来在社会学 最具影 响 力 的领 域 之一 。

然而 ， 系统 回顾社会科学和 自 然科学 对社会 网络的探讨就会发现 ， 其研 究 的基本方

向 出现 了 偏差 ，
工具主 义替代 了 对人类社会基本原 理 的探讨 。 本文 围 绕社会 网 络的

基本 问题 即连通性 问题 ， 探讨 了 既有研究 在连通性的 形成 、 特征及 影 响 因 素 等维度

的得 与 失 ，
呼唤社会 学研究在人类社会具有高度连通性的 时代 回 到 连通性和对人类

社会基本原理 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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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 ， 弗里曼 （
２００８

：１ ５４ ） 系统 回顾了社会网络研究的发展历史 ， 并通过

对小世界 （
ｓｍａｌｌ 胃ｒｉｄ

） 研究文献的分析观察到 ， 从文献的引用源流和知识发展来

看 ， 始终存在着两个几乎完全隔离的社区 ，

一个是社会科学的社区 ，
另一个是 自 然

科学的社区 ， 直到 ２ １ 世纪 ， 这两个社区也未能走到一起 。

时隔 １〇 年之后 ， 哥德尔和梅西 （
Ｃｏｌｄｅｒ＆ Ｍａｃｙ ，２０ １４

） 在 《美国社会学年鉴》

上撰文 ， 认为社交网络产生的 、 基于个体行为的 、 带有时间标记的数据 ， 为研究人

类社会的认同 、 地位 、 冲突 、 合作 、 集体行动 、 扩散等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提供了丰

富的数据源 ， 同时 ，
也对社会学的方法论提出 了直接挑战 。

为了强调这一点 ， 在文章的开头 ， 他们还引用 了瓦茨 （ Ｗａｔｔｓ ，
２０ １ １

：２６６ ） 的

一段话 ：

“

正如望远镜引起了天体研究的革命
一样 ，

通过将不可测转化为可测 ， 移

动终端 、 万维网以及互联网通信领域的技术革命等具有潜在的力量 ， 让我们对 自 己

以及互动的理解发生革命
……在亚历山大

？ 蒲柏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Ｐｏｐｅ） 提出对人类的研

究不能仰仗老天而应该依靠我们 自 己 的论断 ３００ 年后 ， 终于 ， 我们有 了 自 己 的望远

镜 ， 让我们开始革命吧 ！

”

对照 １〇 年内的这两篇文献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

一

方面 ， 为了研究社会网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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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曾经寻找数据 ， 并在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相互隔离的领域各 自 为战
；
另一方

面
， 当真正的 、 基于社会网络的

“

大数据
”

出现在面前的时候 ， 却又不知道如何利

用
，
还要誓言

一

场研究的革命。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 我们的革命将从哪里开始 ？ 为此
，
我们不得不 回到问题

的原点 。 从那里开始 ， 探索社会网络研究的起点 、 发展 、 机会与未来 。

构成社会网络的条件是节点之间的连通性 。 在连通性的基础上 ， 结构既是连通

性的后果 ， 又是影响连通性变化的因素
；
而对结构形成影响的 ， 则是节点的内生或

外生属 性 。 因此 ， 节 点 （
Ｎｏｄｅｓ ） 、 边 （ Ｌｉｎｅ ｓ

，Ｅｄｇｅ ｓ
） 、 结构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 ） 、 动态

（
Ｄ
ｙｎａｍｉｃ ｓ

） ， 构成了社会网络研究的不同层级
，
也提出 了社会网络研究的不同议

题域 。

本文试图通过把握对社会网络研究的不同知识来源与脉络 ， 探讨连通性的条件 、

特征以及影响 ， 呼吁社会学回到人类社会互动的基本问题上来 。 正如瓦茨 （
Ｗａｔｔｓ

，

２０ １ １
：２６６ ） 所说 ，

参与对 自 己以及互动理解的革命 。 本文的第一节探讨社会网络

研究不同 的知识来源 ； 第二节重点关注针对网络要素及连通性重要性的探讨 ；
第三

节讨论连通性的机制和影响连通性的因素 ； 第 四节归纳社会网络结构对节点的影响 ；

第五节对全文进行总结 ， 并提出回到连通性探讨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

一

、 多学科传统 ： 刻画连通性

在今天的学术界 ，

“

社会网络研究
”

并不是一个具有共识的概念 。 即使在社会

学领域 ， 不同学者也意指 自 己熟悉的那一片天地 ，
显然

，
不同人的所指 ，

并非在同

一

片蓝天下 。 在社会学之外 ， 其歧义性就更加凸显了 。 如此格局的形成 ， 与它的历

史渊源密切相关 。

就社会学而言 ， 对社会网络的思考可以追溯到齐美尔 （ ＧｅｏｒｇＳ ｉｍｍｅｌ ） ， 他的形

式社会学最明显地体现了连通性的思想 。 齐美尔 （
２００２

：
５５－ ９ １

） 认为 ， 社会由个

体的互动形成 ，
社会存在于若干个人有着相互影响的地方 ，

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不是宏大的机构和系统 ， 而是从最简单 、 微妙的人际互动 的形式和类型入手 ， 研究

（人 ） 数对互动形式的性质和关系复杂性的影响 。

“

三人组合
”

与
“

二人组合
”

不

仅是数量差异 ， 更是社会互动性质的分野 。 二人群体的社会关系是纯粹的 、 直接的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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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仅面对另一个对象 ；
可在三人群体中 ， 每个单一要素都会作为其他两个要素

的中间体发挥作用 ，
故

，
面对的不再只是另一个对象

，

还有超越个体之上的集体 。

三人互动
，
已经体现出 了社会生活的全部性质①

。

今天看来 ， 齐美尔对互动形式的重视是被重新发现的社会网络分析的思想渊源 。

遗憾的是
，
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人接过他的衣钵去发展社会网络研究 。

社会网络研究的初期成长 ，
除了社会学以外

，
在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表现

，
尤其

是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对小群体社会结构和群体动力学的研究 。

早在 ２０世纪 ３０ 年代 ， 心理学家莫雷诺 （ ＪａｃｏｂＬ Ｍｏｒｅｎｏ ） 首次使用了社群图

（ Ｓｏｃ ｉｏｇｒａｍ ）

② 的概念
， 将之前已经广泛谈及的

“

网络
”

、

“

结构
”

等隐喻式的观念

表达为由节点和边组成的可视化图示 ， 认为社会网络研究实际是由 网络图呈现的社

会关系研究 。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
，
密西根大学群体动力学研究中 心 的哈拉雷 （

Ｆｒａｎｋ

Ｈａｒａｒｙ ） 就图论 （ Ｇｒａｐｈ ） 在社会结构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长期 的 、 卓越的研究 。 图

论关心的是一系列要素构成的集合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 ，
要素被称为

“

点
”

或

“

节点
”

，
关系 叫作

“

边
”

。 图 中的边和节点被赋予方向 、 权重 、 介数等属性 ， 用来

衡量社会行动者及其关系的特征和类型 （
Ｈａｒａｒｙ＆Ｎｏｒｍａｎ

，１９５３
） 。 此后 ， 图论逐

渐成为社会网络分析的一项核心基础 。

还有一些学者则致力于呈现网络背后的数理关系
，
譬如莫雷诺开创的社会计量

学 （ Ｓｏｃｉｏｍｅ ｔｒｙ ） 被认为是社会网络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传统 。 社会计量学是群体生态

学的定量部分 ， 应用实验技术和定量方法 ， 探讨人类的心理特征 、 群体演变及其中

个体的位置 （Ｍｏｒｅｎｏ
，１９３４ ：１ ０

－

１ １
） 。 在 《谁将生存》 （

ＷＴｉｏＳＡａＺＺＳｕｎｉｕｅ
）
—书

中 ， 莫雷诺研究了纽约州一所封闭式的女子培训学校 ， 通过女孩之间相互选择的频

数来测量每个女孩的
“

吸引力
”

（
Ｄｒａｗｉ ｎｇＰ

ｏｗｅｒ ） ， 构建了群体的完整人际关系网络

及隐含其中的心理联系状况 （ Ｍｏｒｅｎ ｏ
，１９３４：６９

－

７８
）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

一项社会计量学的研究呈现居然没有任何数学或计量模型 。

几年之后作者才向拉扎斯菲尔德 （ Ｐａｕｌ Ｆ． Ｌａｚａｒｓｆｅ ｌｄ
） 求助 ， 让他为 自 己 的社会计量

创造基准模型 （
Ｂａｓｅ－

ｌｉｎｅＭｏｄｅｌ ） ， 计算在随机选择的前提下 ， 任一个体被其他个体

① 齐 美尔对三人互动的阐释与数学家拉巴波特对三元闭 包的 阐述有 着异 曲 同工之妙。 参见第 一节相关讨论 。

② １９３３ 年 ４ 月
＇

３ 日 《纽约时报》 第 Ｌ１ ７ 版 宣告 了 莫雷诺的成果 ，
海报上说

，
用 图 绘 出人类 关 系的 心理现状 。

参见 ：
ｈ

ｔｔｐ
ｓ

：／／ｊ
ｕ
ｇ
ａｎｄｅ ｒ．ｗｏｒｄ

ｐ
ｒｅ ｓＳ ． ｃｏｍ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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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概率 （ 转引 自弗里曼 ，
２００８

：３４ ） 。

数学家拉巴波特 （
Ｒａｐｏｐｏｒｔ ，

１ ９５３ ａ
，１９５ ３ｂ

，
１９５４ ） 意识到了随机假设的数理

模型与实际生活感受及实验数据的差异 ， 决定探讨一个更基础的问题 ： 随着时间的

推移 ， 个体之间是如何建立关系的 。

根据当时普遍流行的随机假设 ，
在完全由随机个体组成的群体中 ，

任意两个个

体之间建立关系的可能性是相等的 。 不过
，
这一推论却与实验数据差异巨大 。 在这

样的背景下 ，
拉巴波特把 问题操作化为 ，

一个人的信息是如何传播到 自 己熟人圈

（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Ｃｉｒｃ ｌｅ

） 之外的 〇

基于传递性假设 ，
拉巴波特建模分析了信息在熟人圈 内外传播的情形 ， 发现群

体的人口结构影响了二人关系的建立 。 他用新的信息知情者 （ Ｋｎｏｗｅｒ
） 表示新的熟

人 。
一个熟人圈外的新的知情者的出现 ，

一定是因 为他在还毫不知情的时候遇到了

一群知情者 ，
且知情者在 自 己熟人圈内相互交换信息时没有遗漏掉他 。 即不同个体

的熟Ａ之间有重叠和交叉 ，

一个人的熟人圈会因 为纳人了 与 自 己熟人圈有交集的其

他人而扩大 。

这个结论 ， 后来被概括为有影响力的
“

三元闭包
”

（ ＴｒｉａｄｉｃＣｌｏｓｕｒｅ ） 原理
“

在

一个社交圈内
，
若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朋友 ， 则这两个人在未来成为朋友的可能性

就会提高 。

”

（伊斯利 、 克莱因伯格 ，

２０１ １
：３３

） 。 三元闭包是由节点形成网络的基

本原理。

“

三元闭包
”

形象地呈现了某个时点社会网络连通性的形态 ， 拉巴波特的努力

则允许人们在
一

段时间 内动态地探索连通性的发生和发展。 因此 ，
三元闭包成为社

会网络连通性探讨的基本原理。

尽管来 自不同学科的努力基本奠定了社会网络研究的思想和方法传统 ， 弗里曼

（
２００８

：５ ８ ） 认为 ，
２０ 世纪 ４０

－

７０ 年代的 ３０ 年间 ， 并没有形成社会网络研究的某

个中心
； 不仅如此 ，

一般意义的社会网络视角 ， 也没有成功推广到更广的社会科学

研究中 ，
社会网络研究仍 旧处在

“

黑暗 时代
”

。 然而 ， 不可否认的是 ， 这段时期 ，

也是社会网络研究在各 自学科积累知识的时代 ，
不同学科的学者对社会网络的基本

特征及其重要性锲而不舍地进行探索 ， 为 ２０世纪 ７０ 年代怀特 （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Ｗｈｉｔｅ
） 及

其后继者们探讨社会网络结构要素 ， 并为将社会网络研究方法论带回学术界公共视

野打下了 良好基础 。

如今的社会网络研究延续了来 自齐美尔 、 莫雷诺和拉巴波特等所在不同学科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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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传统
，
围绕社会网络的三类基本问题进行探讨 ， 即 （

１
） 网络有什么基本特征 ？

（ ２） 影响网络特征的因素有哪些 ？ （
３

） 具有不同特征的网络又如何影响身处其中 的

个体或群体？ 在不同学科传统的基础上 ， 把不同学科传统的社会网络研究融合到一

起
，

运用 由传感器汇集的人类行为 （大 ） 数据 ，
正在形成崭新的社会网络领域 ， 这

就是瓦茨所说的革命 。 其基础正是各学科传统中共有的基本原理 ： 连通性 。

二、 连通性的特征

（

一

） 社辦学的努力及其韻

三元闭包原理告诉我们 ， 构成网络的连接 （ 边的 出现 ） 来 自节点之间有公共的

关系节点 。 这里
，
拉巴波特直接暗示 了节点及其属性对连通性的重要性 。 连通性

（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 ｉｔ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 是指 ， 在给定的节点群中 ， 任一节点是否均可通过某条

路径到达任
一

其他节点 ， 即社会中的任一行动者之间是否可以产生关系 。 在不同学

科社会网络研究的演进中
，
从物理学转向社会学的怀特系统地探讨了构成连通性的

第一要素
——节点 。

怀特关注的焦点是组织的空缺职位 ， 在社会网络研究中
，
就是一个节点 。 组织

成员死亡 、 退休 、 离职或组织内部改组 ， 都可能出现新的或空缺职位 。 如果组织没

有计划另外招募员工 ， 就需要让组织已有成员来填补这个空缺 ， 替代者原来从事的

工作或职位就会成为第二个空缺 ， 由另一位组织成员填补并形成第三个空缺 。 依此

类推 ，

一条空缺链与一系列转换相联系 ， 每次转换都意味着
一

个人从当前工作调到

一

个暂时空缺的工作 （ 怀特 ，
２００９

：５ １ ） 。 怀特分析 了某一特定位置的结构属性 ，

模拟出一组空缺流动的分层概率模型 。 尽管怀特的模型因将人员流动过分简化为空

缺流动而受到批评 （
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ｄ

，

１ ９７４
） ， 不过 ， 他却是学术界第一次将曾经的数学

模型放在组织中进行的实证研究 ，
也因此开启 了对节点的实证探讨 。

在实证的意义上 ， 如果说怀特探讨的是职位如何找到人 ， 即构成职位与人之间

连通性的话 ， 那么 ， 怀特的学生格兰诺维特 （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
１ ９７３ ） 则将研究重心转

向 了人是如何找到职位的 ， 即促成人获得职位的人际与找职位的人之间的连通性 ，

从节点 的探讨转向影响人与职位之间连通性的因素 ， 即边的探讨 。

他用人际之间关系的
“

强度
”

区分了强 、 弱 和无关系三种不同的连通性类型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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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
“

弱关系力量
”

（
ｔｈ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ｗｅａｋｔｉｅｓ

） 假说 ，
并希望把从人们找工作中观

察到的弱关系推广到
一

般社会关系网络 。 对个体而言 ，
由弱关系构成的人际关系 网

规模更大 ， 如此 ， 也给个体更多的机会 ， 这就在经验层面解释了对找工作有帮助 的

往往是一般的熟人而非有亲密关系的个体 。

然而
，
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也遭到质疑 ， 边燕杰 （ Ｂ ｉａｎ

，
１ ９９７ ） 在中 国 的

研究发现 ， 人们更多地通过关系网络 中的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寻找工作 。

两者对关系强弱的争论 ， 其实都认同个体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了可带来回报

的资源 ， 资源通过
“

边
”

流向个体 。 探讨
“

边
”

对个体的意义 ， 发展了大量社会资

本和地位获得的研究 （
Ｌｉｎ

，
１９９９ ） ，

也因此让社会网络研究与职业流动关联在
一

起 ，

让许多研究转向了
“

找工作
”

、

“

累积社会资本
”

之类的议题 。

社会网络研究在 中国的传播 ， 正是其工具性应用的
一

个实例 。 对既有文献的探

讨表明 ， 绝大多数研究都在强调社会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 ， 向身处其中的行动者

提供支持性资源 ，
以助力行动者的职业流动 、 地位获得等 （

王春光
，

２０００
；
边燕

杰 、 张文宏
，

２００ １
；
王毅杰 、 童星 ，

２００４
；
刘军 ，

２００６
； 罗家德 、 孙瑜

，
２０１ ３

） 。 事

实上 ， 社会网络不仅有其社会资源的
一

面 ， 更蕴含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原理 ，
Ｘｔ社会

网络的研究是社会学探讨的一个范式 （
Ｓｃｏｔｔ＆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２０ １ １
：１

－

８ ）
，
甚至是社

会学研究范式的历史转向
，
仅聚焦其工具意义而忽视其人类社会基本原理的意义 ，

则意味着舍本逐末 。 有鉴于此 ， 我们呼唤社会网络研究的历史转向 回到其人类社会

的基本原理上来 。

其实 ， 舍本逐末的现象 ， 不仅发生在中 国学术界 ， 也发生在美国学术界 。

在提出弱关系假设之后 ， 格兰诺维特 （ Ｇｍ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 １９８５ ） 还意识到个体网络

结构位置问题
，
他认为大多数个体行为都嵌入 （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 社会网络之中 ， 经济生

活中坚实的信任和可怕的欺诈都来 自人际关系
，
而非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 。 如果格

兰诺维特的嵌入性假设具有原理性的话 ， 那么伯特 （
２００８

：
９－ ４４

） 的
“

结构洞
”

则是在网络结构意义上对嵌人性的工具主义应用 。

伯特发现 ， 弱关系捷径末端的结构位置就像桥头堡 ， 具有极大的优势 ； 在竞争

环境中 ， 其位置优势更加明显 。 这就是伯特命名的
“

结构洞
”

（
ｓ 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ｈｏｌｅｓ

） 。 如

果说格兰诺维特的
“

弱关系力量
”

指的是边属性对节点的意义 ， 那么伯特的结构

洞
， 则直接点明 了在弱关系连接的网络中 ， 使边具有意义的正是结构洞 ， 是对

“

弱

关系的力量
”

的一般概括 （
Ｅｖｅｒｅｔｔ

，
１９９４

） ， 是把弱关系放在 了网络结构中的考量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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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结构 洞 的 优 势在 于获 取 、 整 合并 控制 信 息
，
处 在 结构 洞 上 的 中 间 人

（ ｂ ｒｏｋｅｒａｇ
ｅ

） 具有开阔的视野
， 容易把不同信息整合成好的想法 ， 这些优势事关个

体在组织中 的地位和成功 。
一个典型的经验事实是 ， 处于结构洞位置的公司经理通

常会有更好的绩效和更多的奖金 （ Ｂｕｒｔ ，
２００４ ） 。

尽管如此 ， 在结构意义上认识社会网络特征 ， 其基础还是连通性 。

在 日常生活中
，
青少年群体的性疾病传播与其恋爱关系网络的结构高度相关

，

运用生成树展现某地域青少年恋爱关系 ， 流行病学家可 以清楚地模拟性疾病在青少

年恋爱关系网络中的传播路径 ， 通过控制占据结构特征地位的关键人物 ， 就可以有

效地隔断疾病传播和采取预防措施 （
Ｂｅａｒｍａｎ ｅ 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 。

在政治生活中 ， 参议员对法案的政治态度 （联盟或对抗 ）
，
也受到参议员 （ 节

点 ） 在网络结构 中位置的影响 （
Ｆｏｗｌｅｒ

，２００６ ；Ｎｅａ ｌ
，
２０ １４

） 。

在 自然界 ， 食物链和人类社会网络具有相似性 。 人际关系网络中存在 由强关系

构成的小群体 ， 小群体内部的成员联系密切 ，
小群体之间则交流甚少 。 将人际关系

网络存在区隔的特点运用于食物链分析 ， 也可以 揭示食物链的系统关系及各类食物

链的结构性位置 （
Ｋｒａｕｓｅｅｔ ａｌ ．

，
２００３

） 。

随着社交网络数据的积累 ， 学者们越来越多地感受棊础议题的重要性 。 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
，
哥德尔和梅西 （ Ｃｏｌｄｅｒ＆ Ｍａｃｙ ，

２０ １４
） 认为 ， 社交媒体庞大的用户

群提供了优秀的数据库 ， 让我们有机会研究网络的形态以及网络的形成 ， 进而帮助

理解网络结构的多样性、 社会互动规范和文化控制 、 激励和影响个人与集体行为的
．

因素和结果等 。 哈佛大学的研究者利用美国某大学学生使用脸谱 （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 的数

据 ， 发现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在性别 、 种族、 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上存在差异 ， 进而影

响学生文化 品位差异 ， 从而观察美 国种族和文化 同质性 的模式 （
Ｌｅｗ ｉｓｅｔ ａｌ ．

，

２００８ ） 。

当然 ， 对社交网络数据的应用也有争议 。 有学者就认为社交网络并未真实地反

映现实世界的交往模式 。
一项针对推特 （

Ｔｗｉｔｔｅｒ
） 用户的研究揭示 ， 在粉丝和关注

构成的庞大网络表象下存在着大量没有实际意义的连接 ，
两个人之间关注或被关注

的联系 ， 并不必然表明他们就是朋友 （
Ｈｕｂ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 。

不过 ， 这样的争议是无力 的 。 胡伯曼的例子只是数据利用问题 ， 去除没有实际

意义的连接是技术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 无法因此否认社交网络正 日 益成为人类社

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 蕴含着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 。 不仅社交网 ， 搜索网 、 学术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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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 物流网 、 金融网等各类网络 ， 也都越来越普遍地植人人类社会的生活与工作之

中 。 譬如 ， 根据 《 自然》 （＾ｕｒｅ
） 杂志的一项调查

，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学术类

交流网 （如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ａｔｅ ． ｎｅｔ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ｅｄｕ 等 ）
，
以达到关注同行研究进展和相互交

流的 目 的 （
Ｖａｎ

，
２０ １ ４

） 。

重读怀特的文献就会发现 ，
接受过系统物理学训练的他进人社会学领域所致力

的
，
既不是发明

一

个找工作的工具 ，
也不是告诉人们积累社会资本的秘密 ， 而是试

图揭示人类社会体现在社会交往与互动之中的基本规律是连通性 ， 是因连通而形成

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特征 ， 以及连通性 、 结构 、 动态之间的发展变化规律 。 遗憾的是 ，

在社会科学领域
，
对社会网络的研究 ，

更多地转向了 网络的工具性及利用 ， 并渐渐

地功利化 ， 甚至湮没了其中 的科学问题 。

（二 ） 自然科学的努力及其麵

与社会科学家的努力平行的是 ， 自然科学家在努力探索社会网络中的 自然科学

问题ｐ

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
政治学家德索拉 ？

卜 和数学家科恩 （
ｄｅＳｏ ｌａＰｏｏｌ＆

Ｋｏｃｈｅｎ
，

１９７８ ） 就从人们的 日常话语中注意到
“

小世界
”

现象 ， 并在
一

篇文章中试

图通过数学推导解决
“

小世界
”

的问题 ： 从总体中随机选择两个人 ， 那么 ， 这两个

人认识彼此的概率是多少？ 或者 ，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 ，
二者之间需要多少个中间人

作为连接彼此的链条？ 根据他们的推算 ， 在一个类似于美国人口 总量的社会中 ， 至

少有 ５０％ 的
一

对陌生人可以通过少于 ２ 个中闾人的熟人链建立联系 。

１９６

＊

７ 年 ，
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 （ Ｍ ｉｌｇｒａｍ ，

１９６７ ） 通过一个著名 的文件传递实

验 ， 从经验上检验了德索拉
？

卜 和科恩的推断 。 尽管具体结论不同
，
米尔格拉姆仍

然惊喜地发现 ， 人类确实生活在
一

个
“

小世界
”

之中 。

“

尽管不断有社会科学研究

展示个体的异化及与社会隔离 ， 但这一研究表明
，
每个人都紧紧地嵌人在 自 己编织

的巨大社会网络中＇米尔格拉姆实验是第一个涉及人类社会一般规律 （

“

小世界
”

现象背后的规律 ）

① 的实证研究 ， 揭示了人类社会网络潜在的连通性特征 ， 直接启

发了后来的
“

六度分隔
”

理论。

① 这个一般规律就是 ， 在人类社会中 ， 人际之间存在短路径连通的普遍性 ， 即人际之间存在普遍的连通短路

径 。 不过 ， 对这个规律的证明 ， 是在 ３０ 年之后 （参见 Ｗａｔｔｓ ＆ Ｓ
ｔｒｏ

ｇ
ａｔｏ；

，１９９ ８
；Ｋｌｅ ｉｎｂｅ ｒ

ｇ ，２０００ ）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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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十年里
，
来 自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重复了类似的实验 ， 致力于探寻

不同于米尔格拉姆实验的结果或其成立的条件 。 这些研究尽管发现了现实世界中 的

阶级 、 种族等多种多样的社会阻碍 ， 且
“

六度分隔
”

与社会网络中的个体特征高度

相关 （ Ｋｌｅｉｎｆｅ ｌｄ
，２００２ ） ， 不过 ，

“

小世界
”

假设并没有被打破 ， 在物理 、 生物 、 计

算科学等多个领域普遍存在
“

六度分隔
”

现象 ， 在任意两个素不相识的个体之间具

有短路径 。 多兹等人 （
Ｄｏｄｄｓｅｔ ａ！

， ２〇０３ ） 的电子邮件转发实验将实验对象由现实

社会中的书信扩展到电子邮件 ， 规模扩展至 ６００００ 名电子邮件用户 ， 地理范围也扩

展至 １３ 个国家的 １８ 名收件人 。 研究结果依然与 ３０ 多年前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结果
一

样 ， 在两个互不相识的邮件用户之间 ，
建立联系经过的 中间人数在 ５

－

７ 人 。 同样 ，

在万维网数以亿计的网页之间 ，
也存在小世界现象 ， 任意两个不相关的网页之间的

平均直径不到 １９ 次点击 （ Ａｌｂｅｒｔｅｔａｌ
，

１９９９
；Ｂ ａｒａｂ＆ ｉ

，２〇 １３ ） 。 ２〇 １ １ 年 ， 米兰大

学的研究者分析了 ７ ．２ 亿脸谱活跃用户以及 ６９０ 亿在线朋友关系数据后发现 ， 任意

两个互不 相识的 个体之 间 ， 平均 只需要通过 ４． ７４ 个 中 间人 就可以建立 联系

（ Ｕｇａｎｄｅｒｅ ｔａｌ．
，
２０ １ １

；Ｂａｃｋｓｔｒｏｍｅｔａｌ．

，２０ １２ ） 。

小世界现象被众多实验证实 ，
它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人之间 ，

也存在于互联

网络的网页之间 ， 甚或存在于其他 自然现象之中 ；
不过 ， 要说它是人类社会的基本

规律 ，
还需要从数理上进行证明 。 瓦茨和斯特罗加茨 （

Ｗａｔｔｓ＆ Ｓｔｒｏｇａｔｚ
，

１９９８
） 在

小世界议题提出了３０ 年后 ，
证明 了社会网络中 的

“

关系边
”

随机散落在不同群体

之间 ， 在结构上大大缩短了任意两个节点之间的可及距离 ， 这些随机边以一定的概

率使两个任意的 、 相互没有连接的节点之间可以通过较少的中介节点建立连接 。 这

就是短路径原理 ， 即人类社会的陌生人之间存在大量的短路径 。 正是这些短路径 ，

促成了小世界现象 。 克莱因伯格 （ Ｋｌｅｉｎｂｅｒｇ ，
２０００ ） 则引入衡量远程连接跨越距离

的尺度 （控制远程连接的概率随距离递减的程度 ） ， 进一步完善了 瓦茨
一

斯特罗加

茨模型。

综上所述 ， 社会科学对连通性形态的探讨从节点属性开始 ，
延展到边属性 ， 以

及网络结构中处于特定位置 （结构洞 ） 节点的属性 ； 同时 ， 在对结构与社会行为或

关系特征的探讨中 ， 关注了社会网络原理性特征即连通性特征的重要性 ， 不过 ， 并

没有研究专注于连通性特征的探讨。 倒是 自然科学对连通性的特征给予了充分的关

注
，
尤其是对小世界的研究从实验检验到数理分析 ， 揭示了在人类社会中人际之间

普遍存在短路径的规律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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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 ， 到这里为止 ， 我们尚没有探讨人类社会的陌生人之间之所以呈现网络现

象以及在陌生人之间普遍存在着短路径的影响因素 。

三、 获得连通性的机制

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 自然科学家 ， 他们在探讨连通性特征时就观察到 ， 社会

网络中的连通性并不是均匀分布的 ， 而是呈现聚簇 、 隔离 、 等级等现象 ， 正如在 曰

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 ， 有的人身边总是围着很多人 ， 有的人身边总是人很少 ；
有

的饭馆很火爆 ， 有的则门可罗雀 。

如此 ， 要理解小世界现象呈现的规律
，
要理解强弱连接 、 结构洞的意义 ， 要理

解网络结构的形态与动态
，
就要探讨影响连通性的因素 。 在提出 网络生态概念

（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ｃｏｌｏｇｙ ） 探讨青少年社会结构的过程中 ， 麦克法兰等人 （

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ｄｅｔ ａｌ．
，

２０ １４
） 归纳了连通性获得的三个机制 ：

同质性 、 平衡性 、 支配性 。 事实上 ，
真正影

响连通性只有同质性和平衡性 ，
支配性机制以及作者提出 的生态机制 ， 只是同质性

机制 和平衡性机制在给定环境下的变体而已 。

（

一

） 作为连通性微观机制的同质性闭包

拉巴波特 （ Ｒａｐｏｐｏｒｔ ，
１９５３ ａ

，
１９５３ ｂ

，
１９５４ ） 最先认识到 网络形成的基本原理 ，

不过他认为 自 己的实验并不涉及信息在人群中传播的动力机制 ， 只是展示了人群中

熟人关系网的
一些统计学性质 。 真正开始对连通性微观动力机制进行探讨的是拉扎

斯菲尔德和默顿 （
Ｌａｚａｒｓｆｅ ｌｄ ＆Ｍｅｒｔｏｎ

，
１ ９５４

： １８
－

６６
） ， 他们提出 了 同质性与友谊

关系的议题 。

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把友谊视为
一种社会过程 ， 他们分析了美国新泽西州和宾

夕法尼亚州两个小镇居民及其
“

最亲密的三个朋友
”

构成的社会网络 ， 发现
“

社会

选择
”

（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 并不足以清晰地解释
“

人以群分
”

， 而
“

同质性
”

则可以说明在

某些特定方面相似的人之间建立友谊的倾向 。

从写作初衷来看 ， 作者的 目的并不在于对
“

同质性
”

概念进行深度阐释 ，
而是

希望通过解释
“

友谊作为一种社会过程而非结果
”

提供
一种将理论陈述 、 经验数据

和方法论基础有效结合的社会学研究范例
；
事实上 ， 展示了在不同社会情景下

“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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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选择
”

发挥作用的机制 。 显然 ，
对连通性的微观动力机制而言 ，

拉扎斯菲尔德和

默顿的工作是开创性的 （弗里曼
，

２００８
：８ ３

－

８９ ） 。

谢林对芝加哥街区居民的种族特征和社会隔离的研究 ， 进一步验证了 同质性作

为连通性微观机制 的核心因素对社会网络格局的影响 ，
他通过模拟空间隔离的过程 ，

证明 了社会隔离并不
一

定是歧视的结果 ， 即使没有人刻意要求隔离 ， 个体的居住意

愿也会导致相同肤色的人群聚集 ， 而不同肤色的人群隔离 （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 ， １９７ １

） 。 这种

社会隔离的形成 ， 不依赖任何社会规则 ， 个体之间 自愿选择的微观流动导致了 网络

结构的 自然变动 。

此后 ，

“

同质性
”

作为影响连通性的核心因素被广泛用来解释当代社会的政治 、

文化 、 种族格局 。 其中 ， 种族隔离是最受关注的社会和政治议题之
一

。
一项针对中

学课堂小群体现象的研究试图 回答 ， 在何种程度上 ， 种族小团体的友谊是文化和社

会经济小群体友谊的产物 ， 而相似的观念 、 娱乐活动 、 宗教 、 冒险行为和社会经济

因素可否解释种族小群体的倾向 ？ 研究者采用多层 ／ 模型 （ ｍｕ ｌｔｉｌｅｖｅ ｌＰ
２ｍｏｄｅｌｓ ）

分析了来 自英格兰 、 德国 、 荷兰 、 瑞典的 ６２５ 所中学的 １３２７２ 个学生 ， 发现青少年

倾向于和种族 、 文化和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人交朋友。 然而 ， 遗憾的是 ， 并没有证

据表明种族同质性可以被文化和社会经济同质性解释 （ Ｓｍ ｉｔｈｅｔ ａ ｌ．

 ，
２０ １４

） 。

通过运用互联网数据 ， 韦莫尔和刘易斯 （
Ｗ

ｉ
ｍｍｅｒ ＆Ｌｅｗｉｓ

，
２０ １０

） 运用脸谱的

朋友 网 络数 据在 更大 范 围 内 研究 了美 国 的 种族 同 质性 现 象 ， 作 者 区 分 了

“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 ｉｔｙ

”

和
“

Ｈｏｍｏｐｈｉｌｙ

”

，
美国社会种族交往网络的

一

个重要特征是同质性

（
ｒａｃ ｉａｌｈｏｍｏｇｅｎｅ ｉｔｙ） ，

而传 统上 ， 这
一 特征常 常被归 因 于 种族 同 质性 （

ｒａｃ ｉａｌ

ｈｏｍｏｐｈ ｉｌｙ ） ， 即
“

与有着相同种族背景的人交朋友的倾向
”

。 研究发现 ，
在美国 的种

族构成中 ， 除亚洲人尤其是东亚学生主要基于种族同质性 （
ｒａｃｉａｌｈｏｍｏｐｈ

ｉｌｙ ） 交往

之外 ， 对其他种族而言 ，

一些与非种族因素有关的同质性 ， 如共同居住的机会 、 同

样来 自精英学校等 ， 同样影响着人际关系形成的过程。 因此
， 作者认为 同质性

（ Ｈｏｍｏｐ
ｈ ｉｌｙ ） 并非影响美国种族交往特征的唯

一

因素 ， 在这些人 口学特征之外 ，
还

有一些其他的平衡机制 ，
如互惠 、 友谊的强化 ，

以及它们与种族因素的交集 ， 造成

了美国如今的种族交往现状 。 由此看来 ， 同质性是社会选择的前提 （ 邱泽奇 、 乔天

宇 ，
２０ １５

） 。

与基于同质性的社会选择机制相对应的另一个机制 ， 就是基于同质性的社会影

响机制 。 从学习 的角度来看 ， 友谊群体为个人习得群体行为和态度提供了 良好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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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 班 德拉 ，
１ ９９５

：１９
－

３ １
； 萨瑟 兰等 ，

２００９

：
２２０－２３ ５

；Ｋｒｅａｇｅｒ＆Ｈａｙｎｉｅ
，

２０ １ １
） 。 坎德尔 （

Ｋａｎｄｅｌ
，

１ ９７８
） 运用美国青少年违禁药品使用状况的跟踪调查数

据
，
解读青少年建立和解除友谊的过程 。 在吸食大麻的青少年群体中可 以观察到 ，

在某一Ｂ才期 内 ， 如果有人出现行为不
一致 ， 他的朋友就会倾向于与其解除朋友关系

并寻找新的朋友 ； 然而 ，
更常见的情形却是 ，

青少年会调整他们 自 己 的行为
，
最大

限度地与群体规范保持一致 ， 即小群体对其成员的
“

社会化
”

（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 社会

化会让小群体的成员之间的相似性随时间而提高 （ 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Ｓｍ ｉ ｔｈ

－

Ｌｏｖｉｎ ＆Ｃｏｏｋ
，

２００ １
） 。

一项运用维基百科的文章编辑痕迹数据的研究 ，
精确地跟踪分析了 同质性的两

种作用机制此消彼长的过程 。 ５ １ 万名维基百科用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 ， 用

户共编辑过的文章约 ３４０ 万篇 ， 任意两个用户 由于他们共同编辑过
一

篇或多篇文章

而获得连通性 ，
两个编辑行为之间的相似性用二者均编辑过的文章数除以至少一个

用户编辑过的文章数来衡量 。 根据模拟结果 ，

一段时期 内 ，
两名有过互动的编辑之

间的平均相似度随时间变化的函数以第一次互动时间为界呈 Ｓ 形曲线 ， 在第一次互

动之前 ，
二者由于社会选择而相似度迅速提高 ； 第一次互动之后的长时间 内 ， 在社

会影响机制下 ，
相似性的增长速度减缓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相似性又进一步提高 。

由此证明 ， 个体之间 的相似性是社会选择和社会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
Ｃｒａｎｄａ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０ ８ ） ， 连通性则是这个过程的起点 。

从在线网络推广到现实世界 ， 陌生人之间相遇的可能性 ， 受到年齡 、 性别 、 种

族 、 受教育程度 、 居住位置 、 社会经济地位等与社会选择有关因素的影响 ， 而一旦

相遇 ， 人们或更愿意与在某一生活 、 学习 、 工作或娱乐场有过交集的人交流 。 由此 ，

我们就可以解释类似于 日常生活中 的
“

老乡见老乡 ， 两眼泪汪汪
”

，

“

在家靠父母 ，

出 门靠朋友
”

，

“

同学
”

、

“

战友
”

、

“

球友
”

之类的现象了 。

如此 ， 在微观上 ， 影响连通性的核心因素就是伺质性 。 不过 ， 在不同的条件下 ，

构成连通性的机制却不相 同 。 如果是纯粹陌生人之间的 ， 如前所述 ， 在一个社交圈

内 ， 若两个人有
一

个共同的朋友 ， 则这两个人在未来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就会提髙 ，

即 因为有共同的朋友而让两个节点之间获得连通性 ， 就是三元闭包 。

此外 ， 归纳对社会选择和社会影响的讨论就会发现
，
如果在人际之间加入了非

人际的影响因素 ， 譬如针对事件的社会选择 ， 即 因为对某事物的共同兴趣让两个节

点之间获得了连通性 ， 就是社团闭包 ； 譬如针对事件的社会影响 ， 即因为同一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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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让两个节点之间获得了连通性 ， 就是会员闭包 。

无论是因为人 ， 还是事 ， 抑或兴趣 ， 让人 （节点 ） 做出选择或接受影响 ，
把两

个节点联系起来的 、 形成闭包的
， 都是来 自 同质性的影响 。

（
二

） 作为连通性宏观机制的结构平衡

依据同质性闭包机制 ， 凡是获得连通性的两个节点 ，

一

定在某个属性上具有同

质性
，
三元闭包 、 社团闭包、 会员 闭包的前提是节点之间的 同质性 。 把同质性投射

到获得连通性的边上 ， 就意味着边属性都是正 向的 。 不过 ， 在现实生活 中 ，

“

与狼

共舞
”

之类的关系 （ 边 ） 也非常常见 ，
节点之间的非正属性并不意味着两个节点之

间没有连通性 ， 如此 ， 又该做何解释呢？

心理学家赫德尔 （Ｈｅ ｉｄｅｒ
，

１ ９４６ ） 把关系性质与 网络结构的平衡关联起来 ， 用

Ｐ
－０－Ｘ 模型阐述了其间的平衡原理 。 Ｐ 和 ０ 是两个个体 ，

Ｘ 是某一实体对象
，
可以

是情境 、 观点 、 事件或事物 。 个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有两个维度 ，
第一个维度是喜

欢
， 称为 Ｌ关系 ， 有正 向 （ 记为 Ｌ ） 和负 向 （记为 ￣ Ｌ ） 之分 ； 第二维度是认知主

体和认知对象之间构成
一

个因果单元 （ ＣａｕｓａｌＵｎｉ ｔ
） ， 称为 Ｕ 关系 ， 如相似 、 所属 、

因果 、 邻近 、 归属等 ， 也有正向 （记为 Ｕ ） 和负 向 （记为 ￣ Ｕ ） 之分。 平衡状态则

是指关系实体均没有变化的压力 。

如此 ， 就有了两种平衡块态 ： 当只有商个关系实体时 ， 平衡状态是指双方在两

个维度上的关系都是同 向 （正 向或负 向 ） 的
；
当存在三个关系实体时 ，

“

三正
”

（如 ， ｐ
Ｌｏ ＋ ｐＵ＋ ｄＵＸ ） 或者

“

两负
一

正
”

（ ｐ
Ｌｏ ＋ ｂ ￣ Ｕｘ ＋ ｐ

￣ ｂ〇 都是平衡状态 。

在不平衡状态下 ， 实体之间关系的结构将会产生趋于平衡的压力 。

也就是说 ， 在社会网络中 ， 如果节点之间并非同质性却获得了连通性 ， 则连通

性的获得
一

定是来 自 网络结构平衡的影响 ，
而不是来节点之尚的同质性 。

卡特莱特和哈拉雷 （
Ｃａｒｔｗｒｉｇｈｔ＆ Ｈａｒａｒｙ ，

１９５ ６
） 将赫德尔的平衡理论扩展到认

知心理学之外
，
使其适用于通信网络 、 权力体系 、 社会经济结构甚至是神经网络等

各种经验领域 ， 认知单元涉及的关系实体也由三个扩展为多个。 作者加入了有向 图 、

符号图 、 圈等概念 ， 提出了网络平衡的结构定理 ：

一

个符号图是平衡的 ， 当且仅当

网络的所有个体可被分为两个独立的子集 ， 子集内的个体均为正向关系且子集闾均

为负 向关系 。 按照卡特莱特和哈拉雷的观点 ， 平衡的结构可被分为两个各 自 内部高

度团结且相互之间髙度对抗的子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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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 （ Ｄａｖｉｓ ，１９６７ ） 扩展了这一结论
，
提出平衡结构可以有多个相互对抗的

子集 ，
且就其产生的前提条件进行了限定 。

卡特莱特和哈拉雷对赫德尔 的另一个发展是 ， 通过定义平衡程度 （ ｄ ｅｇｒｅｅｏｆ

ｂａｌａｎｃｅ
） 来 区分和衡量非完全平衡网络的不同情形 。 诺曼 （

Ｎｏｒｍａｎ＆Ｒｏｂｅｒｔｓ
，

１９７２
） 则继续推动了平衡理论的形式化 ， 根据符号图 中半圈的数量推导 出 了描述网

络平衡程度的方法 。

关系性质的区分及负向关系的运用 ， 是对连通性特征认识的拓展 ，
也是社会网

络研究的一大飞跃 。 戴维斯 （
Ｄａｖ ｉｓ

，
１９６３ ） 认为

，
开创于赫德尔 、 发展于卡特莱特

和哈拉雷的结构平衡理论 ， 可以用来概括和重述包括涂尔干 （
Ｅｍｉ ｌｅＤｕｒｋｈｅ ｉｍ

） 、 霍

曼斯 （
ＧｅｏｒｇｅＣ ＿Ｈ ｏｍａｎｓ

） 、 费 斯 廷 格 （
ＬｅｏｎＦｅｓｔｉｎｇｅｒ ） 、 科 尔 曼 （

Ｊａｍｅ ｓ

Ｓ ．Ｃ ｏｌｅｍａｎ ） 、 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在内的众多学者的人际关系 、 社会交换 、 社会团

结等命题 。

社会科学领域不断的实证研究验证和支持了结构平衡原理 。 莫尔 （ Ｍｏｏｒｅ
，

１９７８
） 收集了

１ ９５７ 年
“

纽约时报索引
”

（
ｔｈ 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Ｉｎｄｅｘ

） 涉及中东地区

和巴格达条约的所有新闻 ， 分析这些文章对 ２３ 个国家之间关系的讨论 ，
发现这些国

家的关系在 １９５７ 年前后的实际演变过程中明显体现出逐渐平衡的趋势 ， 在国际关系

领域 ， 验证了赫德尔的结论 。一

库涅基斯等人 （ Ｋｕｎｅｇｉｓ ｅ ｆ ａｌ ．
，
２００９ ） 对横点 （

ｓｌａｓｈｄｏｔ
） 网站 ７７９８ ５ 名用户在

用户社团的评论和意见进行研究 ， 通过对超过 ５０ 万条代表正 向或负向关系边的分析

发现 ， 社团用户构成的社会网络具有乘法传递性 ， 再次验证了
“

敌人的敌人是朋

友
”

的假说 。

有学者通过对野生动物的研究 ， 验证了不仅在人类社会 ，
结构平衡对动物世界

的社会结忽视了布迪厄和科尔曼作用 。 结构平衡原理可 以用来预测 由于不确定性而

引起的动物世界网络结构的变化 。 在动物群体中 ， 新成员的加入是一个不确定因素 ，

会抑制原有的社会关系向平衡趋势发展 （
Ｉｌａｎｙ ｅｔ ａ ｌ ．

，
２０ １３

） 〇

卡特莱特和哈拉雷提出了结构平衡的状态 ， 却没有对结构平衡的运行机制进行

详细的讨论 。 结构平衡理论是结构平衡的静态解释 ，
呈现的是特定情境中社会网络

稳定的符号图 ， 然而 向平衡运行的机制却是动态的 。 为解释结构平衡的动态 ， 即连

通性在结构 中 的变化 ，

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寻找结构平衡的动态理论 。 安塔尔

（ Ａｎ ｔａｌ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 ） 和库拉科夫斯基 （ Ｋｕｉａｋｏｗｓｋｉｅ ｔａｌ．

，２００５ ） 团队分别提出了 

一

■

１４



？ 论文 ？

回到连通性

组离散时间模型 （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

ｔｉｍｅＭｏｄｅｌｓ ） 和连续时间模型 （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ｔｉｍｅＭｏｄｅｌｓ

） ，

以考察节点间的关系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路径 。

此外 ，
由于戴维斯将平衡结构 中的对抗子集由两个拓展为多个 ，

在此基础上也

发展出 了模拟网络结构动态平衡的分割模型 （
Ｐａｒｔ 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 ， 用 以解释群体层

面的平衡机制 （
Ｄｏｒｅ ｉａｎ ＆ Ｍｒｖａｒ

，

１ ９９６
；Ｈｕｍｍｏｎ ＆ Ｄｏｒｅｉａｎ

，２００３ ） 。

随着结构平衡原理及其动态模型的不断完善 ， 平衡原理在解释群体过程方面的作

用也将越来越大 ， 进而构成了与同质性闭包具有互补性的 、 宏观层次的连通性机制 。

（三） 还有其他机制吗 ？

麦克法兰等人 （
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ｄｅｔ ａｌ ．

，
２０ １４

） 认为 ， 连通性的获得 ， 除 了 同质性 、

平衡性以外
，
还有支配性机制 ，

并引用古尔德的研究 （ Ｇｏｕｌｄ
，２００２ ） 作为支持性

依据 。

那么 ， 古尔德的研究是否真的支持支配性机制呢 ？ 让我们先看一看古尔德的研

究 。 古尔德的文章从研究等级分化的两个普遍传统开始 ， 探讨的是地位等级制 的来

源 。 通常来说 ， 社会科学对普遍且持久的等级分化有两种解释视角 ：

一种是个体主

义视角 ，
认为地位分化直接对应个体禀赋 。 在这种视角下 ， 小群体的分化 ，

通常是

因一些个体更健谈 、 更自信 、 更有能力 ， 更可能成为任务领袖并扮演核心角色
；
此

外 ，
组织授予一些人更多的权威是因为他们 比

“

追随者
”

显示了更多
“

领导者
”

天

资 （
Ｂｅｃｋｅｒ

，１９９３ ：３４８ ） ， 更有能力去实现组织 目标。 另
一

种是结构主义视角 ， 认

为处于特权位置的人基本上与个人特质无关 ， 影响结构性位置的因素是个体对有利

社会地位的占有 ， 而不论是如何占有 。

古尔德则认为 ， 携带不同禀赋 、 义务和期望的行动者 占有社会的不同位置 ， 并

依据其所在群体的属性来调整 自 己 的地位 ， 进而形成地位等级制 的再生产。 其中 ，

群体属性是个体属性的集合 ， 并影响个体的地位强化。 如此 ， 个体在群体中的位置就

是个体针对社会影响和个体选择平衡的后果 ，

“

地位等级是
一

个自我实现的过程＇ 正

是在这样的意义上 ，
以群体形态出现的社会网络 ， 其实是群体的

一种平衡状态 。

顺着古尔德的论述逻辑就可以看出 ， 支配性并非与 同质性 、 平衡性
一样是连通

性另一种机制 ， 而是在群体结构意义上平衡性机制的
一种表现形态 ， 在个体层次上 ，

也是同质性的一种展现 。

除了支配性机制以外 ， 麦克法兰等人还提出 了生态机制 。 运用美国青少年健康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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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调査 （
ＡｄｄＨｅａｌｔｈ

） 数据和麦克法兰班级研究 （
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Ｓｔｕｄｙ ） 数

据 ， 他们观察到青少年社会展现了多种形态的网络集群 、 隔离和等级制 。 既然社会

（ 网络 ） 形态来 自微观的社会连接机制 （
ｔｉｅ

－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与本文讨论的连通性一致 ） ，

即同质性 、 平衡性 、 支配性 ，
那么

，
这些微观机制又如何产生了青少年社会如此不

同的形态呢 ？ 这就是他们的研究问题 。

通过对网络规模、 组织分化 、 人 口构成和学习氛围的分析 ， 他们观察到 ，
在青

少年人际关系网络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 生态特征作为催化剂 ， 不同程度地加强或削

弱了关系的形成 。
’

同样
，
顺着麦克法兰等人的论述逻辑 ， 在

“

友谊
”

网络中 ， 无论是对于连通性

的获得还是对于结构的动态 ， 生态性或许是一个影响因素 ， 却绝不是与同质性和平

衡性平行的连通性机制 。 更需要注意的是 ， 学校 、 班级就像军队一样具有强制性组

织属性 ， 对学生
“

友谊
”

网络而言 ， 的确具有外生性 。

对支配性 、 生态性文献的考察让我们进一步确认 ， 微观层次的 同质性闭包 、 宏

观层次的结构平衡 ，
是构成连通性 （

ｃｏｎｎｅｃ ｔｉｖｉｔｙ ，ｔ ｉ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的两种机制 。 此外 ，

是否还有其他机制 ， 依然是一个开放的议题 。

即使如此 ，
在连通性获得的过程中 ，

正如拉扎斯菲尔德和黙顿在半个世纪之前

所说的 ， 是一种社会过程 ， 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黑箱 ， 对这个过程的探索 ， 或许正

是社会学 回到社会原理探索的一次机会 。

四 、 连通性的影晌

在对连通性的特征与连通性获得的讨论中 ，
已经隐含了连通性对个体和群体影

响议题。 显然 ， 连通性影响的讨论需置于互动的背景下 ， 因 为连通性连接的不是两

个抽象的节点 ， 而是具有社会行动能力的个体、 群体 、 组织 ， 是社会行动者 。

在教育获得 、 职业获得 、 地位获得的众多研究中 ， 除了个体特征 ， 社会学家常

常关注来 自其他个体的影响 ， 这类影响常常被归因于
“

社会资本
”

的作用 。 社会资

本概念 的运用广泛 ， 定义却并不 明晰 ， 有 时是群体概念 ， 有时又是个体概念

（
Ｂｏｒｇａ

ｔｔｉｅｔａｌ ．
，

１ ９９８
） 。

一般而言 ， 社会资本的研究源于两种传统 。 第一种传统是布迪厄的社会资本。 布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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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连通性

迪厄 （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
１ ９８６

 ：２４１
－

２５８
） 所讲的社会资本是区别于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概

念 ， 是
一种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合集 ，

这种资源与成员共享或认可的熟人网络有关。

另一种传统来 自科尔曼 。 科尔曼 （
Ｃｏ ｌｅｍａｎ

，１９８８
） 认为社会资本是

一

种个体

拥有的社会资源 ， 这些资源与个体在社会结构中 的位置及权利义务有关 ，
规范也可

以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 。 在科尔曼看来
，
社会资本似乎更像个体在达成某项 目标

时所获得或拥有的技能 。

尽管布迪厄和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存在细微差别 ，
不可否认的是 ， 二人眼

中 的社会资本都是工具性的 。 这一工具性内涵被林南等人 （ Ｌｉｎｅｔ ａ ｌ ．

，１９８ １
；Ｌｉｎ＆

Ｅｎｓｅｌ
，

１ ９８ １
；
Ｉｉｎ ，

１ ９９９ ） 继承和发展 ， 并在一系列地位获得研究中得到 了集中体

现 ， 强化了社会资本作为个体可从中获益的社会资源含义 。

此后
，
社会网络的工具性内涵在劳动力市场和职业流动等领域 （ Ｐｏｒｔｅｓ ，１ ９９８

；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Ｃａｓｔｉｌｌａ
，
２０００

；Ｍｏｕｗ
，
２００３

；Ｌｕｔ ｔｅｒ
，
２０１５

） 发挥了重要影响 。 目前也

流行于中 国社会学界
，
诞生了一批学术成果 ，

专门探讨社会网络作为产生支持性社

会资源的载体作用 （ 周玉 ，
２００６

； 刘军 ，
２００６

； 张文宏 ，
２００６

； 张顺、 郭小 弦 ，

２０ １ １
； 罗家德 、 孙瑜

，
２０ １ ３

；
陈云松等 ，

２０ １ ４
） 。

显然 ， 目前的社会资本研究首先假设了连通性背景下的社会资本可 以产生某种

影响
，
特别是对地位获得的影响 。 这些研究停留在了对连通性的工具性及其影响的

讨论 ， 没有讨论到底其影响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
也忽视了布迪厄和科尔曼在提出

“

社会资本
”

概念时强调的概念背后的关系和结构性质 。

在给定连通性条件下 ， 连通性本身的结构在微观互动层面和宏观制度层面都会

对互动过程发挥影响 。 从宏观层面来看 ， 连通性的影响可 以分为 由公共信息扩散而

产生的影晌和由共享网络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影响两种 。 前者是公共信息的变化导

致的互动行为变化 ， 行动者具有主观选择的能力 。 后者是因结构变动使得行动者不

得不按照现有结构的框架来调整行为 。 从微观层面看 ， 连通性的影响可以分为 由级

联机制中的私人信息带来的行为传递和 由博弈机制带来的位置变化 ， 前者关注的是

节点属性的变化 ， 后者关注的是边属性的变化 。

（
一

）
连通性影＿的宏观机制

１ ． 级联机制 中 的公共信息

１ ９ 世纪 ６０ 年代 ， 米尔格拉姆通过
一项实验证明 了人群规模对于人们决策行为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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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 在实验中 ， 研究人员安排 １
－

１５ 人不等规模的群体站在人群拥挤的城市街

头抬头仰望天空 。 当只有 １ 个人抬头仰望时
，
有 ４％ 的路人驻足跟随仰望 ； 随着实

验群体规模的扩大 ， 驻足跟随仰望的路人数量也会增多 ；
当实验群体为 １ ５ 人时

， 会

有 ４０％ 的路人停下来跟随仰望 （ Ｍ ｉｌｇｒａｍ ｅｔ ａ ｌ ．
，

１９６９ ） 。 这一研究表明
，
当下互动

场景中公共信息的积累 ，
促成了行人的跟随行为 。 需要注意的是 ， 米尔格拉姆只是

探讨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 其中的机制依旧没有得到清晰地展现 。

直到 １ ９９２ 年
，
班纳吉 （

Ｂａｎｅ ｉ
ｊ
ｅｅ

，
１９９２ ） 通过进行

一

个思想实验的方式 ， 在数

理上证明 了人们会根据互动过程的公共信息改变 自 己 的行为选择 。 具体来说 ，
他设

计了一个在 （
〇

，
１

） 猜数字的游戏 ， 猜对的人能获得
一定的收益 ， 每个人可能得到

不同 的信号 （
ｓｉｇｎａｌ ）

，
之后依次宣布 自 己猜测的答案 。 猜测前 ， 行动者可以知道之

前的人的选择 。

在上述过程中 ， 行动者理性的决策是 ， 根据之前的人的答案和 自 己 占有信号的

关系进行判断 。 若之前人们的答案相对统
一

， 则行动者选择与前人一样的答案获胜

的概率
“

更髙
”

； 若不统一 ， 则根据 自 己 占有的
“

信号
”

作答 。

最终的结果是 ，

一旦最初几个说出答案的人达成了
一

致 ， 那么 ， 之后行动者的

最优决策就是跟随这一答案 ， 放弃 自有信号的影响 。 班纳吉认为 ，
这一博弈均衡的

结果是没有效率的 ， 因为
一

些正确的信号在这一流程中可能被更多的错误信号埋没 ，

使得行动者也成为传递错误信号的一部分 。 他将这一现象称为群集 （ ｈｅｒｄｉｎｇ ）
，
并

将上述现象带来的问题称为从众的外部性 （
ｈ ｅｒｄ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 。

同年 ，
比赫昌达尼等人 （

Ｂｉｋｈｃｈａｎｄａｎｉ ｅｔ ａｌ．

，
１ ９９２

） 在数理证明之后 ， 提出

了现今更为常见的
“

信息级联
”

（
ｉｎｆｏｍ ｉａ ｔｉｏｎｃａｓｃａｄｅ

） 概念 ， 并探讨了信息级联在

生活中 的实用性 ， 如论文的发表 、 总统的竞选、 金融的挤兑、 流行的风尚这些涉

及公共领域的事物 ， 是如何在给定的连通性条件下 ， 当从行为先行者获得的信息

比 自身信息更
“

多
”

且具有
“

说服力
”

时
，
人们就会放弃 自 己的选择而跟随他人

的行为 。

此后 ， 有关社会行动中信息级联的研究逐渐深入各个领域 。 譬如安德森与霍尔

特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Ｈ ｏｌｔ
，１９９６ ） 设计了

一

个更加精巧的实验 ，
将猜数字换成了猜红色／

蓝色球 ， 并招募了被试者进行了实验 ， 实验的结果和之前数理推论的结果基本
一

致 ，

证明了信息级联设想的现实性 。

信息级联的模型探讨 ，
可以被看作在特定连通条件下形成的现象。 由于现实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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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中 的连通性程度更加复杂 ， 研究信息级联的学者也发现了信息级联现象的脆

弱性 。 班纳吉 （
Ｂａｎｅｊ

ｊ
ｅｅ

，

１９９２
） 提出 ， 要想打破信息级联 ， 需要一部分人无法

观察到他人的信息 ， 或等待奇异值的出 现 ，
即某个人不愿意遵循之前信息级联的

结果 ， 选择暴露 自 己 的私人信息 。 比赫昌达尼 等人 （ Ｂｉｋｈｃｈａｎｄａｎ ｉ ｅｔ ａｌ ．
，

１９ ９２ ）

认为 ， 阻断信息级联方法的根本是发出新的公共信息 ， 在混乱的公共信息中 ， 行

动者会更愿意选择遵循私人信息 。 胡克等人 （ Ｈｕｃｋ ＆ Ｏｅｃｈｓｓｌｅｒ
，

１ ９９９ ） 也注意

到 ， 在复杂信息的环境下 ， 信息级联不太容易发生 ，

一旦行动者得知 自 己处在信

息级联之中 ，
或者一旦级联 中 出现的奇异值成为公共信息 ， 信息级联就很有可能

断裂 。

在给定的连通性条件下
，
连通性决定了公共信息传递的方式和结果 ， 进而影响

人们在互动过程中的行为 。 信息级联之所以会产生 ， 就是由于实验中依次暴露信息

的节点的连通性极差 ， 导致每个节点在决策前只能依靠前人提供的公共信息 ，
私人

信息转变为公共信息的渠道被阻断 。

２． 网络中 的结构变动

在给定连通性条件下 ，
如果将连通性看作控制变量 ， 则连通性在宏观层面产生

影响的机制是信息级联 ；
如果把连通性作为 自变量 ， 网络结构变动造成的连通性的

变化 ， 打破了原有网络的节点 间平衡 ， 使得网络的节点有激励改变 自 己的行为 ， 形

成新的结构平衡 ， 从而使得整体网络呈现出新的面貌 。

事实上 ，

一些早期的社会网络研究已经注意到结构对节点行动策略的影响 ， 如

伯特的结构洞理论 ， 强调的正是处于结构洞位置节点整合资源的能力 。 不过 ， 多数

研究并没有探讨网络变动的影响机制 。

早在 １ ９６８ 年 ，
布雷斯 （

Ｄ ｉｅｔｒｉｃｈＢｒａｅｓｓ
） 提出 了

一个有趣的运输网络的现象
，

如图 １（转引 自伊斯利 、 克莱 因伯格
，

２０ １ １
：１４７

－ ４８
） 。 有

一

个运输网络需要承

担 ４０００ 辆汽车从 Ａ 地到 Ｂ 地的通勤 ，
Ａ －

Ｃ 和 Ｄ
－

Ｂ 公路的行驶速度 ｚ／ １ ００ 取决于

行驶在路面上的汽车数量 ，
Ａ

－

Ｄ 和 Ｃ
－

Ｂ 公路固定耗时 ４５ 个单位时间 。 当没有

Ｃ
－ Ｄ边时 ， 车主经过多次博弈 ， 会达成分别有 ２０００ 辆车在 Ａ －

Ｃ
－ Ｂ 和Ａ － Ｄ － Ｂ

公路上行驶的平衡状态 ， 每辆车耗时 ６５ 分钟 。 假设政府为提高运输网络的连通

性 ， 增加 了
Ｃ － Ｄ 高速公路 ， 且车辆在 Ｃ － Ｄ 行驶几乎不耗时。 如此改变 ，

不仅不

会改善交通 ， 反而因所有车 主
一

致选择 Ａ － Ｃ
－ Ｄ － Ｂ 路径 ， 让每辆车耗时 ８０ 分

钟 ，
比原来的耗时多了１ ５ 分钟 。 这一看似提升运输网络连通性的行为 ，

反而导致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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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有人福利的 损 耗 ， 这就是布雷斯悖论 。 在现实生 活 中 ，
还真有 这样 的实例

（
Ｂａｋｅｒ

，２ ００９ ）〇

Ｇ

＾

Ｄ
＾；／ １ ００

图 １ 布雷斯悖论

从连通性 的角度来看 ， 增加 Ｃ － Ｄ 边提高 了运输网络的连通性 ， 正是因为连通

性 的变化 ， 使得行动者需要重新寻找网络平衡的位置 。 布雷斯悖论是网络连通性变

化影响人们决策行为的经典例子 。 在上述网络中 ， 边代表的是节点的收益函数 。

另有研究则从连通性变化带来 网络信息传递机制的变化入手进行讨论 ， 如崔时

英 （
Ｃｈｗｅ

，１ ９９９
） 在研究集体行动的形成时 ，

提出 了网络连通性直接影响了集体行

动的产生 ，
如果将节点之间边的属性看作传递集体行动信息的网络 ， 那么 ， 如果有一

个群体 ， 群体内的节点相互知晓行动门槛值 ，
且确认只有达到门槛值才能让处于群体

中的节点参与到集体行动之中 ， 则连通性的变化能够直接影响到行动中的节点 。

在此后的研究 中 ，

一些研究者还通过实验方法探讨不 同连通性条件下人们决策

的时长问题 ， 卡恩斯等人 （
Ｋｅ ａｍ 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 ０６ ） 通过让实验者与相邻实验者保持不

同 的颜色 （红／绿 ） 的决策过程 ， 来计算不 同邻居数量 和连通性模式对决策时间 的

影响 。 他们发现 ， 在连通性较差的 网络中 ， 如果每个人仅知道 自 己左边和右边行动

者的决策 ， 人们耗费时间也就越久 ， 而在有 中心节点 的网络 中 ， 人们决策 的时 间就

会大大缩短。

既有 的研究说明 ， 边上负载的无论是信息还是收益 ， 都是互动 中节点行动策略

的基础 。 连通性的变化往往还会成为新兴制度的创生过程 。 如作 为 电子商务平台的

淘宝 网站就将过去互相不联系 的卖家和买家连接在 了一起 ， 而且使得卖家通过淘宝

平台不断地向买家传递各类信息 ，
包括产品信息 、 商店信誉 、 他人评价等 ，

以期满

足现有连通性下节点间互动的条件 。 于健宁 （
２０ １４

） 通过对淘宝 网络交易数据的分

析认为 ， 淘宝的信誉评价机制传递着淘宝卖家信誉的公共信息 ， 并显著提高 了淘宝

平台 的成交量 （连通规模 ）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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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连通麟响的顏机制

１ ． 级联机制 中 的私人信息

在现实生活中 ， 行动者除了运用公共信息做决策以外 ， 更多的是通过 自有的私

人信息进行决策 。 奥格曼等人 （
Ｏ

’

Ｇｏ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１９７６
） 在研究种族隔离时发现 ，

当询问人们当地种族隔离的情况时
，
超过 ５０％ 的人认为他们所在地区的大多数美国

白人支持种族隔离 ， 实际上却只有少数美国 白人主张种族隔离 。 如果人们遍历所有

节点信息 ， 那么在回答时就不会明显的高估 。 显然 ， 人们之所以高估 ， 依据的是 自

己 占有的信息 ， 即私人信息 。

为 了探究信息在网络的哪个部分产生了如信息级联一样的传播现象 ， 斯蒂芬

（
Ｓｔｅｐｈｅｎ ，

２０００ ） 提 出 了基 于 网 络结 构 的 级 联机 制 ， 他借 鉴 了 格 兰诺 维特

（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

１９７８ ） 行动门榄值 ， 以及埃里森 （
Ｅｌｌｉｓｏｎ

，
１９９３

） 的协调博弈 ，
建

构了一套通过给定节点 门檻值来考察一个事物在某一特定网络结构的传播过程 。

斯蒂芬特别强调 ， 人不是在和一个巨大的人群互动 ， 只是在和 自 己周 围 的个体

互动 。

虽然讨论指向 的是一个特殊 网络结构
，
在网络中传递的却是基于节点 的私人

信息 。 在研究取向上 ， 研究者也开始重视网络中处于特殊位置节点 的影响力 ．

， 如

博尔加蒂 （ Ｂｏｒｇａ
ｔｔｉ

，
２００６

） 和肯普等人 （
Ｋｅｍｐ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 通过数学计算来探

讨如何寻找网络中的关键节点 以形成最大限度的网络级联 ， 并成为营销科学中的

一个重要方法论 ， 用于分析新产 品 的 最优营销边界 （ Ｄｏｍｉｎｇｏｓ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

２００２ ） 〇

循着结构级联讨论的另一个研究取向是社会行为的传播过程 ， 特别是个人行

为基于网络结构而传播的特征和过程 。 克里斯塔基斯和富勒 （
Ｃｈｒｉｓｔａｋｉｓ ＆Ｆｏｗｌｅｒ

，

２００７ ） 用从弗雷明翰心脏研究中心获得的 １２０６７ 个人在 １ ９７ １ 年到 ２００３ 年之间 ３２

年社会互动的网络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
，
在
一

个给定的地理 区域内 ， 有一个肥胖

朋友的人变胖的可能性增加 ５ ７％
， 有肥胖兄弟姐妹 的人变胖的可能性增加 ４０％，

有肥胖配偶的人变胖的可能性增加 ３７％
；
作为对照 ， 肥胖传染现象并不发生在地

理位置最为接近的邻居中 。 换句话说 ， 连通性的结构特征 ， 是影响肥胖发生概率

的因素 。 在 １９７ １
－

２００３ 年的每一个时间点上 ， 都存在 由肥胖个体组成的聚簇 ， 这

些聚簇 呈现 出
“

三度分 隔
”

的 特 征 ，
即

“

三 度 影 响 力
”

（
ｔｈｒｅｅ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 〇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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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 ， 该研究团队又通过对吸烟行为的研究提出 ， 在网络中基于行为的
“

超个

体
”

会将异质性节点排斥到网络的边缘 （ ＣｈｒｉＳｔａＭＳ ＆Ｆｏｗｌｅｒ
，２００８ ） ； 在对快乐行

为的研究中则提出了节点位置对行为汇聚的影响 （ ＦｏｗｌＣＴ ｅｔ ａｌ ．

，

２００９ ） ； 在对饮酒

行为的研究又讨论了节点属性对新事物传播的影响 （
Ｒｏｓｅｎｑｕｉｓｔ ｅｔ ａ ｌ ．，２０ １ ０

） 。 在这

些研究中 ， 都能找到
“

三度影响力
”

。

在完全随机的超大社会网络中 ，

“

三度影响力
”

假设刻画 了传播的特征 ， 个体

（事件 ） 在社会网络中的影响力 ， 随传播距离而衰减 ， 超出
“

三度分隔
”

， 影响力就

会逐渐消失 （克里斯塔基斯 、 富勒 ，
２０ １３

：１ １ ３
－

１９０
） 。

一

些研究也将上述研究方

法用在了新兴人际互动方式的研究中 ， 如莫拉雷斯等人 （ Ｍｏｒａｌｅｓｅｔ ａｌ．
，２０ １４ ） 在

对推特用户行为的研究中发现 ，
传播效果的差异来 自用户关系网络的拓扑结构差异 ，

粉丝具有异质性的用户 ，
更容易获得传播有效性 。

２ ． 博弈机制 中的地位变化

如果说网络中的级联现象是连通性基于私人信息在水平上的影响 ，
那么 ， 网络

交换理论的提出则从垂直上弥补了级联解释力的不足 。

在网络中的位置不同 、 携带的资源不同 ， 连通性赋予 的地位也是不相 同的 。 爱

默森 （ Ｅｍｅｒｓｏｎ
，

１ ９６２
） 很早就注意到了关系 中的权力 ， 他认为交换网络中 的权力

是个体获取个人利益的权力 ， 权力大小取决于关系双方的相互依赖性 ， 关系中一方

对另一方的依赖性越强 ， 另一方的权力就会越大 。
一个交换网络由两个或多个行动

者的交换关系形成一种社会结构 ， 至少包含如下几种要素 ： （
１
）
一组行动者

；
（ ２ ）

分布于行动者的资源 ； （
３

） 对每个行动者而言进行交换的机会 ； （
４

） 业已形成并可

持续发展的交换关系 ； （ ５ ） 连通性
，
将交换关系连接成社会结构的

一组关系 。 其

中 ，
存在正 、 负 、 混合三种类型的连通性 。

在一个由交换关系 Ａ
－

Ｂ 和 Ａ

－

Ｃ 组成的最简单的三人交换网络中 ， 若交换关系

Ａ －

Ｂ 的发生以交换关系 Ａ －

Ｃ 的发生为前提 ， 则交换网络连通性为正 ； 若交换关系

Ａ
－

Ｂ 的发生以交换关系 Ａ

－

Ｃ 的不发生为前提 ， 则连通性为负 ； 由于外部资源的可

选择性 ，

一个复杂网络中常常会因为存在消极连通性而展现出 混合 的结构特性

（ Ｃｏｏｋｅｔａｌ ．
，

１９ ８３ ） 。

在定义交换网络的基础上 ， 库克参与的另一篇文章进一步指出
，
不同的网络连

通性对交换网络中权力分布的影响不同 ， 网络的连通性特征、 资源短缺和改变潜在

权力依赖关系的其他特征影响了交换网络中的权力分布 。 实验和计算机模拟发现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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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虽然两个交换网络可以被表示为完全相同的有 向 图 ， 却存在完全不同的交换过

程 ； 有时 ， 处于髙度 中心位置的节点 ， 却不一定拥有最大的权力 。 因为交换网络的

连通性特征不同 。 在连通性为负的交换网络中
，
资源的流动不具有传递性 ， 而外部

资源的可选择性决定了权力 的分配 ； 在连通性为正的交换网络中 ， 局部资源的短缺

决定了权力的分配 ， 局部资源短缺则由 网络中的资源供给总量和行动者与资源之间

距离决定 ； 在混合型交换 网络 中
，
权力分布则是 网络位置的 函数 （ Ｙａｍａｇｉｓｈｉ

，

１ ９８８
） 。 也有学者提 出 ， 对社会状态的感受也是影响权力分配的 因素之一 （ Ｔｈｙ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〇

尽管网络交换理论家意识到了研究权力分配的重要性 ， 指出 了权力分配不平衡

会激活权力平衡的机制 ，
显然相关的研究并没有触及连通性互动的层面 ， 没有澄清

连通性在激活权力分配及平衡方面产生的具体作用 ， 博弈论则在这方面做出 了重要

贡献。

纳什 （
Ｎａｓｈ

， １９５０
） 从连通性影响权力分配的结果人手 ， 针对两人议价的简单

形式 ， 形式化地给出 了两人关系如何分配剩余的数学表达 。 在纳什计算结果的基础

上
， 宾摩尔等人 （ Ｂｉｒｎｎｏｒｅ ｅ ｔ ａｌ

，
１９８６

） 进
一步定义了可推导出这一结果一般博弈模

型。 纳什均衡的结果后来被网络交换理论家称为
“

对等依赖
”

（
Ｃｏｏｋ＆Ｙａｍａｇｉｓｈｉ

，

１９９２
） 。 除了借助纳什议价解来表示网络交换的结果 ， 社会学家还试图运用博弈论

中的联盟等策略来解决权力不平衡 的问题 ， 将地位获得与网络交换研究关联起来

（
Ｗａｌｋｅｒ＆Ｍａｒｋｏｖｓｋｙ ，２０００）０

以上研究大多是在给定连通性特征 的前提下探讨连通性对行动者 的影响 ，

范埃森和范德里特 （ Ａｓｓｅｎ ＆ ｄｅ Ｒｉ
ｊ
ｔ

，２００７ ） 探讨 了在连通性发生变化 的情况

下 ， 对其中行动者产生的影 响 。 研究者运用 了规模在 ２－ ８ 的 １ ３５ ９７ 个 网络数

据 ， 检验了在增加或减少
一条边的情况下 ， 与该边直接关联的行动者收益 、 邻

居行动者收益和整体收益方差的变化 。 研究发现 ， 当增加
一条边时 ， 与之关联

的节点及其邻居的收益均下降 了 ， 这一结果与传统理论命题 的预测相反 。 研究

者认为 ， 出现结果的差异是 由于包括权力依附理论、 网络交换理论等在 内 的理

论命题均假设行动者在其中 使用次优交换关系 。 因此 ， 作者认为未来的研究方

向应该关注连通性本身的变化和影响 ，
以及力 图寻找使连通性没有变化动力 的

平衡网络结构 。

在网络交换行为 中 ， 行动者掌握的信息量并没有显著的正效应 （
Ｔｈｙｅｅ ｔ ａｌ ．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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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
） 。 可见 ，

行动者的互动是在给定范围发生的 ，
在给定连通性的条件下 ， 私人

信息足以支撑交换行为的发生 。 维勒等人 （ＷｉＵｅｒ ｅ ｔ ａｌ
，

２０ １２ ） 认为
，
交换理论的

作用之所以有限
，
就是因为其只能在小规模 网络中发挥作用

， 目前 已有域分析

（
ｄｏｍａ ｉ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方法通过依据权力域边界将大型网络切割成小规模网络的方法 ，

以实现网络交换理论和算法在大型复杂网络中的应用 。

综上 ， 从宏观到微观
，
连通性承载着人际之间相互影响的信息 ， 使得行动者的

观念 、 行为得以传播 ， 使得人们在网络中交换和流动 。 因此 ， 连通性的影响的确具

有工具性 ， 在互动的意义上 ， 正如齐美尔所说 ， 则更具有人类社会行动规律的一

般性 。

五 、 总 结

本文的 目的不在于对汗牛充栋的社会网络研究文献进行全面梳理 ， 而在于通过

对与连通性相关联的文献的分析
，
探讨社会学对社会网络研究的困境与机会 。 再次

细读齐美尔 ， 我们或许会感叹 ，
社会学对人类社会的探索 ， 在摸索了多少年之后 ，

似乎还是要回 到社会 （ 网络 ） 的基本问题上来。 三人互动 ， 正是连通性的基本问

题 。 如果说在社会学作为
一个学科创立之初齐美尔就提出 了连通性问题 ，

今天 ， 我

们依然需要回到连通性上来 。

如果把连通性放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来观察 ，
凸显的现象是 ， 人类社会的

发展 ， 原本就是
一

幅连通性不断发展的画卷。 来 自各种因素的影响 ， 把人类从地理 、

族群 、 国家 、 宗教 、 意识形态等的隔离中解脱 出来 ， 让人类社会通过物质的交流 、

信息的沟通、 地理的交通等技术的发展
，
在连通性上逐步增强 ， 从物质到情感 ， 再

到精神 。

社会网络研究尽管是从社会学的人际网络开始的 ， 如今却 已经延伸到了人类社

会生活与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和领域 。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渗透 ， 不仅让生产活动 、

生活环境越来越智能化 ，
也在通过连通性的发展 ， 悄悄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特征与

属性 。

举一个例子 ，
农村电商 。 ２ １ 世纪初 ， 在讨论数字鸿沟 （ 邱泽奇 ，

２００ １ ） 的时

候 ， 我们曾经呼吁互联网设施的公平性 ， 呼吁在互联网设施的发展中不要忽视了农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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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地区 ， 不要在城乡鸿沟之外制造数字鸿沟 。 仅仅在 １５ 年之后 ， 我们就无须担心设

施性的数字鸿沟了 。 农村电商的发展就是一个例证。 ２００９ 年 ， 中 国开始出现以淘宝

为交易平台的淘宝村？ ，
２０ １ ３ 年底 ， 全国有淘宝村 １９ 个

，
到 ２０ １ ４ 年底 ， 就超过了

２ １０个。

对这一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三个因素 ： 移动终端 、 交易平台 、 物流网络 。 而

这三个因素汇集在
一起的影响

，
就是连通性 ， 把地理上阻隔的行动者链人到了全球

商品交易网络 。 如果一个老奶奶 （ 不管她在哪儿 ） 有东西要卖或买却不会操作 ，
孙

辈可以用移动终端借助于交易平台和物流网络来实现老奶奶的愿望 ； 同样 ， 如果个

体希望跳出身边实体群体的藩篱 ， 短路径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 ，
同质性闭包机制为

其提供了技术性方向 ， 实现只在于其行动 。 这就是连通性的力量——赋权 ， 同时

赋能 。

人类对 自 己的网络现象 ， 从形象的刻画开始 ，
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 ， 各 自在 自

己 的领域对网络现象中 的科学问题进行探索 ； 而互联网络发展对人类社会与经济生

活的影响
，
让来 自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的学科传统 ， 在知识积累的意义上汇流 ，

形成一个覆盖了 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
“

网络科学
”

， 数学家的
“

三元闭包
”

和社

会学家的
“

三人互动
”

变成了一个议题的不同维度 。 连通性
，
成为科学家在各 自领

域面对的共同议题 。

综观围绕连通性的文献 ，
如果说 自然科学家已经探讨了连通性的基本特征 、 机

制 ， 让人们看到 了 同 质性 闭包 、 结构平衡 的意义 ， 那 么 ，
正 如哥德 尔和梅 西

（
Ｃｏｌｄｅｒ＆ Ｍａｃｙ ，

２０ １４
） 直觉到的那样 ， 我们认为在连通性成为影响人类社会特征

与属性直接因素的时代 ， 探讨连通性的动态及其与人类社会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 ，

探讨连通性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 ， 则是社会学家在这个时代当仁不让的责任 。 信

息时代 ， 正在呼唤着另一个
“

韦伯
”

， 就像工业化时代呼唤马克斯
？

韦伯一样 ， 起

点正是人类社会的连通性 。

参考文献 ：

班德拉 ，
阿尔伯特 ，

１９９５
， 《社会学习理论 》 ， 周 晓虹译 ， 台北 ： 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

边燕杰 、 张文宏
，

２００１
，

《经济体制 、 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 》
，

《 中国社会科学》 第 ２ 期 。

① 根据阿里研究院的 定义 ，
淘宝村指经营场所在农村 ，

且以行政村为单元 ，
电 子 商务年 交易额在 １０００ 万元

以 上
，
活跃店家数量 １ ００ 家以上或 占 当地总户 数 １０％ 以上

，
满足以上全部条件 ，

被称为
“

淘宝村
”

。

２５



社会发展研究２０ １５ ． ３

伯特 ，
罗纳德 ，

２００８
， 《结构洞 ： 竞争的社会结构》

，
任敏 、 李璐、 林虹译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陈云松 、 比蒂 ． 沃克尔 、 亨克 ． 弗莱普
，

２０１４
，

《

“

关系人
”

没用吗 ？
一社会资本求职效应的论战与新证》

，

《社会学研究》 第 ３ 期 。

弗里曼 ， 林顿 ？

（ ：
，
２００８

， 《社会网络分析发展史 ：

一项科学社会学的研究 》
，
张文宏 、 刘军、 王卫东译 ， 北

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怀特 ， 哈里森 ． Ｃ
，
２００９

， 《机会链 ： 组织中流动的系统模型》
，
张文宏 、 魏永峰等译 ，

上海 ： 格致出版社 。

克里斯塔基斯 ，
尼古拉斯 、 詹姆斯 ？ 富勒 ，

２０ １３
， 《大连接 ： 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对人类现实行为 的影

响》
， 简学译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刘军
，

２００６
， 《法村社会支持网络的整体结构研究 ： 块模型及其应用》

，
《社会》 第 ３ 期 。

罗家德 、 孙瑜 ，

２０ １３
， 《 自组织运作过程中的能人现象》

，
《中国社会科学》 第 １０ 期 。

齐美尔 ，
２００２

， 《社会学 ： 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 ， 林荣远译 ，
北京

： 华夏出版社 。

邱泽奇 ，
２００ １

，
《中国社会的数码区隔 》 ， 《二十

一

世纪评论》 第 ２ 期 。

邱泽奇 、 乔天宇 ，
２０ １５

， 《强弱关系 ，
还是关系同质性？》 （待发表 ） 。

萨瑟兰 ， 埃德温 、 唐纳德 ？ 克雷西 、 戴维 ■ 卢肯比尔 ，

２００９
，

《犯罪学原理》
，
吴宗宪等译

，

北京 ： 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出版社 。

王春光
，

２０００
， 《流动 中的社会网络 ： 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

，
《社会学研究》 第 ３ 期 。

王毅杰 、 童星
，

２０ ０４
，

《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探析》 ， 《社会学研究 》 第 ２ 期 。

伊斯利 ， 大卫 、 乔恩 ？ 克莱因伯格 ，
２０ １ １

， 《 网络 、 群体与市场 ： 揭示高度互联世界的行为原理和效应机制》
，

李晓明 、 王卫红 、 杨摄利译 ，
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 。

于健宁 ，

２０ １ ４
， 《公共信息与网络交易 ： 以淘宝集市为例》

，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张顺 、 郭小弦 ，

２０１ １
， 《社会网络资源及其收人效应研究

一基于分位回归模型分析》
，

《社会》 第 １ 期 。

张文宏
，

２００６
， 《社会网络资源在职业配置中的作用 》

，
《社会 》 第 ６ 期 。

周玉 ，
２００６

， 《社会网络资本与干部职业地位获得》 ， 《社会》 第 １ 期 。

Ａｌｂｅｒｔ
，Ｒｅｋａ ，Ｈａｗｏｏｎｇ

Ｊｅ ｏｎｇ 
＆ Ａｌｂｅ ｒｔ

－Ｌａｓｚｌ ｏ Ｂａｒａｂｄｓｉ１９９９
，

Ｍ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 ｒｏｆ

ｔ
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
ｉｄｅＷｅｂ．

ｗ

Ｎａｔｕｒｅ

４０ １（
６７４９

） ．

Ａｎｄ ｅｒａｏｎ
，Ｌ． Ｒ． ＆Ｃ ．Ａ ．Ｈｏｌｔ １９９ ６

，
Ｍ


Ｃ

ｌ
ａｓｓｒｏ ｏｍＧａｍ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Ｃａｓｃ＾ｉｅ ｓ
．
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ｗｅｓ

ｌ 〇（
４

）
．

Ａｎｔａ
ｌ ，Ｔ．

 ，Ｐ ．Ｌ．

Ｋｒａｐ
ｉｖｓｋｙ ＆Ｓ ．Ｒｅｄｎｅｒ ２００５ ，

ｕ

Ｄｙｎａｍｉｒａ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Ｂａｌ ａｎｃｅ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Ｅ１２（ ３ ） ．

（ ｈｔｔ
ｐ ：／／ａ ｒｘｉ ｖ．ｏｒ

ｇ
／ａｂａ／ｃｏｎｄ

－

ｍａｔ／０５０６４７６
）

Ａｓｓｅｎ
，Ｍ．Ａ． Ｌ． Ｍ． ＆Ａ． ｖ ａｎｄｅＲｉ

ｊ
ｔ２００７

，


＊
＊

Ｄｙｎａｍｉ ｃＥｘｃｈａｒ＾ｅＮｅｔｗｏｒｉ ｃｓ ．
ｎ

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 ｒｋｓ２９（２
）

．

Ｂａｃｋｓｔｒｏｍ
，Ｌａｒｓ

，
Ｐａｏ ｌｏ Ｂ ｏｌ ｄｉ

，
ＭａｒｃｏＲｏ ｓａ

，
Ｊｏｈａｎ Ｕ

ｇ
ａｎｄｅｒ＆ Ｓｅｂａｓ ｄａｎｏ Ｖｉ

ｇ
ｎａ２０ １２

，
Ｆｏｕｒ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Ｓｅ

ｐ
ａｒａｔｉｏ ｉＬ

Ｍ

Ｉｎ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Ａｎｎｕａｌ ＡＣＭＷｅｂＳｃｉｅｎ ｃ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Ｂａｋｅｒ Ｌｉｎｄａ ２００９

ｆ

ｕ


Ｒｅｍｏｖｉｎ

ｇ
ＲｏａｄｓａｎｄＴｒａｆｆｉｃＬｉ

ｇ
ｈｔｓＳ

ｐ
ｅｅｄｓＵｒｂａｎＴｒａｖｅＬ

Ｋ

Ｓｃｉｅｎｔ＾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２ ．

Ｂａｎｅｉ
ｊ
ｅｅ

，
Ａｂｈｉ

ｊ
ｉｔ Ｖ ． １９９２

，
＊＊

ＡＳｉｍｐｌｅ ＭｏｄｅｌｏｆＨｅｒｄＢｅｈａｖｉｏ ｒ．

ｎ

ＴｈｅＱｕａ 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 ０７ （ ３ ） ．

２６



？ 论文
＊

回到连通性

Ｂａｘａｂｄｓ ｉＡ－Ｌ
．
２０ １３

，
＊ ＊

Ｎｅ
ｔ
ｗｏｒｋＳｃ

ｉ ｅｎｃｅ ．

ｗ

Ｐｈ ｉ
ｌｏｓｏｐ

ｈ
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Ｒｏ
ｙ
ａｌ Ｓｏｃ ｉｅｔ

ｙ 
Ａ３７ １

 ：２０１ ２０３７５ ．

Ｂｅａｒｍａｎ
，
Ｐｅ ｔｅｒＳ

．，
ＪａｍｅｓＭｏｏｄ

ｙ
＆Ｋａｔ

ｈｅｒｉｎｅＳｔｏｖｅｌ２００４
，

Ｍ

ＣｈａｉｎｓｏｆＡｆｆｅｃ ｔｉｏｎ
？Ｈｉ ｅ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ｏｆＡｄｏｌ＾ｃｅｎｔ

Ｒｏｍａｎｔｉ ｃａｎｄＳｅｘｕａ 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ｎ

Ａｍｅ 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 １０（ １

）
．

Ｂｅ ｃｋｅｒ
，
Ｇａ ｒ

ｙ
Ｓ． １９９３

，ＨｕｍａｎＣａｐ ｉｔａｌ
：ＡＴｈｅｏ 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Ｅｍｐ 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

ｙ
ｓｉｓ

ｔ
ｗｉｔｈＳ

ｐ
ｅｃ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
ｈ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

ｙ 
ｏｆ Ｃｈｉ ｃａ

ｇ
ｏＰｒｅｓｓ ．

Ｂ ｉａｎ
，Ｙａｎｊ

ｉ ｅ１９９７
，

ｗ

Ｂｒｉｎ
ｇ

ｉｎ
ｇＳ

ｔｒｏｎ
ｇ
ＴｉｅｓＢａｃｋｉｎ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Ｔｉｅｓ
，
Ｎｅ ｔｗｏｒｋＢｒｉｄ

ｇ
ｅｓ

，
ａｎｄＪｏｂ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

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６２（
３

 ）
．

Ｂｉｋｈｃｈａｎｄａｎｉ
，Ｓ ．，ＤａｖｉｄＨｉｒ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ＩｖｏＷｅｌｃｈ１９９２

，

ｗ

Ａ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Ｆａｄｓ

，
Ｆａ ｓｈｉｏｎ

，
Ｃｕｓｔｏｍ

，ａｎｄＣｕｌ ｔｕｒａ ｌＣｈａｎ
ｇ
ｅ

ａｓ Ｉｎｆｏ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ｓｃａｄｅ ｓ ．

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 ｉ
ｔ
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

ｙ 
１００（

５
） ？

Ｂ ｉｎｍｏｒｅ
，Ｋｅｎ

，
Ａｒｉｅｌ Ｒｕｂｉｎｓｔｅ ｉｎ＆ Ａｓｈｅｒ Ｗｏｌ ｉｎｓｋ ｙ

１ ９８６
，

ｗ

Ｔｈｅ ＮａｓｈＢａｒ
ｇ
ａｉｎｉｎ

ｇ 
Ｓｏｌｕ

ｔ ｉ
ｏｎ

ｉ
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Ｍｏｄｅ ｌｌｉｎ

ｇ．


Ｍ

Ｔｈｅ

Ｒ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７ （
２

）
．

Ｂｏｒ
ｇ
ａｔ ｔｉ

，Ｓｔｅ
ｐｈ

ｅｎＰ ．２００６
，

Ｍ

Ｉｄｅｎｔ ｉｆ
ｙ
ｉｎ
ｇ

Ｓｅｔｓ ｏｆＫｅ
ｙ
Ｐ ｌａ

ｙ
ｅｒｓ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Ｎｅ ｔｗｏｒｋ ．

＊ ＇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
ｔ
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
ｙ

１２（
１

）
．

Ｂｏｉ
＾
ａｔ ｔｉ

，
Ｓｔｅ

ｐ
ｈｅｎＰ．

 ，
Ｃａｎｄａｃｅ Ｊｏｎｅｓ＆Ｍａｒ

ｔ
ｉｎ Ｇ ．Ｅｖｅ ｒｅ ｔｔ １９９ ８

，
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 Ｓｏｃｉ
ａｌＣａ

ｐ
ｉ
ｔ
ａＬ

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２ １

（
２ ） ．

Ｂｏｕｒｄｉ ｅｕ
，
Ｐ． １ ９８６

，
Ｔｈｅ Ｆｏ ｒｍｓｏｆ

Ｃａｐ ｉｔａｌ． Ｉｎ
Ｊ ．Ｒｉ 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ｅｄ
．）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ｃｆ

Ｔｈｅｏｒ
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 ｒｔｈｅＳｏｃ 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Ｂｕｒｔ
，
Ｒ ｏｎａｌｄＳ．２００４

，
（ ＜

Ｓｔ 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Ｈｏｌ ｅｓａｎｄＧｏｏｄＩｄｅａｓ ．

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ｏｃｉｏ ｌｏｇｙ
１ １ ０（

２
） ．

Ｃａｒｔｗｒｉｇｈｔ
，
Ｄｏｒｗｉｎ＆ＦｒａｎｋＨａｒａ ｒ

ｙ 
１９５６

，
Ｍ

Ｓ
ｔｒｕｃ ｔｕｒ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ｚ ａｔｉｏｎ ｏｆＨｅ
ｉ
ｄｅ ｒ

＊

ａＴｈｅ ｏｒ
ｙ

． 

＂

Ｐｓ
ｙ
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６３（ ５ ）
．

Ｃｈｒｉｓｔａｋｉ ｓ
，Ｎ ．Ａ．＆

Ｊａｍｅｓ
．Ｈ． Ｆｏｗｌｅｒ２００７

，


Ｍ

Ｔｈｅ Ｓ
ｐ
ｒｅａｄｏｆ Ｏｂｅｓ ｉｔ

ｙ ｉ ｎａＬａｒｇ
ｅＳｏｃｉａ ｌＮｅ ｔｗｏｒｋｏｖｅｒ３２ Ｙｅａｒｓ．

ｎ

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３５７（ ４ ）
．



２００８
，

ｕ

ＴｈｅＣｏ ｌｌｅｃ ｔ
ｉ
ｖｅＤ

ｙ
ｎ ａｍ

ｉ
ｃｓｏｆＳｍｏｋ

ｉ
ｎ
ｇ 

ｉｎ ａＬａｒ
ｇ
ｅ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Ｍ

ＮｅｗＥｎｇ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
ｉ
ｎｅ３５８

（ ２１
）

．

Ｃｈｗｅ
，
Ｍ． Ｓ

．
Ｙ ．１９９９

，


Ｋ

Ｓ
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 ｇｙ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 ｖｅ Ａ ｃ
ｔｉｏｎ．

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 ０５ （ １

）
．

Ｃｏ ｌｅｍａｎ
，
ＪａｍｅｓＳ

．
 １９８８

，

Ｍ

Ｓｏｃ
ｉ
ａ ｌＣａ

ｐｉ
ｔａ ｌ

ｉ
ｎｔｈｅＣ ｒｅ 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Ｃ ａ

ｐ
ｉｔａｌ． 

Ｍ

Ａｍｅｒ
ｉ
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Ｓｏｃ ｉｏｌｏｇｙ 
９４（

１
）

．

Ｃｏｏｋ
，
ＫａｒｅｎＳ ． ＆ Ｔｏｓｈｉｏ Ｙａｍａ

ｇ
ｉ ｓｈｉ １９９２

，
Ｍ

Ｐｏｗｅ ｒｉｎＥｘｃｈａｎ
ｇ
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 Ｐｏｗｅｒ－ｄｅ
ｐ
ｅｎ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ｍｕ ｌａ ｔｉｏｎ．

Ｍ

Ｓｏｃ ｉａ 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１４ ．

Ｃｏｏｋ
，
ＫａｒｅｎＳ ．

，
Ｒｉｃｈａ ｒｄＭ ．Ｅｍｅ ｒｓｏｎ

，
Ｍａ ｒ

ｙ
Ｒ． Ｇｉｌｌｍｏｒｅ＆ＴｏｓｈｉｏＹａｍａ

ｇ
ｉｓｈｉ１９８３

，


４ １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 ｉｂｕｔｉｏｎ 〇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Ｅｘｃｈａｎ
ｇ
ｅ Ｎｅｔｗｏ ｒｋｓ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Ｅｘ
ｐ
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ｌＲｅｓｕｌ

ｔｓ． 
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８９ （

２
）

．

Ｃ ｒａｎｄａｌｌ
，
Ｄａｖｉ ｄ

，
ＤａｎＣｏｓｌｅ

ｙ ，
Ｄａｎｉｅｌ Ｈｕｔｔ

ｅｎｌｏｃｈｅ ｒ
，
Ｊ． Ｋｌ ｅｉ ｎｂｅ ｒ

ｇ
＆Ｓ ｉｄｄｈａ ｒｔｈＳｕｎ２００８

，
Ｋ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Ｅｆｆｅｃ 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ｍ ｉｌａｒｉｔ
ｙ

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ｌｂｉｆｌｕｅｎｃｅｉｎＯｎｌｉｎｅＣ 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 ｓ ． ＩｎＰ ｒｏｃｅｅｄｉｎ
ｇ
ｓｏｆ 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ｔｈＡＣＭＳＩＧＫＤＤ

Ｉｎｔ
ｅｒｎａ ｔｉ

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 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
ｇ
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Ｄａｔａ Ｍ
ｉ
ｎ

ｉ
ｎ
ｇ

．Ｌａｓ Ｖｅ
ｇ
ａｓ

，Ｎｅｖａｄａ ，
ＵＳＡ ：ＡＣＭ ．

Ｄａｖｉ ｓ
，
Ｊ ａｍｅ ｓＡ． １９６３

，
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ｏｌ ｉｄａｒｉｔｙ

，
ａｎｄＩｎｔｅｒ

ｐ
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 ｌａｔｉ ｏｎｓ．

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２７



社会发展研究２０１５ ．
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６Ｓ（ ４ ）
．

Ｄａｖ ｉｓ
，ＪａｍｅｓＡ． １９６７

，
“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
ｇ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Ｇｒａ

ｐ
ｈｓ？

”

仇ｍａｎ及 ２ ０．

ｄｅ Ｓｏｌａ Ｐ〇
（
ｄ

，
Ｉ ｔｈｉｅｌ ＆ＭａｎｆｒｅｄＫｏｃｈｅｎ１ ９７ ８

？
ｕ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 ｅ． 

Ｋ

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１（
１ ）

．

Ｄｏｄｄｓ
，
Ｐｅｔｅ ｒＳｈｅｒｉｄａｎ

，
Ｒ ｏｂ

ｙ
Ｍｕｈａｍａｄ＆ Ｄｕｎｃ ａｎ

Ｊ． Ｗａｔｔｓ ２００３
，


ａ

ＡｆｔＥｘ
ｐ
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

ｙ
ｏｆＳｅａ ｒｃｈ 

ｉｎ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ｃｉ 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０１（
５６３４

）
．

ｔ ）ｏｍｉｎ
ｇ
ｏｓ

，
Ｐ， ＆Ｍ．Ｒｉｃｈ ａｒｄｓｏｎ２００２

，


ｕ

Ｍｉｎｉｎ
ｇ

ｔｈ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ｎ

ＩｎＰｒｏｃ ｅｅｄｉｎ
ｇ
ｓｃｔｆｔ

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ｈ

Ｉｎｔｅｍ＾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
ｇ
ｅ Ｄ ｉｓ

ｃ
ｏｖｅ ｒ

ｙ
ａｎ ｄＤａｔ＆Ｍｉｎｉｎ

ｇ
．

Ｄｏｒｅｉａｎ
，
Ｐ． ＆Ａ．Ｍｒｖａｒ１９９６

，
， （

ＡＰａｔｔｉ
ｌ
ｉｏｎｉ ｎ

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 ｏ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ａｌ Ｂａ ｌａｎｃｅ

． 

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 ｒｋｓ １ ８ （
２

）

．

Ｅｌｌｉ ｓｏｎ
，
Ｇ． １９９３

，
＾
Ｌｅａｒｎｉｎ

ｇ ，
Ｌｏｃａ ｌ Ｉｎｔｅ ｔ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 ｏｏｒｄｉｎａｔ ｉｏｎ ．ＧｅｎｅｒｉＵＩｒ＾ｈｒｍａｔｉｏｎ ６１（

５
）

．

Ｅｍｅｒｓｏｎ
，
Ｒｉ ｃｈａｒｄＭ．１９６２

，
ｗ

Ｐｏｗ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２１（
１
）

．

Ｅｖｅｒｅｔｔ
，
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４

，
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Ｈｏｌｅ ｓｂ
ｙＲｏｎａｌｄＳ． Ｂｕｒｔ

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ｏｃ 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ｖｉｅｗ１ ０（
１
）

．

Ｆｅ ｒｎａｎｄｅｚ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Ｍ．＆￡ ．Ｊ

．Ｃａｓｔｉｌｌａ２０００
，


ｕ

Ｓｏｃ ｉａｌ Ｃａ
ｐ

ｉｔａｌａｔ Ｗｏｒｋ
：Ｎｅ

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ｔ ａＩ％ｏｎｅＣｅｎｔｅｒ． 
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 ｉｏｌｏｇｙ １０５（ ５ ）
．

Ｆｏｗｌｅｒ
，ＪａｍｅｓＨ．

２００６
，

＜ （

Ｌｅ
ｇ

ｉｓｌａｔｉ ｖｅ Ｃｏｓ
ｐ
ｏｎｓｏｒｓｈｉ

ｐ
Ｎ 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Ｈｏｕｓｅ ａｎｄＳｅｎａｔｅ ．

Ｈ

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２８ （
４

）
．

Ｆｏｗｌ ｅｒ
，
Ｊａｍｅｓ． ，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Ａ． Ｃｈｒｉｓｔａｋｉｓ
，
Ｓｔｅ

ｐ
ｔ ｏｅ＆Ｄｉｅ ｚＲｏｕｘ２００９

，
（ ＜

Ｄ
ｙ
ｎａｍｉｃ Ｓｐｒ

ｅａｄｏｆＨａｐｐｉｎｅ ｓｓ ｉｎａＬａ＾ｅ

Ｓｏｃｉａ ｌ

Ｎｅｔｗｏｒｆｃ

 ：Ｌｏｎｇｉｔｕｉ
ｔｉ ｔｉａｌＡｎａｌ

ｙ
ｓｉ ｓｏｆ ｔｈｅＦｒａｍｉｎ＾ｉ ａｍＨｅａｒｔ Ｓｔｕｄ

ｙ
Ｓｏｃ ｉａｌ Ｎｅ ｔｗｏｉｋ

．


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３８（
７６ ８５

）
．

Ｇｏｌｄｅｒ
，
Ｓｃｏ ｔｔＡ

．
＆ＭｉｃｈａｅｌＷ． Ｍａ ｃ

ｙ２０ １４
，

＊ ＊

Ｄ ｉ

ｇ
ｉｔａｌＦｏｏｔ

ｐ
ｒｉｎｔｓ

：Ｏｐｐｏｒｔｉ ｉｎｉｔｉ 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ｌ ｌｅｎ
ｇ
ｅｓｆｏ ｒＯｎｌｉｎｅＳｏｃ 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
ｇｙ

４０（ 
ｉ

）

．

Ｇｏｕｋｉ
，
Ｒｏ

ｇ
ｅｒ Ｖ ．

２００２
，

Ｍ

Ｔｈ ｅＯｒｉ
ｇ

ｉｎｓ０＾ Ｓｔａｔｕ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ＡＦ ｏｒｍａｌ Ｔｈｅｏｒ

ｙ
ａｎｄＥｍ

ｐ
ｉｒｉｃ ａｌ Ｔｅｓｔ

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０７（ ５ ）

．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
ＭａｒｋＳ． １９７３

，
Ｍ

Ｔｈｅ Ｓ
ｔｒｅｎ

ｇ
ｔ
ｈｏｆＷｅａｋＴｉｅｓ． 

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 ｌｏｇｙ

７８（
６

）
．



１９７ ８
，

ｗ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Ｍｏｄｅ ｌｓ ｏｆＣｏｌｌｅｃ ｔ
ｉ
ｖｅ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

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

ｎａ ｌ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Ｓ３（

６
）

．



１９８５
，


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 ｃｔ
ｉｂｎａｎｄＳｏｃ

ｉ
ａｌＳ

ｔ
ｒｕｃ

ｔ
ｕｒｅ

：ＴｈｅＰｒｏｂｌ ｅｍｏｆＥｍｂ 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 

ｎ

Ａｍｅｒ
ｉ
ｃａｎ

Ｊ
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９ １

（ ３ ）
．

Ｈａ ｒａｒ
ｙ ，Ｆｒａｎｋ＆ＲｏｂｅｒｔＺ． Ｎ ｏｒｍａｎ １ ９５３

，ＧｒａｐｈＴｈｅｏｒｙａｓ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ＡｎｎＡｒｉ）〇ｒ

：

Ｍ
ｉｃｈｉ

ｇ
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Ｈｅ ｉ
ｄｅｒ ，＾１１ １２ １ ９４６ ，Ａｔ 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Ｏｒ

ｇ
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ｓ
ｙ
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 １（ １
）

．

Ｈｕｆａｅｒｍａｎ
，Ｂｅｒｎａｒｄｏ Ａ．

 ，Ｄａｎｉｅｌｋ．Ｒｏｍｅｒｏ＆Ｆａｎ
ｇ
Ｗｕ２００ ８

，
＊＊


Ｓｏｃ ｉａｌＮ 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ｈａｔＭａ

ｔ ｔ
ｅｒ

：ＴｗｉｔｔｅｒＵｎｄｅｒ ｔ
ｈｅ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
ｐ
ｅ ．

Ｍ

Ｓｏｃ 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１
４（ １ ）

．

ｔｔｕｃｋ
，
Ｓ．＆ Ｊ．

Ｏｅｃｈｓ９ｌｅｒ １９９９
，

Ｋ

Ｉｎｆ〇ｈ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ｓｃ ａｄｅｓｉｎＬａｂｏｒａ
ｔ
ｏｒ

ｙ ：Ｄｏ Ｔｈ ｅ
ｙ
Ｏｃｃｕｒｆｏｒ ｔ

ｈｅ Ｒｉ＾ｉ ｔＲｅａｓｏｎｓ？
ｎ

ＪＵｒｇ

Ｏｅｃｈｓｓ
ｌｅｒ２１（ ０ ） ．

Ｈｕｍｍｏｎ
，
Ｎｏｉｍ ａｎＰ． ＆Ｐａｔｒ

ｉ
ｃｋＤｏｒｅ

ｉ
ａｎ２０ ０３

，
“

Ｓｏｍｅ
Ｄｙｎ ａｍｉｃｓ ｏｆＳｏｃ

ｉ
ａｌＢａ ｌａ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Ｂｒｉｎｇｉ

ｎ
ｇ
Ｈｅ ｉ

ｄｅｒＢａｃｋｉ ｎｔ ｏ

Ｂａｌａｎｃ ｅＴｈｅｏ ｒ
ｙ

． 

’’

Ｓｏｃｉｏ／／Ｖｅｆｗｏｒｆａ２５ （
１ ）

．

２８



． 论文 ？回到连通性

Ｈａｎ
ｙ ，Ａｍｉ

ｙ
ａａｌ

，
ＡｄｉＢａｒｏｃａｓ

，ＬｅｅＫｏｒｅｎ ，
Ｍｉｃｈ ａｅｌＫａｍ＆ＥｌｉＧｅｆｆｅｎ２０ １ ３

，
Ｗ

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Ｂａ
ｌ
ａｎｃｅｉ

ｎｔ
ｈｅＳｏｃ ｉ

ａｌ

Ｎｅ ｔｗｏｒｋｓｏｆａＷｉｌｄＭａｍｍａＬ
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８５（
６

）
．

Ｋａｎｄｅ ｌ
，ＤｅｎｉｓｅＢ ．１ ９７８

，
＜ （

Ｈｏｍｏ
ｐ
ｈｉｌ

ｙ ，
Ｓｅｌ ｅｃｔｉ 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ｚａｔｉ ｃｍｉｎ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
ｔ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

ｐ
ｓ ．

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８４（

２
） ．

Ｋｅｍ
ｐ
ｅ

，
Ｄ．


，
Ｊ．Ｋｌｅｉｎｂｅｒ

ｇ
＆Ｅ

．Ｔａ ｒｄ ｏｓ２００３
，

ｕ


Ｍａｘｉｍ ｉｚｉｎ

ｇ
ｔｈｅＳｐ

ｒｅａｄ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ｒｏｕ
ｇ
ｈａ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ｎ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
ｇ
ｓ ｏｆｔｈｅＮｉｎｔｈＡｃｍＳｉ

ｇ
ｋｄｄ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

ｇ
ｅ Ｄ ｉｓｃｏｖｅ）ｒ

ｙ
ａｎｄＤａ ｔａＭ

ｉ
ｎ
ｉ
ｎ
ｇ ．

Ｋｌｅｉｎｂｅ ｒ
ｇ ，
Ｊ＊ Ｍ ． ２０００

，


Ｈ

Ｎａｖｉ

ｇ
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Ｓｍａｌｌ


Ｗｏｒｌｄ．

Ｍ

Ｎａｔｕｒｅ４０６ ．

Ｋｌｅｉｎｆｅ
ｌ
ｄ

，
ＪｕｄｉｔｈＳ．２００２

，
Ｍ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Ｗｏｒｌ ｄ

Ｐｒｏｂｌ ｅｍ．

Ｍ

Ｓｏｃｉｅ
ｔ
ｙ 

３９ （
２

） ．

Ｋｒａｕｓｅ
，ＡｎｎＥ ．

 ，Ｋｅｎｎ ｅｔｈＡ－Ｆｒａｎｋ
，
ＤｏｒａｎＭ．

Ｍａ ｓｏｎ
，
Ｒｏｂｅｒｔ

Ｅ． Ｕｌａｎｏｗｉｃ ｚ＆Ｗｉ
ｌ ｌ

ｉａｍＷ ．
Ｔａ

ｙ
ｌｏｒ

？

 ２００ ３
，

ｗ


Ｃｏｍ

ｐ
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Ｒｅｖｅａｌ ｅｄ ｉｎＦｏｏｄ －ｗｅｂ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ｎ

Ｎａｔｕｒｅ４２６
．

Ｋｒｅａ
ｇ
ｅｒ

，
Ｄ ｅｒｅｋＡ＊＆Ｄａｎａ ＬＨａｙｎｉｅ ２０１ １

，
ｕ

Ｄａｎ
ｇ
ｅｒｏｕｓＬ ｉ

ａ
ｉ
ｓｏｎｓ

？Ｄａ ｔｉｎ
ｇ
ａｎｄＤｒｉｎｋｉｎ

ｇ
Ｄｉｆｉｕｓｉ

ｏｎ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Ｐｅｅｒ

Ｎｅｔｗｏｉｋ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

ｏｇｉ
ｃａｌＲｅｖ

ｉ
ｅｗ

７６ （５ ）
．

Ｋｕｉａｋｏｗｓｋｉ
，
Ｋ

，
Ｐ． Ｇａｗｒｏｆｔｓｋｌ＆Ｐ． Ｇｒｏｎｅｋ２〇〇５

，
ｕ

ＴｈｅＨｅ
ｉ
ｄｅ ｒＢａｌｍｉｃｅ

：
ＡＣｃ＾ｉｔｉｎｕｏｕｓＡ

ｐｐ
ｒｏａ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ｍＰｈ
ｙ
ｓｉｃｓＣ１６（

５
）

．

Ｋｕｎｅ
ｇ

ｉｓ
，
Ｊｅｒｏｍｅ

，
ＡｎｄｒｅａｓＬｏｍｍａｔｚｓｃｈ＆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Ｂａｕｃｋｈａ

ｇ＾
２００９

，
“


ＴｈｅＳｌａｓｈ ｄｏ ｔ

Ｚｏｏ
：
Ｍｉ

ｎｉｎ
ｇ

ａＳｏｃ ｉａｌＮｅ ｔｗｏｒｉｃ

ｗｉｔｈＮｅ
ｇ
ａｔ ｉｖｅＥｄ

ｇ
ｅ ｓ

．


ｉ ｙ

 Ｉ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
ｇ
ｓｏ ｆＥｉ

ｇ
ｈｔｅｅｎｔｈＩｎ

ｔ
ｅ 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ＷｏｒｌｄＷｉ

ｄｅ Ｗｅｂ（ 

ＷＷＷ２００９
） ，

Ｍａｄｒ
ｉ
ｄ

，Ｓｐａｉｎ．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ＡＣＭＰｒｅｓｓ．

Ｌａｚａｒｓｆｅ ｌｄ
，
Ｐ ．Ｆ．＆Ｒ． Ｋ ．Ｍｅｒ

ｔ
ｏｎ１９５４

，
Ｍ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
ｐ

ａｓａＳｏｃｉ ａｌＰｒｏｃ ｅｓｓ
；ＡＳｕｂｓ

ｔ
ａｎｔ

ｉｖｅ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
ｇ
ｉｃａ ｌＡｎａｌ

＾ｉｓ．

Ｍ

ＩｎＭｏｉ ｒｏｅＢｅｉｄｅｒ，Ｔｈｅｏｄｏ ｒｅ Ａｂｅｌ＆Ｃｈａｒｌｅ ｓＨ ．Ｐａ
ｇ
ｅ（

ｅｄｓ ．

）  ，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ＭｏｄｅｍＳｏｃｉｅｔ

ｙ
． 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ＶａｎＮｏｓｔｒａｎ ｄ ．

Ｌｅｗｉｓ
，Ｋｅｖｉ ｎ

，ｊａｓｏｎＫａｕｆｍ ａｎ
｝ＭａｒｃｏＧｏｎｚａｌｅ ｚ ，ＡｎｄｒｅａｓＷｉｍｍｅｒ＆Ｎｉ

ｃｈｏ ｌａｓＣｈｒｉｓｔａｋｉｓ２００ ８
，


ｕ

Ｔａｓｔｅｓ
，
Ｔｉｅｓ

，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ＡＮｅｗＳｏｃｉａ ｌＮｅ

ｔ
ｗｏｒｋＤａｔａｓｅｔ Ｕｓｉｎ

ｇ 
Ｆ ｇｕ＾ｅｂｏｏｋ ．ｃｏｍ． 

ｎ

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０（
４

）
．

ｌｉｎ
，
Ｎａｎ １ ９９９

，
Ｍ
Ｓｏｃ

ｉ
ａｌＮｅ ｔｗｏｒｉｃｓａｉｄＳｔａｔｕｓＡｔ ｔａｍｍｅｎｔ

Ｍ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Ｓｏｃｉｏｂｇｙ

２５（
１
）

．

Ｌｉｎ
，
Ｎａｎ

，
Ｗａ ｌｔｅｒＭ． Ｅｎｓｅｌ＆Ｊｏ

ｈｎＣ ．Ｖａｕ
ｇ
ｈｎ１９８ １

，
Ｓｏｃｉ 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Ｓｔｒｅｎ

ｇ
ｔｈｏｆＴ ｉｅ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ｉ
ｎ

Ｏｃｃｕ
ｐ
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Ａｔｔａ ｉ

ｎｍｅｎｔ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４ ６ （４ ）
．

Ｌｉｎ
，Ｎａｎ＆Ｗａｌｔ

ｅｒＭ．Ｅｎｓｅｌ １９８ １
，

ｕ

Ｓｏｃ
ｉ
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ａｎｄＯｃｃｕ

ｐ
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ＳｔａｔｕｓＡｔ

ｔ
ａ

ｉ
ｎｍｅｎｔ

Ｍ

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ｓ５９（ ４ ）
，

Ｌｕｔｔ ｅｆ
，
Ｍａｒｋ２０ １５

，
Ｍ

ＤｏＷｏｍｅｎＳｕｆｆｅｒｆｒｏｍＮｅｔｗｏｒｋＣ ｌｏ ｓｕｒｅ？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ｉ ｎ
ｇ
ＥｆｉＦｅｃｔ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Ｃａ

ｐ
ｉ ｔａｌｏｎＧｅｎ ｄｅ ｒ

ｂｉｅ
ｑ
ｕａｌｉ ｔ

ｙ
ｉｎａＰｒｏ

ｊ
ｅｃｔ

－Ｂａｓｅｄ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ｉｃ
ｃ ｉ

ｔ
， １９２９ｔｏ ２０ １０． 

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
ｌＲｅｖｉｅｗ ８０（ ２ ）

．

ＭｃＦａｉｉａｎｄ
，
Ｄ ａｎｉｅｌ Ａ．

 ，
ＪａｍｅｓＭｏｏｄ

ｙ ，
Ｄ ａｖｉｄＤｉｅｈｌ

，
Ａ．Ｓｍｉ ｔｈ ＆Ｋｅｕｂ ｅｎＪ． Ｔｈｏ

ｔ
ｎａｓ２０１ ４

，

ｕ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ｃｏｌｏ
ｇｙ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７９（
６ ） ．

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ｄ
，
ＤａｖｉｄＤ．１９７４

，
ｗ

ＣｈａｉｎｓｏｆＯ
ｐｐ

ｏｒｔｕｎｉｔ ｙ ：Ｓｙ 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 ｓｏｆＭｏｂｉｌｉｔ ｙ ｉｎＯｉ＾ａｎｉｚａｔｉ ｏｎｓ．Ｂ
ｙＨａ ｒｒｉｓｏｎ

Ｃ ．Ｗｈｉ ｔｅ ．
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７９ （５ ）

．

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Ｍｉ

ｌｌ ｅｒ
，ＬｙｎｎＳｍ ｉｔ

ｈ－Ｌｏｖ
ｉ
ｎ＆

 Ｊａｍ＾Ｍ ． Ｃｏｏｋ２００ １
，

ｕ

Ｂ ｉ
ｒｄｓ ｏｆａＦｅａｔｈ ｅｒ

：Ｈｏｍｏｐｈｉ
ｌ
ｙ ｉ

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ｎ

Ａｎｎｕａ 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７ ．

２９



社会发展研究２０１５．
３

Ｋｅａｍ ｓ
，
Ｍｉｃｈａｅｌ

，
ＳｕｒｉＳ ｉｄｄｈａ ｒｔｈ＆Ｎ ｉｃｋＭｏｎ ｔｆｏｒｔ２００６

，
Ｍ

ＡｎＥｘ
ｐ
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

ｙ
ｏｆｔｈｅＣｏ ｌｏｒｉｎ

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ｎＨｕｍａｎ

Ｓｕｂ
ｊ

ｅ ｃｔ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 ． 

ｗ

Ｓｃｉｅｎｃ ｅ３ １３ （
５７ ８８

）
．

Ｍ
ｉ
ｌ

ｇ
ｒａｍ

，Ｓｔ
ａｎｌｅ

ｙ
１ ９６７

，
＇＊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Ｗｏｒ
ｌ
ｄＰｒｏｂｌｅｍ． 

Ｍ

Ｐｓ
ｙ
ｃｈｏｌｏｇｙＴｏｄａｙ

３２（
２

） ．

Ｍ
ｉ
ｌ

ｇ
ｒａｍ

，
Ｓｔａｎｌｅ

ｙ ，
Ｌｅｏｎａｒ

ｄＢ ｉｃＡｊｎａｎ＆Ｌａｗｒｅｎ ｃｅＢｅｒｉｃ
ｏｗｉｔｚ １９６９

，
＜ ４

Ｎｏ
ｔ
ｅｏｎｔｈｅ Ｄｒａｗｉｎ

ｇ 
Ｐｏｗｅｒ ｏｆＣ ｒｏｗｄ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ｚｅ ．

， 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ｔ
ｙ
ａｎｄ Ｓｏｃ ｉａｌ Ｐｓ

ｙ
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３（
２

）
．

Ｍｏｏｒｅ
，
Ｍｉｃｈａｅ ｌ１９７８

，
ｕ


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Ａ
ｐｐ

ｌｉｃ 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ｉｄｅｒ
＊

ｓＢａｌａｎｃｅＴＴｉｅｏｉ
ｙ

．Ｅｕｒｏ
ｐ
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
ｙ
ｃｈｏｌｏｇｙ 

８ （

３
）

．

Ｍｏ ｒａ ｌｅｓ ，Ａ．

 Ｊ．

 ，Ｊ
．Ｂｏｒｏｎｄｏ ，Ｊ

． Ｃ． Ｌｏｓａｄａ ＆Ｒ．Ｍ．Ｂｅｎｉｔｏ ２０ １４
，

ｗ

Ｅｆ 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
ｉ
ｖ

ｉ
ｔ
ｙ
ｏｎＩｎｆｏｎｎａｔｉｏｎ Ｓ

ｐ
ｒｅａｄｉｎ

ｇ

ｏｎＴｗｉ ｔｔｅ ｒ．

ｎ

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３９ ．

Ｍｏｒｅｎｏ
，Ｊａｃｏｂ Ｌｅｖｙ１９３４ ，

ＷｈｏＳｈａｌ ｌＳｕｒｖｉｖｅ ：ＡＮｅｗＡ
ｐｐ 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

ｈｅＰｒｏｂ ｌｅｍ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ａｓｈｉｎ

ｇ
ｔｏｎ

，

Ｄ ．Ｃ． ：Ｎｅｒｖｏｕｓａｎｄ Ｍｅｎｔ ａ
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ｕｂｌｉ ｓｈｉ ｎ

ｇ
．

Ｍｏｕｗ
，
Ｔｅｄ２００３

，
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
ｐ
ｉ ｔａｌ ａｎｄＦ ｉｎｄｉｎ

ｇ
ａ

Ｊｏｂ ：Ｄｏ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Ｍａｔｔ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 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６８（ ６ ） ．

Ｎａ ｓｈ
，
Ｊ ．Ｆ． １ ９５０

，


＜
＜

ｆ

ｒｈｅＢａｒ
ｇ
ａ 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ｎ

Ｅｃ ｏｎｏｍｅ ｔｒｉｃａ １８ （２ ）
．

Ｎｅａｌ
，Ｚａｃｈａｒｙ ２０ １４

，
ｕ

ＴｈｅＢａｃｋｂｏｎｅｏｆＢｉ
ｐ
ａ ｒｔ ｉｔｅＰｒｏ

ｊ
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ｆｅ ｒｒｉｎ
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ＦｒｏｍＣｏ

－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
ｐ ，Ｃｏ

？

ｓ
ｐ
ｏｎｓｏｒｓｈｉ

ｐ 

，
Ｃｏ －

ａｔｔｅｎ ｄａｎｃｅ Ａｎ ｄＯｔｈｅ ｒＣｏ－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Ｍ

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３９ ．

Ｎｏｎｎａｎ
，
Ｒｏｂｅ ｒｔＺ． ＆Ｆ． Ｓ． Ｒｏｂｅｒｔｓ １９７２

，
Ｋ


ＡＤｅｒｉｖａｔ 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Ｒｅｌａ ｔ

ｉｖｅＢａｌａｎｃｅ ｆｏ ｒＳｏｃｉａ 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ａ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ｚａｔ ｉｏｎｏｆＥｘｔ ｅｎｓｉｖｅ Ｈａｔｉ ｏＳ
ｙ
ｓｔｅｍｓ ．

ｎ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９（
１

）
．

０
＊

Ｃｋ＞ｒｍａｎ
，
Ｈ ．

 Ｊ．＆Ｓ． Ｌ Ｇａｒｒｙ １９７６
，


Ｍ

Ｐｌｕｒａｌｉ ｓｔ ｉｃＩｇｎｏｒａ
ｎｃｅ －ＡＲｅ

ｐ
ｌｉｃａｔｉ ｏｎ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ｎ

ＰｕｂｌｉｃＯｐ ｉｎ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
４

）
．

Ｐｏ ｒｔｅ ｓ
，
Ａｌｅ

ｊ
ａｎｄｒｏ１９９８

，
ｕ

ＳｏｃｉａｌＣａ
ｐ

ｉｔａｌ
：ＩｔｓＯｒ ｉ

ｇ
ｉｎｓａｎｄＡ

ｐｐ
ｌｉ 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ｉｎＭｏｄｅｍＳｏｃｉｏｌｏ

ｇｙ
．

ｎ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Ｓｏｃ ｉｏｌｏｇｙ 

２４ ．

Ｒａ
ｐ
ｏ
ｐ
ｏｒｔ

，Ａｎａｔｏｌ１９５３ａ
，

“


Ｓ
ｐ
ｒｅ ａｄｏｆＩｎｆｏｎｎａｔ 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ｉａＰｏ

ｐ
ｕｌａ ｔｉｏｎｗｉｔ

ｈＳｏｃ ｉ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Ｂ ｉａｓ
：
ＬＡｓｓｕｍｐ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ｉｖ ｉｔｙ
．
Ｍ

Ｂｕｌｌｅ ｔｉｎ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ａｌ Ｂｉｏ
ｐ
ｈ
ｙ
ｓ ｉｃｓ１ ５ （

４ ） ．

—

１９５３ ｂ
，

Ｋ

Ｓ
ｐ
ｒｅａｄｏｆ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

ｇｈ
ａＰｏ

ｐ
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 ｔｈＳｏｃｉｏ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Ｂ ｉａｓ
：ＩＬＶａｒｉｏｕｓＭｏｄｅ ｌｓｗｉｔｈＰａｒｔｉａ 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ｉｔ
ｙ

．
ｎ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Ｂｉｏ
ｐ
ｈ
ｙ
ｓｉｃｓ１５（

４
）

．



１ ９５４
，


“

Ｓ
ｐ
ｒｅａｄ ｏｆＩｎｆ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

ｇ
ｈａＰｏ

ｐ
ｕｌａｔｉ ｏｎｗｉｔｈＳｏｃｉｏ

－

ｓｔ 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Ｂ ｉａｓ
：
 ＩＩ Ｉ ．Ｓｕ

ｇｇ
ｅｓｔ ｅｄＥｘ

ｐ
ｅｒｉｍ ｅｎｔａｌ

Ｐ 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 

ｎ

Ｂｕｌｌｅｔ ｉｎｏｆ

Ｍａｔ
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Ｂｉ

ｏ
ｐ
ｈ
ｙｓｉｃｓ１６（

１
）

．

Ｒｏ ｓｅｎ
ｑ
ｕｉｓｔ

，Ｊ ．Ｎ．

 ，Ｊ．Ｍｕｒａｂ
ｉｔ
ｏ

，Ｊ． Ｈ． Ｆｏｗｌ ｅｒ
＆ Ｎ．Ａ． Ｃｈｒｉ ｓｔ ａｋ

ｉ
ｓ
２０ １０

，


Ｍ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ｏｆＡｌｃｏｈｏ ｌ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
ｏｎＢｅｈａｖｉ

ｏｒ

ｉｎ ａ Ｌａｉ
ｇ
ｅ Ｓｏｃｉ

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

Ａｎｎａｌ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１ ５２（
７ ）

．

Ｓｃｈｅ ｉｌ ｉｎ
ｇ ，
ＴｈｏｍａｓＣ ．１９７ １

，


＊
＊



Ｄ
ｙｎ

ａｍ ｉ
ｃ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Ｓｅ

ｇ
ｒｅ
ｇ
ａｔｉｏｎ ．

Ｍ

Ｊｏｖｒｎ＾ ｏｆ

Ｍａ
ｔ
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ｌ（
２

）
．

Ｓｃｏ ｔｔ
，Ｊｏ

ｈｎ ＆Ｐｅ ｔｅｒＪ． Ｃａｒｒｉｎ
ｇ
ｔｏｎ（ ｅｄｓ．

 ）２０ １ １
，Ｔｈ＾ＳＡＣ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ｏｄａｌ Ｎｅｔｗｏ ｒｋ Ａｎａ ｌ

ｙ
ｓｉ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
ＳＡＧＥ ．

Ｓｍ
ｉ
ｔｈ

，
Ｓａｎｎｅ

，
ＩｎｅｋｅＭａａｓ＆ＦｒａｎｋｖａｎＴｕｂｅｒｇｅｎ２０１４

，


＊ ＊

Ｅ
ｔ
ｈｎ

ｉ
ｃ Ｉｎｇ

ｒｏｕ
ｐＦｒｉｅｎｄ ｓｈ

ｉ ｐ
ｓ ｉ

ｎＳｃｈｏｏｌ
ｓ

：Ｔｅｓｔ ｉ
ｎ
ｇｔ

ｈｅＢｙ
？

ｐ
ｒｏｄｕｃ ｔ

Ｈｙｐ
ｏｄｂｅｓｉｓ 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

，Ｇｅ ｉｍａｎｙ ，ｔｈｅＮｅ ｔｈｅｒｌ ａｎｄｓａｎｄＳｗｅｄｅｎ ．
ｎ

Ｓｏ 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９（
０ ）

．

Ｓｔｅ
ｐ
ｈｅｎ

，Ｍｏ ｒｒｉｓ２０００
，

ｕ

Ｃ ｏｎｔａ
ｇ ｉｏｎ．

ｎ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Ｓ
ｔ
ｕｄｉｅｓ６７（ １

）
．

３０



＊ 论文 ？回到连通性

Ｔｈｙｅ ，
Ｓｈ ａｎｅＲ．

，Ｄ ．Ｗｉｌｉｅｒ＆Ｂ ．Ｍａａｒｋｏｖｓｋｙ
２００６

，

Ｍ

Ｆｒｏｍ ＳｔａｔｕｓｔｏＰｏｗｅｒ
 ：
ＮｅｗＭｏｄｅｌｓａｔｔｈｅ Ｉｎｔｅ 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ｏ ｆＴｗｏ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 

ｎ

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ｓ ８４（
３

）
．

Ｔｌｉ
ｙ
ｅ

， ＳｈａｎｅＲ ，Ｍ．

Ｊ
． Ｌｏｖａ

ｇ
ｌｉａ＆Ｂ． Ｍａｒｋｏｖｓｋ

ｙ１ ９９７
，


Ｍ

Ｒｅｓ
ｐ
ｏｎｓｅｓｔｏＳｏｃｉａ ｌＥｘｃｈａｎ

ｇ
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ｗ

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ｓ７５（ ３ ）
．

Ｕ
名
ａｎｄｅｒ

，
Ｊｏｈａｎ

，ＢｒｉａｎＫａｘｒｅｒ ，
ＬａｒｓＢａｃｋｓｔｒｏｍ＆Ｃａｍｅ ｒｏｎＭａｒｌｏｗ ２０ １１

１
Ｍ

ＴｈｅＡｎ＾ｏｍ
ｙ

ｏｆｔｈｅＦａｃｅｂｏｄｃＳｏｃｉａｌ

Ｇｒａ
ｐｈ

． 

Ｍ

（
ｈｔｔ

ｐ ：／／ａｒｘｉｖ ．ｏｒ
ｇ／ａｂｓ／１ １ １ １ ．

４５０３
）

Ｖａｎ
，ＮｏｏｒｄｅｎＲｉ ｃｈａｒｄ２０ １４

，
Ｍ

Ｓｃｉ ｅｎｔｉｓｔ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 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ｎ

Ｎａｔｕｒｅ ５１ ２．

Ｗａｌｋｅｒ
，Ｈｅｎｒｙ

Ａ．

，
ＳｈａｎｅＲ． Ｔｈ

ｙ
ｅ

，Ｂｒｅｎｔ
Ｓ

ｉｍ
ｐ
ｓｏ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Ｌｏｖａ
ｇ

ｌｉａ
，ＤａｖｉｄＷｉ

ｌ
ｉｅｒ＆Ｂａｎｙ

Ｍａｒｋｏｖｓ ｋ
ｙ
２０００

，

ｗ

Ｎｅ ｔｗｏｒｋ Ｅｘｃｈａｎ
ｇ
ｅＴｈｅｏ ｒ

ｙ ：Ｒｅｃｅｎｔ Ｄ ｅｖｅｌｏ
ｐ
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ＮｅｗＤ

ｉ
ｒｅｃｔｉｏｎ ｓ． 

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
ｙ
ｃｈｏｌｏｇ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６３（
４

）
．

Ｗａｔｔ ｓ
，
ＤｕｎｃａｎＪ．


２０ １ １

，
Ｅｖｅ ｒ

ｙ
ｔｈ ｉｎｇ  ｉｓＯｂｖ ｉｏｕｓ

－Ｈｏｗ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 ＦａｉｌｓＵｓ． Ｎ ｅｗＹｏｒｋ
：Ｃｒｏｗ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Ｗａｔｔｓ
，Ｄｕｎｃａｎ

Ｊ． 
＆Ｓ

ｔｅｖｅｎＨ． Ｓｔｒｏ
ｇ
ａｔｚ １９９８

，
Ｈ



Ｃｏ 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
ｙ
ｎａｍｉ ｃｓｏｆ

４

Ｓｍａｌｌ
－

ｗｏｒ
ｌｄ 

＊

Ｍｅ ｔｗｏ ｒｋｓ．Ｎａｔｕｒｅ３９３（
６６８４ ） ．

Ｗｉｌｉｅｒ
，
Ｄａｖ ｉｄ

，Ｍａｒｃｅ Ｑｖａｎ Ａｓｓｅｎ＆Ｐａｍｅ ｌａＥｍａｎｕｅｌ ｓｏｎ２０ １２
，

Ｍ

Ａｎａ
ｌｙ
ｚｉｎ

ｇ
Ｌａｒ

ｇ
ｅ ＳｅａｌｅＥｘｃｈａｎ

ｇ
ｅＮｅ ｔｗｏｒｋｓ ．

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３４（２ ） ．

Ｗ
ｉｒｎｍｅｒ

，Ａｎｄｒｅ ａｓ＆Ｋｅｖ ｉｎＬｅｗｉ ｓ ２０１０
，
Ｂｅ

ｙ
ｏｎｄａｎ ｄＢｅｌ ｏｗＲａｃ ｉａｌＨｏｉｎｏ

ｐ
ｈ

ｉ
ｌ
ｙ ：ＥＲＧＭｏｄｅ ｌｓｏｆａ Ｆ ｒｉｅｎｄｓｈｉ

ｐ
Ｎ ｅ

ｔｗｏｒｋ

Ｄｏｃｕｍｅｎ
ｔ
ｅｄｏｎＦａｃ ｅｂｏｏｋ．

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Ｓｏｃ
ｉ
ｏｌｏ

ｇｙ １ １６（
２

）
？

Ｙａｍａ
ｇ
ｉ ｓｈｉ

，
Ｔｏｓｈ ｉｏ１９８８

，
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ｎｎｅｃ ｔｉ 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ｉｎＥｘｃｈａｎ
ｇ
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９３（
４

）
．

．
＋ 作者单位 ： 北京大 学 中 国 社会与发展研 究 中心 、

北京大 学社会学 系 （ 邱泽奇 ）

北京大学社会 学系 （ 范 志英 、 张樹沁 ）

责任编辑 ： 邹艳辉

３ 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２０１５

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

（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

Ｖｏｌ
． ２Ａｕｇ ，

２０ １ ５

ＰＡＰＥＲ

Ｔｕｒｎｔ ｏｔｈｅＣ 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 ｔｙ
ｉ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 ｓｆ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Ｓｏｃ ｉｏ ｌｏｇｙ



Ｑ ｉｕＺｅｑ ｉ ，ＦａｎＺｈｉｙｉｎｇ
＆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ｎｑ ｉｎ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ｔｕｄ

ｙ
ｈａｓｂｅｅｎ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 ｔｐｏｗｅｒ ｆｕｌｔｈｅｍｅｓｓ ｉｎｃｅＭａｒｋ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ｅｍｂａｒｋｅｄ 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 ｉ
ｓｆｉｅｌ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
ｗｅｆｉ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ｉ

ｓａｂｉａｓｉ
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ｕｄ ｉ

ｅｓ
；
ｔｈｅ

ｉ
ｎｓｔｒｕｍｅｎ ｔａｌ ｉｓｍｈａｓ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ｆｕｌ ｔｉｍａｔｅｐ

ｒ
ｉｎｃ ｉｐ ｌｅｉ

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ｕｄ ｉ
ｅ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ｓｙ
ｓｔｅｍａｔ ｉｃａ ｌｌｙ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ｌ 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

ｎｓｃｉ
ｅｎｃ 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

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ｗｅ

ｓｕ
ｇｇ

ｅｓｔｔｈａｔ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ａｓ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 ｔａｌ ｉｓ ｓｕｅａｎｄｂ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ｉ
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ｕｄ ｉ
ｅｓ

． Ｗｅｈａｖｅａｌｓｏｄ 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ｉ
ｎｆｌｕｅｎｔ

ｉ
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ｓｉ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

ｔｙ ， Ｗｅ ａｐｐ
ｅａｌ

ｔｏ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ｔｏ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ｔ
ｉ
ｖ

ｉ ｔｙ
ａｎｄｆｏｃｕｓｏｎ 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 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ｏｆ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Ｓｕｂ
ｊ
ｅｃｔｉｖｅＥｓｔｉｍａ

ｔ
ｉｏｎ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Ｉｎｅｑｕａｌ

ｉｔｙ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ｏｆ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ｆｏｒ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
ｐ ：Ｆｒｏｍ ａＰｅｒｓｐ

ｅｃ ｔｉｖｅｏｆＯｃｃｕｐ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 ｉｏｎ

Ｗｅｉ
Ｑｉｎｇｏｎｇ３ 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ｓ
ｉ
ｎ
ｇ

ｒｅｓ
ｐ
ｏｎｄｅｎｔｓ

，

ｓｕｂ
ｊ
ｅｃｔｉｖｅｅｓｔ ｉｍａｔｅｓｏｆ ｔｈｅｅａｒｎｅｄｉｎｃｏｍｅ（

ｗａｇ
ｅｓ ｏｒｓ ａｌａｒｙ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ｓｐｅｏｐｌｅｄｐ
ｅｒ ｃｅｉｖｅｄａｎｄ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

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ｕｇｇ
ｅｓ ｔ ｔ

ｈａｔ ｆｏｒ ｔｈｅｍａ
ｊ

ｏｒ
ｉ
ｔ
ｙ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ｅ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ｉ

ｎｃｏｍｅｉｎｅｑｕａｌ
ｉｔｙ ｉ

ｓｓｉｇ
ｎ

ｉ
ｆ
ｉｃａｎｔ 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ｉ
ｒ
ｐ

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ｉ
ｎｃｏｍｅｉｎｅｑｕａｌｉ ｔｙ． Ｉｎ

ｔｅｒｍｓｏｆｅａｒｎｅｄ ｉ
ｎｃｏｍｅ

，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ｉ ｔ

ｙ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ｄｏｎｏｔｈｏｌｄ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 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ｂｕｔ ｔｅｎｄ

ｔｏａｃｃｅｐｔｒｅａｓｏｎａｂ ｌｅａｎｄｍｏｄｅｓｔｉ
ｎｃｏｍｅｉ

ｎｅｑｕａｌｉｔ

ｙ ；ａｔ ｔｈｅｓａｍｅ ｔ
ｉ
ｍｅ

，ｅｓｔ ｉｍａｔｅｓｏｆ ｅａｒｎｅｄｉｎｃｏｍｅｏｆ

ｈｉ
ｇ
ｈ －

ｐａｙｉｎ
ｇ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ｓｏｍｅ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ｄ 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ｉ
ｎｄｉ

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ｐ
ｅｏｐｌｅｈａｖｅ ｎｏ ｔｒｅａｃｈｅｄ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 ｓｏｎｈｏｗ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ｉ
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

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ｌａｉ＾ｅｄｉ

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
ｎｃｏｍ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

ｉ
ｏｎｉｄｅｏｌｏ

ｇ
ｉｅｓ． Ｕｓ ｉｎ

ｇｓｕｒｖｅｙｄａｔａ ，ｏｕｒｍｏｄｅｌｓｓｕ
ｇｇｅ

ｓｔｔｈａ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ｆｏｒ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
ｌ
ｉｔｙ

ｉ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 ｉ

ｎ
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ｌｅｖｅ ｌ

，ｒｅｃｏｇｎｉ
ｔ
ｉ
ｏｎ ｏｆ ｅｑ

ｕａ
ｌ
ｉｔｙ ， ｔｙｐｅｏｆ

ｓｏ ｃ
ｉ
ａｌ ｔｉｅｓ

，

ｐｅｒｃｅｉ
ｖｅｄ ｉｎｃｏｍｅｉｎｅｑｕａｌｉ ｔ

ｙ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

２４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