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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v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身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
支学科，它依托于社会科学，他们之间的关
系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
将焉附？

v那么，什么是社会科学？它有什么特点和作
用？



v 1.近代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v（1）各门具体社会科学的产生

v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不仅推动了各门自然
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促进
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使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
也纷纷建立起来。例如，现代意义的经济学、
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
史学、文学等，都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
的产物。



v 经济学产生于18世纪中期和19世纪初，以亚当斯密
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和大卫李嘉图1817出版的

《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为标志。

v 孔德与社会学的产生

v 社会学产生19世纪中期，一般认为以孔德1838年出

版的阐释社会哲学原理的《实证哲学教程》为标志，
在这部著作中，孔德第一次提出“社会学”的概念。

v 政治学和心理学的形成

v 政治学孕育于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正式形
成于17-18世纪的启蒙时期。



v心理学建立以德国心理学家冯特（1832-192

0）于1879年建立世界上第一座心理实验室

为标志。

v管理学的产生以1911年泰勒出版《科学管理
原理》、1916年法约尔出版《工业管理的一

般管理》为标志。

v当然，这并不是说近代以前，没有经济学、
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等方面的思想。但
现代社会科学却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工业
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之上。



v （2）人文科学的发展

v 严格地讲，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一定的区别。
《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做了分
目注释：人文学科系指涉及人类及人类文化的诸学
科，亦指涉及研究此类学科的各种分析方法与评价
方法的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课题是人类在社会和
文化方面的行为。

v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教育分类国际标准》中，
“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
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民族学、未来学等12个门
类，而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则被划入“人文科学
”。世界各国大都基本上参照这一国际标准界定人
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v由此可见，一般来说，人文科学主要研究恒
久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
动，它是人的精神文化活动及其人类历史进
化的反映。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各个领域
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包
括经济、政治、管理等领域的现象和社会活
动。从时间上讲，人文科学各学科在古代就
已产生，而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于近现代。

v但实际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
难以将其截然分开，所以，所以往往以“人
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予以统称
之。



v（3）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的区别

v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差异：

v研究对象具有不可重复性、个性事件、难以
模拟、难以控制、复杂性、难以简单化、难
以量化、认识对象反作用等，它意味着社会
科学研究需要抽取更多的样本，而且难以做
出准确的长期预测，研究结果的推广范围小。

v研究更多地受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包括
研究者的阶层地位、政治倾向、文化观念、
宗教信仰、知识结构和时空环境等因素。



v与人文学科研究的差异：

v意图不同，人文学科关注的是具体的特殊性，
通过特殊性来探讨人生的意义；而社会科学
关注普遍的共性。

v方法不同，人文学科主要是采取主观思辨方
法，体察对象的主观思想状态，依靠直觉或
理解进行研究；社会科学则主要采取科学方
法发展研究。



v（4）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

v 2001年8月，江泽民同志在北戴河与国防科

技和社会科学专家座谈时强调，哲学社会科
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
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
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
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
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
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同样重要。



v 2002年4月，江泽民同志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进
一步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知识和科学思
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
的科学。”

v 近几年，胡锦涛同志多次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应该
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以重大的现实问题为主攻方
向，研究回答关系党和国家发展的前瞻性、全局性、
战略性问题，研究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
实际问题，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
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努力建设具有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v在现代社会，如果说，自然科学和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的话，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
力。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犹如车之两
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和文明的进步。



v 2.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性质和特点

v （1）什么是方法？

v 从词源上讲，“方法”一词在中国古代是规矩、规
则之意。“方法”一词源于希腊文，由“沿着”和
“道路”两个词组成，意思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v 方法（method）：主体依据对客体发展规律的认识

而为自己规定的活动方式和行为准则，是人们实现
特定活动目的的手段或途径，是主体接近、把握以
至改造客体的工具或桥梁。概言之，方法就是人们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准则、程序、线路以
及工具、手段和途径。



v 按照高低层次，我们可以把方法区分为如下三类：

v 一是具体方法，指各门具体科学所使用的方法，如
数学中的微积分法、物理学中的光谱分析法，地质
学中的放射性同位素测定年代法等。

v 二是一般方法，指适用于各门具体科学的普遍方法，
如系统方法、控制方法、信息方法、数学方法等。

v 三是哲学方法，它具有最大的普适性，抽象分析方
法、矛盾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等。

v 本课程所涉及的方法主要是第二、三层次的方法。



v （2）什么是方法论？

v 方法论，顾名思义，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方
法论不仅要探讨各种方法，而且要以对多种
方法为对象，探讨方法的本体基础、基本性
质、中介特点、传导功能和运用原则，以提
高研究者和运用者的方法论自觉。因此，方
法论，包括“论方法”和“方法论”。

v 依据理论体系的不同层次而分出不同层次的
方法论，如哲学方法论，科学方法论，技术
方法论，等等。



v 古代本体论方法，近代认识论方法，近现代主体论
方法

v 柏拉图：《巴门尼德斯篇》：数学方法

v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逻辑方法

v 培根：《新工具》：经验论归纳法

v 笛卡尔：《谈谈方法》：怀疑方法

v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先验方法

v 黑格尔：《小逻辑》：思辨辩证法

v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诠释法

v 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方法论



v （3）什么是社会科学方法论？

v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相对于自然科学方法论而
言的。

v 所谓社会科学方法论，是指从事社会科学研
究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建立在社会科学
研究的各种方法之上的，它除了论述这些方
法之外，还要进一步阐明这些方法的客观基
础、本质根源、基本特征及其运用的原则。
如矛盾分析法，不仅要介绍矛盾分析法的内
涵和形式，而且要论证其赖以立论的客观根
据及其运用的基本原则。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
问：https://d.book118.com/507034125113006110

https://d.book118.com/507034125113006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