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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研究综述
①

郑晓明 方俐洛 凌文辁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012)

[摘要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系统地回顾了社会规范的研究成果: ①关于社会规范概念的界定及理论学

　派; ②关于社会规范的形成、类型与结构的研究; ③社会规范与管理行为、价值观等因素关系的研

　究; ④有关社会规范的跨文化组织行为学的研究。指出, 由于跨国商业经营的普遍, 社会和组织

　心理学的跨文化研究正日益受到重视。因此, 进行社会规范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不仅有助于各种

　国际交流活动, 而且更有助于揭示文化因素对管理的影响, 以利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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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是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社会规范是整个社会和各个

社会团体及其成员应有的行为准则, 是确定与调整人们共同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

它的形成是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 通过社会学习逐渐实现的。所以, 社会规范是社会文明进

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越完善, 越充分, 就越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 促进社会的发展。

1 关于社会规范概念的界定及理论学派

规范 (N o rm ) , 来源于拉丁文“no rm a”, 本义指木匠手中的“规尺”, 后哲学家和行为科学

家用它来研究人的社会行为, 用它作为人的行为标准, 故它便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 - 社会

规范 (socia l no rm s)固定下来。然而, 关于社会规范概念的定义、本质, 却众说纷纭, 通过文献

分析, 有四种代表性观点:

1. 1 概念的界定

( 1) 哲学家的观点 (P. Eduards, 1967; 冯锲, 1991) : 规范, 即范式 (美国哲学家 T h. 库恩

用语) , 指科学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一整套规定, 它决定着共同体成员的共有信念和价值标准,

即他们的自然观、世界观及价值观。[1 ]

(2) 社会学家的观点 (F. M a�ill, 1995) : 社会规范是历史形成或规定的行为与活动的标

准。社会规范执行一系列的功能, 调节的、选择的、系统的、评价的、稳定的与过滤的功能。社

会规范限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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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为科学家的观点 (R. Gw in & P. N o rton, 1993) : 社会规范指一个社会诸成员共有

的行为规则和标准。规范可以内化成个人意识, 即使没有外来的奖励他也会遵从; 规范也可

以因外部的正面裁决或反面裁决而发生作用。规范比价值或理想更具体。诚实是一种普遍

的价值, 而在特定的情况下确定诚实行为的各项标准就是规范。所以, 规范是针对实际行为

而不是对预期行为而言。[3 ]

(4)心理学家的观点 (R. Co rsin, 1994) ; 社会规范是一种社会行为规则, 它是组成社会群

体成员可接受或不可接受行为的各项文化价值标准。[4 ]

1. 2 理论学派

关于社会规范的本质及人们为什么要遵循社会规范的问题, 还存在着两个学派。[5 ] (E.

D u rkhein, 1960; T. Parson s, 1937) ①功能主义学派 ( the schoo l of funct ionalist)。该学派认

为社会规范反映了一种共同意见, 即一个在社会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共同的价值体系, 而所

谓社会化过程, 就成为每个人学习他所在群体的文化的过程。规范对社会系统的功能起作

用, 以适应社会系统某种所谓的“需要”。②冲突主义学派 (the schoo l of conflict)。冲突论者

认为, 社会规范是处理循环往复出现的社会问题的一种机制。主张规范反映社会一部分人管

理其它各部分人的权力, 而以强制和裁决维护这些准则。规范被认为是一个阶级或等级统

治、剥削其它阶级的手段。

综上所述, 哲学、社会学多从社会规范的起源, 发展及存在形式等角度来研究, 而心理学

则研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使用了哪些社会规范去规范自己的行为, 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行

为方式及行为特点。因此, 广义来说, 社会规范指整个社会和各个社会团体及其成员应有的

行为准则、规章制度、风俗习惯、道德法律和价值标准。它的形成是以社会文化为基础。人们

对社会规范的了解和掌握, 是在社会化过程中, 通过社会学习逐渐实现。狭义来说, 社会规范

指群体规范 (A. R eber, 1985) , 即指为保障群体目标的实现和群体活动的一致性, 建立起的

约束群体成员共有的行为规则与标准。它或是由群体的领导定出的正式规范, 比如, 各种规

章制度和奖惩办法, 或是成员之间受模仿、暗示、顺从等心理因素的制约下自然而然形成。

2 关于社会规范的形成、类型与结构的研究

2. 1 社会规范形成的理论

(1)M. sherif (1936)的“游动现象”的经典实验[6 ]。第一次用实验研究了社会规范的形成

过程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谢里夫。他在 1936 年写的《社会规范心理学》一书中记载了

这个实验。实验过程如下: 在一间暗室里, 在屏幕上呈现一个光点, 要求判断光点移动的方向

与距离的大小, 被试分成两组, 第一组被试先单个一一判断, 误差较大, 后集体判断, 判断趋

于接近; 第二组被试, 先集体判断, 判断趋于一致, 后单独一一判断, 结果仍较一致。该实验表

明, 当社会群体未产生共同的规范时, 他们各有自己的反应模式, 但一旦建立起规范, 判断趋

于一致。其理论依据是社会规范是社会成员在共同活动 (互动)中形成, 一经形成便是一种公

认的社会力量, 当它内化为个体的心理尺度和自觉行动内部观念时, 实际上就完成了个体社

会化的过程。谢里夫的实验为社会心理的某些重要现象的心理学基础提供了某种说明。从

心理学角度看, 刻板现象、时髦与时尚、习惯、传统以及态度, 都是由社会决定规范和价值观

的例证, 他们可以作为人们行动的参照系。一旦这种参照系得以建立并为个体所内化,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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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体单独面对情境—社会情境和非社会情境时, 尤其是在刺激领域没有完成结构的情况

下, 它们就会成为决定或修正他对情境反应的重要因素。

(2)凯尔曼 (H. Kelm an, 1973)的研究。凯尔曼研究认为, 规范的形成, 一般是通过暗示、

相互模仿、顺从后逐步形成。一般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顺从, 个体只是在表面上按社会规

范群体规范; 第二阶段是同化, 经过长期的影响, 个体自觉地用群体的行为和认知的准则约

束自己; 第三阶段是内化, 个体把社会规范视为自己行为和认知的准则。[7 ]

(3) Feldm an (1984) [8 ]认为, 社会群体的内在行为模式常常固化为规范。规范可从周围

的社会环境中导入, 但往往由领导人来决定, 同时社会群体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产生某种

规范。而Opp (1982) [9 ]认为规范的产生往往通过制度的, 自愿的和进化的过程产生。制度规

范往往由领导人或外在权威来制定, 自愿的规范往往是所有成员协商的结果, 而渐进的规范

是良好的行为被强化, 互相学习的结果。Bettenhau sen &M u rn i�han (1985)认为规范的产生

是认知过程的结果, 规范对类似认知情景会产生泛化的影响。

2. 2 有关社会规范分类的研究

(1) Pepper (1960) [10 ]认为, 存在着数种本质不同的规范, 它们往往根据人们活动和经历

的不同而变化。技术规范 (T echn ical nom s)往往与达成特定目标的有效活动有关。比如, 当

人们的目标是为了个人的愉悦与情感时, 这种规范称为享乐规范, 但当个人的目标与满足情

感相矛盾时, 这时人格整合规范 (Personality- in ter�ra t ive no rm s) 便产生。然而, 主导人们

大部分行为规范为制度规范 ( In st itu t ional no rm s) , 它往往由法律、权威, 社会习惯所决定,

并且在个人的早期生活时就已渗透到个人的社会意识中去。J. M arch (1954)还建议, 有三种

基础的规范形式: 优先价值规范 (P referred- V alue no rm s) , 不能实现的理想规范 (N nat2
ta inab le ideal no rm s) , 可实现的理想规范 (a t ta inab le no s)。

(2)在实验室中对社会规范类型研究较多的有: Komo rita (1984) & M iller (1989) [11 ]研

究。他们认为, 一般的社会规范包括 a)社会成员共享报酬与代价的规范; b)防止成员之间冲

突的规范; c) 调节与外部联系的规范; d) 表达一个社会群体中心价值观的规范。而 P. S.

Goodm an & E. C. R adin (1989) 则认为存在着与工作成就、外表因素、正式的社会安置、资源

的分配等相关的社会规范。

(3)利他行为的规范化理论。舒瓦茨 (Schw artz, 1977) 和波科维茨 (Berkow itz, 1972) [12 ]

等认为, 利他行为是在社会化过程中, 作为一种行为规范 (socia l nom s)内化到自己的行为模

式中, 它是社会规范 (规则)行为的一部分。研究表明, 对于利他行为, 存在着三种特别重要的

社会规范: a) 社会责任规范 (so ia l respon sib ility no rm ) , 指人们有责任去帮助那些依赖于自

己的人。T. M o riarty (1975) &M aruymm a (1982)等实验表明, 社会责任规范一旦被激活, 个

人就会产生个人责任感, 从而作出利他行为。由于责任的实现, 满足或喜悦心情起内在奖赏

作用。b)回报的规范 (no rm of recip rocity) , 这一规范是指接受过帮助的人有义务去回报提

供帮助的人。有不少研究说明了这一规范在利他行为中的作用 (Go ran som & Berkow itz,

1966; K tishnan & carm en t, 1979; Stap leton, N aai & T edesch i, 1973)。 c) 社会公平规范

(no rm of socia l ju st ice)。这一规范假设, 人们是该奖或该罚取决于他们的所做所为, 即人们

所得到的与他们所付出的成比例关系。否则人们总是试图通过重新分配资源与报酬来恢复

平等。研究发现, 当一个队的成员得到的钱比其同伴多时, 他往往会给同伴一些钱使他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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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赏平等。另外, 但被过分奖赏的同伙确信选择另一种游戏得到的报偿会更公平时, 他往往

选择这种游戏, 以避免不平等情境。

2. 3 社会规范的结构特征的研究

(1)J. M. Jack son (1966) 的 R PM 模型 (T he R etu rn Po ten t ia l M odel) , 即“潜在收敛曲

线”。[13 ]杰克逊认为社会规范对成员的约束力取决于多数成员对规范的评价。人们在社会生

活中采取的所有行为都贯穿着某种规范, 因此可以通过人们的行为表现来测定某种规范的

妥当性, 通过评价活动来考察某种规范被人们接受的程度。根据杰克逊对规范的研究, 这个

约束力应该在由社会群体行为和群体评价曲线相交的一定领域里, 杰克逊用“规范潜在收敛

模式”来表示。该模式由两个基本维度构成: 行为和评价。纵轴为评价维度, 对某种行为赞成

或不赞成或中立, 尺度从- 4 至+ 4。横轴是行为维度, 尺度从 0 至 8, 杰克逊把成员评价程度

和行为表现对照起来描绘成一条曲线, 叫“潜在收敛曲线”。他认为, 规范表现为大家共有的

评价中, 一种行为能在大多数范围内被群体所允许, 即在此范围内, 某种行为规范具有约束

力大小, 为成员所接受。

( 2) 近年来, 为了更清晰社会规范的角色与结构, R. B. C ia ld in, C. Kall�ren & K. K.

R eno (1991)又提出了“规范行为的焦点理论”(A focu s theo ry of no rm at ive conduct) [14 ]。他

们认为社会规范的内部结构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描述性规范 (descrip t ive no rm s)。它是指典

型的, 大多数人在一定情境中认为有效的, 正确的自发性形成的行为规范。比如消费中从众

现象就是受这种规范的驱使。二是命令性规范 (in junct ive no rm s) , 它指社会、组织、制度、道

德所规定的规范。它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或不赞同的意见。它通过社会惩罚来强化, 来驱

使个人的行为。然而, 关于命令性规范对解释或预期大部分人们行为是否有用, C ia ld in

(C ia ld in et a l. 1991) 认为: 人们行为规范的程度是依赖人们对该规范的聚焦程度, 即注意程

度。也就是说, 即命令型规范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 可它们也并非随时对人们行为起作用的。

这仅仅当该规范在个人的意识中被激活 (例如, 变得突出或清楚) , 它才能强有力地去引导个

人的行为 (L. E. M iller, L. E. and J. E. Gnach, 1986; G. K. R u tkow sk i et a l. 1983)。尔后

R eno, cia ld in & Kall�ren (1983)通过二个“垃圾与清洁环境”的实验, 进一步比较了这两种规

范的作用以及验证了“规范行为焦点理论”与“社会称许性行为”的关系。

3 社会规范与管理行为、价值观等因素关系的研究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是贯穿着某种规范, 总是受到某种文化下的社会规范的制约 (S. M.

Jack son, 1966)。自 70 年代以来, 很多心理学家从事社会规范与管理行为、工作行为、价值观

等因素关系的研究。

行为科学家认为 (A. Zander 1977) , 规范影响员工工作行为及群体绩效始于 1927 至

1932 年的霍桑实验。群体的规范、标准是决定工人生产量更重要的激励因素。有些研究还建

议 (A r�o te, 1989; O ’R eilly & Caldw ell, 1985) , 群体规范的强度、在群体成员中规范的一致

性水平及群体的内聚力对生产来说, 都是同样重要的因素。S. H. Schw artz (1970) 的决策理

论也认为, 特定的社会规范应用于具体的情景时, 人们是否根据规范来行动, 取决于现有的

条件 (内在或外在)是否从心理上激活了这些规范。A llen & Silverzw ei�(1976)还具体地讨论

了社会群体规范对管理培训效果的影响。而皮尔尼克 (S. P iln ick, 1968) 为了改变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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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提高群体工作效果, 提出了著名的“规范分析法”。其主要内容有三项: ①明确规范内

容; ②制定规范剖面图, 找出规范差距; ③进行改革。改革从最上层的群体开始逐渐向下, 确

定优先改革的规范项目以及根据规范标准制定改革方案, 包括管理部门可责任、信息交流、

反馈奖励和招收新的职工。近年来, 从工作意义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规范的文献逐渐增多, 这

些研究多探讨员工的权力与义务和组织的关系, 并且还进行了跨文化的国际比较研究 (G.

W. En�land, 1987; 王二平, 1991)。[15 ]

台湾学者文崇一 (1989) [16 ]认为, 社会规范可以叫做“礼”, 礼是用来节制个人和群体行

为的工具。价值与规范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 价值的另一方面就是价值观。许多为大众所接

收的价值取向, 也往往从社会规范上表现出来。当人们将社会规范与准则内化为指导自己行

为的方向时, 价值取向就形成了 (章志光, 1990)。L. A. Pervin (1986) 的一项研究也表明, 内

化的社会规范、信念以及对他人需要进行的移情性反应都是影响他人的价值取向。而G.

Hofsted (1984) [17 ]关于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研究证实: 在行为上, 集体主义者更

强调应与群体保持一致, 遵守社会群体规范, 而个人主义者则强调行为只对个人负责, 不考

虑别人, 不遵守行为规范。

4 有关社会规范的跨文化组织行为学的研究

90 年代以来, 组织管理心理学的研究重点已逐渐从个体研究向整个社会组织研究扩展

(R. A. Katzel & J. T. A u st in, 1992) , 由于跨国商业经营的普遍, 社会和组织心理学的跨文

化研究正日益受到重视 (M. H. Bond & P. B. Sm ith, 1996) [18 ]。进行社会规范的跨文化比较

研究也成为热门研究领域之一。

早在 50 年代末, 心理学家 J. F rench & R. Zajonc (1957)  就开展了一项跨文化中规范

冲突的实验研究, 结果表明: 美国学生与印度学生在显示尊重教师等方面存在显著的行为规

范冲突。布朗 (Bu lan, 1965)则认为: 人际关系的亲密与疏远, 取决与双方存在的一致性规范。

一致性规范指双方对社会规范的认同、类似性、共同的经验与体验。双方的一致性因素越多,

人际吸引力越大, 人际关系越亲密。S. L indsley & B raithw aite (1993)的一项研究也认为, 在

国际管理中管理者要充分注意到文化之间与文化之内的社会规范的差异。而另一项在 156

名日本与美国研究生之间的社会赞许性行为的跨文化研究 ( I. O sam u, 1991) 证明, 日本人在

遵循社会规范的大部分项目上比美国人要强, 日本人更显得遵循社会秩序。而Robert A.

cooke and J. Szum al (1993) α 一项关于组织文化量表的研究中, 得出了组织行为起主导作用

的三种社会文化规范: ①建设性规范 (con struct ive no rm s) , 指增进人员满意行为规范, 包括

成就、自我实现、人道主义、亲和等维度; ②被动防御规范 (passive- defen sive no rm s) , 指增

进人员安全行为的规范, 包括赞同、传统规章、依赖性、逃避性等维度; ③主动防御性规范

(act ive - defen sive no rm s) , 指增进人员任务实现的规范, 包括对抗性、权力、竞争性、完美

性等维度。

5 简评

迄今为止, 对社会规范的研究, 不仅有实验室的探讨, 也有不少自然条件下的调查研究,

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社会规范的成因、本质、类型和结构等基本问题。但也存在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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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第一, 关于社会规范结构的研究, 多是静态的, 表面地分类, 缺乏深层次的, 多维度的研

究。第二, 对与工作行为, 管理行为有影响的社会规范结构缺乏分析。第三, 关于性别、年龄、

受教育程度、职业、社经地位等个人变量与社会规范的关系, 缺乏深入的相关分析, 对影响社

会规范的因素亦缺乏探讨。第四, 在对社会规范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中, 国外多从国民性的角

度进行调查, 多采用单纯的关键词来说明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 缺乏对社会规范的系统分

析, 忽视了对社会规范结构的共性与特性的研究。因此, 进行异文化圈社会规范研究不仅要

注意到同质性与异质性, 更要注意社会规范的相融性, 从而为建立新的管理模式提供理论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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