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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

内容概要

本书以政治过程理论为学术基础，提出了以运动组织动员、运动诉求、运动话语构建与传播、运动策
略与手段以及运动所处的外部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为五个核心变量的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分
析模型，比较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并辅以近些年发生的最新左
右翼社会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与茶党运动——案例考察。
本书开篇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即社会运动是否具有完善的社区基层组织基础、是否具有统一的运动
诉求、是否注重运动话语道德层面的构建与传播、是否具有重心放在影响政党和选举政治层面的策略
与手段、是否具有有利的社会结构性诱因与其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的大小有关系。为了验证此假设，
本书首先在政治过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左右翼社会运动比较分析模型。随后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
国社会运动发展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相关史料为依据，从新社会运动理论、后工业社会理论
与社会资本三个视角对该时期的左右翼社会运动自身结构性特征及其与外部机遇环境的关系进行了考
察。本书研究对象主要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代表性的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其中，左翼社会运动
包括环境保护运动、妇女运动、劳工运动、反战和平运动、反全球化运动、支持堕胎运动、“占领华
尔街”运动；右翼社会运动包括新基督教右翼运动、反对堕胎运动、茶党运动。对该时期社会运动变
迁进行了总体考察之后，本文使用左右翼社会运动比较分析模型对该时期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的政治
过程进行了具体地描述与剖析。最后辅以对“占领华尔街”运动与茶党运动最新左右翼社会运动案例
的研究。
研究发现：第一，具有完善的社区基层组织基础、统一的运动诉求、注重运动话语道德层面的构建与
传播、具有重心放在影响政党和选举政治层面的策略与手段、有利的社会结构性诱因与社会运动影响
成正向关系。其中，有利的社会结构性诱因与社会运动影响之间不仅存在正向关联，而且两者的关系
要更为复杂，即社会结构性诱因既有可能导致处在有利环境下的社会运动的不作为（如“占领华尔街
”运动），也会激起处于不利外部环境中的社会运动的勃兴（如茶党运动）。此外，新兴信息传播技
术在未来社会运动中愈加广泛的应用或许对具有完善的社区基层组织基础与社会运动影响的关系提出
挑战。第二，尽管上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运动仍然频繁发生，其中也不乏规模浩大的运动，然而大多
是运动诉求单一，并经常是昙花一现，缺少持续的、以社区组织为基础的运动的跟进。上世纪70年代
以来美国社会运动相对衰退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运动自身结构性变化（诸如社会运动组织职业化、运
动诉求碎片化与运动策略手段对草根动员方式的忽视）以及社会运动所处外部机遇环境的变迁（诸如
美国社会资本的衰退、社会进步导致的社会问题的减少与问题强度的减弱、20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的
冒进导致的社会与政治的全面右倾、以及上世纪70年代至今大部分时间内的经济总体向好掩盖了新自
由主义经济政策对美国社会酿成的恶果）。第三，20世纪70年代以来右翼社会运动相对强势于左翼运
动的主要原因在于右翼运动以完善的社区基层组织为基础的草根动员模式、统一的运动诉求、运动话
语在道德层面的构建与有效传播、与传统政党结盟、以及有利的社会结构性诱因。第四，最新左右翼
社会运动个案基本延续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左右翼社会运动力量对比的特点。最初的国外策动、国内
缺乏核心领袖、缺乏线下草根组织支持、诉求过于多元、运动话语道德层面构建缺失、运动策略单一
、忽视与政治精英的结盟、缺少传统政治同盟的有效呼应以及左翼传统媒体的支持都是“占领华尔街
”运动势衰于茶党运动的重要原因。尽管“占领华尔街”运动总体来讲较之茶党运动相对式微，但也
表现出了有别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其他左翼社会运动的新特点，如在组织动员方面更加广泛地使用新
兴信息传播技术、左翼社会运动对政府经济政策、税收政策、福利政策、社会不公、社会贫富差距等
宏观议题的重新关注，特别是新兴信息传播技术在社会运动中的使用可能成为改变未来左右翼社会运
动力量对比的关键因素。
社会运动是宏观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是社会结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文化变迁的晴雨表。从理论意
义上讲，本书延续了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理论研究的脉络与分析逻辑，突出了学界关注不够的左右翼
社会运动案例的比较研究。从现实意义上讲，论文有助于更好地了解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高涨
时期之后左右翼社会运动的发展与嬗变，并有助于从左右翼社会运动力量对比的特点、社会运动发展
的内在规律以及周期性来认识美国在该段时期内的社会政治经济变迁。
论文有两点创新之处：第一，将右翼社会运动置于政治过程理论框架下研究。第二，以政治过程理论
为学术基础，对美国左右翼运动进行比较研究，并辅以最近发生的美国左右翼运动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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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谢出版社朋友赠书。快速扫了一下，还是挺扎实的，研究社运的朋友不妨读一下。问题有四：把70
年代后的无数左右社会运动笼统放到一起研究，并以政治过程理论的视角，略担心理论和研究对象的
脱节；作者简单引用一两个人的并不那么严密的结论，说美国右翼社运声势强于左翼，似不严谨；文
献综述略粗糙；编校错误，如本欲说“左”的地方印为“右”。3.5星。
2、本书提出了这样一个核心假设，即社会运动是否具有完善的社区基层组织基础、是否具有统一的
运动诉求、是否注重运动话语道德层面的构建与传播、是否具有重心放在影响政党和选举政治层面的
策略与手段、是否具有有利的社会结构性诱因与其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的大小有关系。为了验证此假
设，作者首先在政治过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社会政治经济变迁、运动组织动员、运动诉求、运
动话语构建与传播、运动策略与手段五个核心变量的左右翼社会运动政治过程比较分析模型。随后
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运动状况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相关史料为依据，作者从新社会
运动理论、后工业社会理论与社会资本三个视角对该时期的左右翼社会运动自身结构性特征及其与外
部机遇环境的关系进行了总体考察。随后，依据左右翼社会运动政治过程比较分析模型，作者对20世
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进行了具体地描述与剖析。为使论证更为有力，作者
还辅以对“占领华尔街”运动与茶党运动两个最新左右翼社会运动案例的研究。验证了开篇提出的核
心假设并回答了与之相关的四个核心研究问题，同时作者也提出了其在美国社会运动周期以及美国左
右翼社会运动未来发展趋势的几点思考。从理论意义上讲，本书延续了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理论研究
的脉络与分析逻辑，突出了学界关注不够的左右翼社会运动案例的比较研究。从现实意义上讲，有助
于更好地了解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高涨时期之后左右翼社会运动的发展与嬗变，并有助于从左
右翼社会运动力量对比的特点、社会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周期性来认识美国在该段时期内特别是
近十年来的社会政治经济变迁。美国自建国以来，各种社会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变革此起彼伏，
从未间断。社会运动作为美国实现社会变革、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自我调节方式之一，贯穿了美国国
家的整个发展进程。本书的出版，会对我们了解美国政治和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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