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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

内容概要

《经典通读(第2辑):经济与社会》主要内容：《经典通读》：一套将经典学术巨著进行全新通俗化编
译的丛书，旨在引领读者轻松快速阅读学术经典，从而普及对人类影响深远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
名家名著。《经济与社会》：分析中国社会，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绕不开韦伯的这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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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

作者简介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西方现代颇有影响的学者。他被公认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
始人之一。韦伯的著作主要涵盖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但他对经济学领域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韦伯的主要著作有《经济与社会》、《儒教与道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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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

书籍目录

写在<经典通读》第二辑前面揭破制度与社会经济行为的关系  ——《经济与社会》导读        第一部分  
社会学范畴理论第一章  社会学基本概念    第一节  社会行为及其制约因素    第二节  社会关系的类型第
二章  经济行为的社会学基本范畴  第一节  经济行为  第二节  市场经济原理  第三节  分工的诸种类型  第
四节  合理的资本计算  第五节  货币制度  第六节  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第三章  统治的类型  第一节  合法型
统治  第二节  传统型统治  第三节  魅力型统治  第四节  混合统治类型  第五节  统治类型与现代统治第四
章  等级与阶级    第二部分  经济与社会制度及权力第一章  经济与社会制度第二章  共同体的经济关系
第三章  共同体化和社会化的类型。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第四章  种族的共同体第五章  宗教社会学(宗教
共同体化的类型)  第一节  宗教组织的诞生  第二节  等级、阶级与宗教  第三节  拯救的途径以及对生活
方式的影响  第四节  宗教伦理和俗世  第五节  文化宗教和尘世第六章  市场社会化(未完稿)第七章  法律
社会学  第一节  实体法领域的分化  第二节  主观权利阐明的形式  第三节  客观法的形式和性质  第四节  
法律思想的类型和法律绅士  第五节  法的形式理性化与实质理性化，神权政治的法与世俗的法  第六节
 公权法和世袭王公的成文法编纂  第七节  革命创立的法的形式特质，自然法及其类型第八章  政治的
共同体  第一节  政治共同体的内涵和需求  第二节  与政治共同体相关的概念第九章  统治社会学  第一
节  统治的结构形式和运作方式  第二节  官僚体制统治的本质、前提和发展  第三节  父权家长制和世袭
制的统治  第四节  魅力型的统治及其改造  第五节  理性的国家强制机构和现代的政党和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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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

章节摘录

　　第一部 分社会学范畴理论　　第一章 社会学基本概念　　第一节 社会行为及其制约因素　　一
、社会行为的概念和社会学方法论基础　　1．在这里，&ldquo;意向&rdquo;要么是实际存在的自觉不
自觉的意向，要么是从理论和假设出发的行为者的主观动向。这种研究行为的经验科学包括社会学和
历史学，与所有教条式的科学即法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等相比较，区别在于后者想研究的
是&ldquo;真实&rdquo;和&ldquo;有用&rdquo;的内容。　　2．意向的行为如果同那种只是反射性的、
非主观性的意向行为比较的话界线是模糊的。意向行为在心理过程的某些情况下是不存在的，在另一
些情况下只有专家才能了解其存在；一些只可意会的行为，对不能亲身体验的人来说可能是无法理解
的，但也可能理解其中的一部分。一个行为过程中可理解的部分和不可理解的部分往往互相混杂、交
汇结合在一起。　　3．一切阐释都力争具有明确性。明确性是指阐释具有理性的性质或者可以在感
觉上重新体验。在行为中，可以用理智去理解的事物具有理性的明确性；可以重新体验的事物具有感
觉的明确性。要想形成科学认识，就要研究和解释清楚行为的一切非理性的、受情绪控制的、影响行
为意向的相互关系，就要把它们视为行为对合乎理性的进程的偏离，首先用经验明确它们应该是怎样
的。但这种方法也有局限，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并不是完全受理性控制的。　　4．对一
切行为科学来说，要考虑到非意向过程和对象作为人们行为的原因或结果的情况，它们可能发挥促进
作用，也可能构成阻碍因素。要判断一种行为属于意向性行为还是非意向性行为，标准并非在于行为
本身是否具有生命或意识，而是由它对人的行为的作用而决定。它可能是人行为的起因、结果，也可
能构成促进作用或阻碍作用。　　5．理解可能是对一个既存行为的意向作直接观察的理解，也可能
是深度阐释性的理解。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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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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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

章节试读

1、《经济与社会》的笔记-第794页

        ⋯⋯然而，诚如孟德斯鸠所说，只有通过权力分立，公法概念才有可能产生。⋯⋯另一方面，也
并非凡是权力的分立都会导向公法观念，只有把國家作为理性组织起来的制度这种观念所特有的权力
分立才会导向公法观念。为什么只有西方才发展出了系统的公法理论，其原因仅仅在于，只有西方國
家的政治组织才有这样的制度形态：它与管辖权和权力分立理性的吻合在一起。 P794

权力分立是现代国家的组织样态，也只有理性组织起来的民主国家制度，才能导向公法观念。虚妄之
国只有私法与公法领域的混淆，从根本上排斥宪政民主，是愚蠢不智的表现。

2、《经济与社会》的笔记-第151页

        风投也是掠夺资本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3、《经济与社会》的笔记-第10页

        垄断即封闭，扩张即开放。以此观察BAT很有趣

4、《经济与社会》的笔记-第139页

        政治共同体所受外来威胁的程度与其意欲对外施加的影响力成正比

5、《经济与社会》的笔记-第10页

        垄断即封闭，扩张即开放。以此观察BAT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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