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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结形态演进与信息社会的弹性团结：
历史、趋势与路径

戴 洁

（华东政法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1620）

摘 要 人类社会经历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社

会团结的实践场域、组织形式、资源基础等随之发生显著变迁。农业文明时期的社会生产

与生活具有封闭性，信息获取与传播途径单一化，因而社会团结以同质化的刚性团结为主

要特征。工业时代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具有了流动性，信息与知识的形式趋于异质化，社会

团结以各式各样的组织为载体，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功能互赖。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技

术为个体成员赋权与增能，使个体的主体意识与自主能力迅速增长，社会团结愈来愈建立

在主体的选择意志与主观认同的基础上；社会团结的刚性、固定性、稳定性在持续减弱，而

呈现出弹性、高自由度、弱联结性的团结形态。因而，需要高度关注社会团结发生的现实与

互联网络并在的空间场域、社会成员自组织而形成的社会团结载体、公共意识与集体精神

的培育等，促进社会整体团结水平与层次的提升，更好地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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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发生的重大变迁与转型，均与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与发展紧密关联。第

一次转型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借助工业化的机器大生产，“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

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第二次意义

深远的社会转型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起源于 20世纪 70年代至今，由遥感技术、计算机与

互联网络、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推动，以建立在知识与技术的变革与创新基础上的信息化生产方式

为主要生产方式[2]。

目前中国正处在向信息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具体表现在：一是信息科学与技术自身的发展，

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5G、区块链等先进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二是信息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且

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持续升高。三是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农业、工业制造业与服务业，使

国民经济的信息化程度不断提升，数字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3]。四是社会生产生活日益

信息化，网络在线工作与生活正在成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新景观。信息科学与技术发展不仅变革着

社会生产能力与生产方式，并且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产生了非线性且意义深远的影响，引

致持续的社会变迁。

社会团结是国家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社会疾速发展与变革的转型期，社会团结显

得尤为重要。近年来，一些国家因社会变迁与转型过程中的分化与撕裂而面临严重的国家治理与社

会秩序困境。2020年 8月 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发展起来的问题

不比不发展时少。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

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4]信息时代的社会结构与社会交往等领域发生的深刻变迁，可能引致

收稿日期：2022⁃02⁃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社会服务项目循证评估”（19FSHB005）。



（总162 期）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社会团结形态发生怎样的转变？如何应对社会团结形态的变迁？要回答上述问题，有必要在社会团

结形态的演变脉络上做深入分析。

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社会成员的生产与生活、交往与组织形态发生着深刻变迁，进而影响社会

团结的基础与条件。有学者观察到在网络时代出现了新的分化及其给社会团结带来的挑战[5]；有学

者考察互联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分化与冲突[6]；有学者分析了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原有的组织整合

面临的挑战[7]。既有研究关注了信息与网络时代社会分化的不同维度，但尚未从社会变迁的历史经

纬探讨社会团结的基础演化，亦未从社会分化与团结形态相关联的视角展开分析。鉴于此，本文探

讨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加速转型的今天，如何面对传统社会团结的式微及构建社会团结新形态的

一种路径。

一、刚性团结：传统农业社会的团结形态

社会团结，是指人类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聚合与联结。在不同历史时期，将社会成员聚合的

基础与联结的纽带存在着形式差异，使社会团结呈现出各异的形态。聚合与联结发生在社会生产与

生活之中。“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

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

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8]正是在社会生

产与生活之中，在“为了生活”与“能够生活”的行动之中，社会成员需要在物质与自身的生产与再生

产中结成社会关系与社会团结；换言之，特定的社会团结形态即是人们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联结

方式。

1.封闭化的生产与生活

在前工业时代，社会生产方式是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形式。农业生产方式是在自然环境中采撷

与获取生存与生活所需的资源[2]，主要的产业是农林渔牧业，生产依靠的技术主要是手工技艺。在农

业社会中，由于人类尚未掌握大规模制造物品的能力，原始的自然资源对于生存与生活而言颇为重

要，尤其是农业生产高度依赖的土地资源，由土地把相邻的家庭、家族联结在一起，“乡村里的人口似

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9]在拥有土地的基础上，一户户家庭、家族通过繁

衍生息在乡间世代生存。土地是静止的、固态的，依附在土地上的人们亦是相对封闭的，依靠自给自

足的农业生产满足生存与生活需求，“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发展着”[10]。

农业生产依靠自然资源且自给自足的特质，影响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时间安排与交往方式。

其一，在农业时代，社会时间与自然节气高度契合：由于农业生产依赖自然的气候周期，人们的日常

生活时间依循季节与节气的规律而展开；宗教祭祀和欢庆仪式等时间设置亦与自然节令密切关联，

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伴随自然时节的韵律而劳作或休养生息。其二，农业社会是低度流动的社

会，乡民们世世代代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除非出现威胁生存的自然灾害与社会危机，社会成员不会

轻易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彼此熟悉的乡民形成了社会生活的部落与村落共同体，共同体内部的成

员之间展开长期的、频繁的交往，而对于生活共同体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则是相对封闭的。

2.单一化的信息获取

在农业时代，社会成员的信息获取是简单同质而单一的。信息及其质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

会生活，信息能反映自然与社会事物的内在属性、运动与变化，是有关人类生存与生活环境特质的有

意义的数据。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信息和知识的获得与存储是缓慢而困难的，尽管文字符号与媒

介技术的发明，让信息和知识能够被记载与存储，诸如通过泥板、甲骨、金石、简牍、纸张等载体记录

历史事件及思想文献等，但是此种文字记录与储存的载体并不易得，且不便于阅读、收藏与携带。由

于获取文字信息与知识的门槛限制，大多数社会成员仅能通过自身所处的有限时空维度，在感受自

然与社会世界的过程中采集与存储信息，因而一生中所能收获的信息与知识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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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社会中，信息传递通常在乡民们共同生活的时空中展开。一是信息在不同世代之间的传

递具有权威性与有效性。农业社会的生产主要依靠自然资源，而自然节气与周期的规律常是持久稳

定而不易变化的，因而信息和知识能世代流传；“上一代所试验出来的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

“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的福，一一有着可以遵

守的成法”[9]。二是信息在同世代成员间的横向传递具有单一性与重复性。由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

产与生活方式的封闭性，加之传播信息的交通与通讯设施条件的限制，社会成员常只能在共同生活

的部落、村落内部获得与分享信息；由于长期的共同生活，共同体内部缺乏丰富多样的信息来源。

3.同质化的刚性团结

封闭化的社会生产生活和单一化的信息获取，使前工业时代的社会团结具有刚性的特质。社会

团结形态具有刚性，意味着团结是基于天然、自然的因素而形成，而并非是社会成员主体意识与主观

意志的结果。高度依赖土地的农业生产与生活方式，让属于同一家庭、家族、村落、部落的社会成员

长期生活在共同的地域范围内，形成了具有天然血缘与地缘联结的共同体。个体社会成员归属于先

赋自然的群体与共同体，才能提升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增加持续的社会生活机会。在传统的乡土

社会之中，“一个人自出生起就与共同体紧紧相连，与同伴共同分享幸福与悲伤”[11]。离群索居的个体

和家庭难于生存与繁衍，因为农业生产中水利和交通等公共设施需要聚集大量社会成员的力量共同

承担。同时，在面对自然灾害、暴力侵扰、生老病死等重大事件时，亦需要群体团结相互扶持。

在传统社会中，刚性特质的社会团结呈现出同质化形态。具体而言：一是同质化的生产与生活。

在家庭、家族、村落、部落中，人们从事的社会生产与劳动是相对同质的，在生产劳作中所需的知识和

技术亦大致相似，互相之间并未有深度的分工，人们在耕种同样的土地、生产相同的作物，以自给自

足的方式满足生存需求。二是社会成员之间形成同质的依赖。人们由于彼此之间具有天然的、自然

的社会关系，拥有共同的血缘、地缘、种族身份，而在共同生活中互相帮助与扶持。三是同质化的意

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共同体的成员所能获得的信息与知识颇为相同，因而能形成共同的集体

意识，它是“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12]。集体意识具有刚性的强约束，“我们与我们

的群体完全是共同的，因此我们根本没有自己，而只是社会在我们之中生存和活动”[12]。

二、组织团结：工业社会的团结形态

工业时代的到来，使人类具有了在大规模的地区范围内组织社会生产与生活的能力。在传统社

会中，家庭、家族、村落、部落等群体和共同体，是人们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元；但工业革命引致生产

方式的重大变革，能使成千上万的劳动者聚合在同一工厂场域中进行分工式工作。与之相适应，社

会生产、管理方式、社会生活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工业革命以来，“组织的存在影响到——甚至

可以更确切地说是侵蚀了——几乎当代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组织可能是现代社会最突出的特

征，……各种组织无处不在，无所不包。”[13]以至于有学者发出感慨：“没有人鼓动，也没有人抵抗，甚至

连战旗都没有，一场革命就这样发生了，它在几十年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很多人却毫无察觉。”[14]

1.流动化的生产与生活

机器化的工业生产方式，迅速增加了社会生产的流动性。工业生产方式使以改造自然为主旨的

工业制造业替代了适应自然环境的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与财富源泉。社会生产不再受限于土

地等自然资源及自然的物候周期，而可以依据人类的意愿而展开。人类利用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源

源不断地生产与制造各种产品与商品。工业制造业的生产方式，是围绕特定的生产目的，把分布在

各个地区的自然、物质、人力等资源组织起来的。出于获得生产资源及扩展产品销售的需要，“驱使

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而与此伴随的是社会生产

流动性急剧增加。

工业社会生产的流动性推动着社会生活的开放性。工业生产方式的兴起，需要将劳动力资源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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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土地上转移至工业的制造工厂中。技术与经济方式的转变，使在农业社会中高度依赖土地而

“安土重迁”的社会成员，渐渐离开由自然、先赋性特质形成的部落和村落，进入城市的生产组织之

中，其生产与生活的组织性大大提升。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大大增强了传统农业时代居民的城

市性和现代性[15]，在工业社会中建构的自由市场经济，促成了自由流动的劳动力与商品市场，使社会

成员能够在不同的组织间流动。逐渐地，社会成员开始生活在由各式各样组织构成的社会中，而且

通过不同组织所具有的生产与生活功能的差异及其之间的连接而在组织之间具有了流动性。

2.异质化的信息获取

工业社会生产建立在深度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因而社会结构日益趋于专门化与专业化。社会

成员在劳动分工中承担的角色不同、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不同，因而获取的信息呈现出差异，原有传统

社会的同质化信息已不能适应工业生产的情境。机器化的大生产与精细化的劳动分工，需要劳动者

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水平与能力，因而制度化的学校教育得到了大规模地普及。工业生产与生活的

新要求，使专业知识和技术被源源不断地创造与生产出来。专业知识是特别的知识，需要专门地学

习与训练，“对我们社会的运作来说，专业已变得不可或缺。我们通过特殊培养的专业得以建构社会

的主要事务，并使之运作”[16]。

工业社会中知识与信息的不断专业化使社会生活的信息丰富而多元。一是人类的文字信息与

知识存储能力得到极大提升。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革新，极大地提升了文字

信息与知识的存储能力。其具体表现为：每间隔一段时间，人类所存储的信息与知识总量就会翻一

番。二是个体生产劳作与生活的场景有了更多样的形态。在工业社会中，人们需要面对与处置的情

境更加多元，前辈留下的信息与知识不再足以帮助个体适应新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个体学习与

掌握新的信息和知识成为必要。三是信息传递的效率与规模愈来愈大。随着交通与通讯技术的进

步，人们建立起了依靠汽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的邮政系统，遍布世界各地的信息交流与传播渠道

由此发端，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使人们所能获取的信息迅速增多。

3.分工化的组织团结

与传统社会的同质团结不同，工业社会是在深度分工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功能依赖的有机团结

形态。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能力得到大幅提升，“随着社会容量与社会密度的增加劳动逐渐产生了

分化”[12]。与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社会相异，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建立在高度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

劳动分工的结果是形成了各式各样的专门组织，它们具有相互各异的结构和功能及各自特定的目的

和目标，“组织是意在寻求特定目标且具有高度正式化社会结构的集体”[13]。高度分化与分工的组织，

不再是仅凭自身生产的产品而自给自足，而是通过分工不断提升生产效率，生产数量更多、更优质的

产品，同时通过畅通、发达的自由市场交易，更好地满足各种社会生活需求。

工业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结是以组织为载体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在自然形成的血缘、

地缘群体和共同体中生产和生活；共同体成员的认知、思维、意识等大致是相似与趋同的，在一定程

度上，社会团结是人们的本质意志与本能的体现。而在工业社会中，传统生活共同体不断解体，人们

开始在各式各样的组织中工作与生活；既可以选择加入某种组织、亦可以选择退出，因而是社会成员

的“抉择意志”的结果。抉择意志的形式，“应当被把握为思想体系，即由意图、目的与手段组成的体

系”，“我们在普遍的意义上将这个体系称作努力追求”[11]。通过“抉择意志”而形成的各式各样组织，

诸如法人职业团体、社区组织、社会组织、自致团体等都是人们进行社会团结的有机载体。

三、主体性与自主性：信息社会的团结形态变迁

在信息社会中，得到信息技术赋权的个体正在成为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新单元。与之相比较，传

统农业社会中生产与生活的基本单元是群体和共同体，由于受到土地资源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的

限制，社会成员需要生活在由自然特质决定的共同体中，以“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我们只是一种集

体存在”[11]的方式生存与生活。工业社会中生产与生活的基本单元是组织，伴随工业制造业成为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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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社会成员在各式各样的组织中展开工作与生活的分工与协作。而在信息社会

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不断为个体社会成员增能与赋权，从而极大拓展了个体工作与生活的主

体性与自主性。

1.个体化的生产与生活

信息化的生产方式高度依赖科学与技术的创新。在信息社会的生产要素中，知识及建立在知识

基础之上的科学技术占据着核心的地位，知识经济是创造财富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引擎。在前信息时

代，生产领域中一直是以体力性的劳动为主而创造价值，体力性的农业与工业劳动生产出人们生存

与生活所需的主要物品。但在信息时代，知识与技术在生产体系中占据了首要的价值，成为创造与

创新的源泉；国民经济的增长、劳动就业与社会发展高度依赖理论知识研究与科学技术进步[2]。

在以体力性劳动为主展开生产与生活的社会中，个体的力量十分有限，只有整合到群体和组织

之中才能实现既定目标。信息技术——尤其是计算机与互联网络技术的进步，使个体不需完全依赖

特定的群体与组织、而自主地参与广泛的劳动分工与合作成为可能。一是信息与知识的便捷可及，

增强了个体社会成员在生产体系中的能力。信息与知识能帮助提升个体拥有的人力资本，即发挥

“在扩大生产可能性方面的人类主体作用”[17]；个体通过互联网络等信息媒介学习和掌握系统的专业

知识与技能的能力愈来愈强，从而具备了在劳动分工中从事专业性工作的能力。二是信息与知识的

广泛传播，提升了个体选择社会生活的机会。社会成员有更多机会“去过他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

活，以及去扩展他们所拥有的真实选择的能力”[17]，意味着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个体突破了前信息时

代在信息和知识获取与传播中面临的种种技术性、结构性条件的限制，获得了更多的以个体为单元

的工作与生活机会。

2.多元化的信息获取

信息时代的数据、信息与知识呈现爆炸式的指数增长。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生产与生活共

同体的稳固性与封闭性，信息的数量稀少、且大多是单调与重复的，个体依靠自身生产与生活的经验

获得信息，“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9]。在工业社会中，

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流动性增加，在不同的生产与生活情境中产生的信息变得多样化，并通过印刷

技术、广播与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使社会成员接触与获得的异质信息愈来愈多。而人类进入信息

社会后，发明了用传感技术、计算机语言与智能技术、通信技术等采集与存储信息的新方法，信息生

产变得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社会成员无需担忧信息存储载体的有限性而享有持续飞速增长的丰富

信息。

信息技术的发展亦疾速地拓展着信息获取的渠道。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成员获取信息的渠道单

一，主要是通过亲身体验及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口口相传与面对面互动而获得有价值的生产与生活信

息。在工业社会中，由于交通与通讯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广播与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出现，使社会成员

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多样化。在信息时代，新的媒介即互联网络的诞生与发展，根本性地变革了信

息的获取、传播、交流、使用的方式和途径，如麦克卢汉指出：“从社会意义上看，媒介即讯息”，媒介

“对整个心理和社会的复合体都产生了影响”[18]。虽然互联网络问世距今不过 53年，中国加入与连通

世界互联网络仅 28年的时间①，然而，新媒介的诞生，不仅使人们工作、了解新闻事件、阅读、休闲、娱

乐、购物等生产与生活中的信息得到了极大扩充，更是改变和重塑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

3.主体化的自主团结

信息时代，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与自主性大大提升。主体性，是指人具有主体意识与主观能动

性，人的独特性在于他是有主体意识的生物有机体。“人并不是简单的自然存在物，而是具有理智的

自然存在物，人不像动物那样无意识地适应自然界，而是在适应自然界的同时使自然界适应自己，满

足自己的需要”[19]；人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

的生命活动”[20]。尽管人天赋性地具有主体意识，但在不同社会中人的主体性得以实现的程度却并不

① 1969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建立了第一个阿帕网节点；1994年，中国与世界互联网全功能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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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在信息社会中，信息的生产、获取、传播的途径多元，信息的形式和内容多样，人们通过移动互

联网络等技术能更自由地获得信息、更自主的表达信息，信息技术为社会成员的生产与生活不断地

赋能，使个体的主体性迅速增强。伴随信息社会的发展，在农业社会中被先赋性群体、工业社会中被

制度化组织而有所限制的主体性被极大地激发，个体的自主性得到极大的释放。

与此同时，社会成员在主体性与主观能动性日益增长的过程中，依然具有强烈的寻求归属于群

体、共同体、组织的内在需要。在传统社会中，个体社会成员依靠血缘与地缘的先赋因素而团结；在

工业社会中，个体社会成员依据相似的居住场域、职业、学历、收入、社会地位而团结；而在信息社会

中，愈来愈具有主体性的个体，因主观认同而建构社会联结与团结，正在日益成为普遍现象。“人的依

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

二大形态；……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

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10]信息时代属于第三阶段，在此阶段，个体不再主要因外在的身份而团结，

而是因内在的认同而团结，这是一种值得高度关注的社会团结构成的新要素。

四、弹性团结:信息时代的社会团结路径

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团结是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亦是国家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

件。在社会变迁中保持社会团结与良好秩序是国家的重要使命。面对信息时代社会变迁的挑战，我

们需以新的理念、新的战略、新的机制进一步维护好社会团结。在当前国家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

转型、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迁的情形下，社会团结的形态正在由刚性团结、组织团结转变

成一种新的团结形态——弹性团结，即团结的刚性、固定性、稳定性在持续减弱，而呈现出弹性、高自

由度、弱联结性的形态。弹性团结不同于以血缘、地缘等天然和自然因素为纽带的刚性团结，是社会

成员自主选择的团结；弹性团结亦不完全依赖正式的组织形式与结构，而是主体之间相对自由的

联结。

1.弹性团结的新媒介：互联网络的空间

互联网络是弹性团结的媒介场域。伴随信息化发展战略的实施与发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持续

完善，我国的互联网络用户呈加速增长趋势。一是互联网络使用用户的规模持续增加。截至 2022年
6月，全国互联网络用户达到 10.51亿，比 2021年底增长 1919万；其中，移动互联网络使用用户达到

10.47亿，比 2021年底增长 1785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74.4%，较 2021年底提升 1.4个百分点。二是互

联网络用户使用网络时间延长，同期全国互联网络用户的每周上网时间为 29.5个小时，较 2021年底

增加 1个小时。三是互联网络用户上网的内容多样化，涵括即时通信、搜索引擎、网络新闻、在线办

公、网络支付、网络购物、在线旅游预定、网络视频、网络直播、网络游戏、网络约车、在线医疗等。人

们的社会生活正在加速网络化，增长最为显著的是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网络新闻和网络直播的用户

规模[21]。

互联网络正在成为社会成员工作与生活的核心媒介。在前信息时代，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主

要是在实体性的“地方空间”中展开，“绝大多数的人，不论是在先进或传统社会都生活在地方里，并

且感知到他们的空间是以地方为基础的空间。地方乃是一个其形式、功能与意义都自我包容于物理

邻近性之界线内的地域”[22]。在通信与互联网络等技术的支撑下，信息社会创造出一个突破地方空间

的限制、使社会成员在世界范围内获取、交流、传递信息的网络空间，并成为社会成员展开团结的重

要空间场域。即使是在信息时代的乡村社会，“现代移动互联网技术赋权下的乡村网络公共能量场，

有助于汇聚在村村民和在外村民的整体合力，让村民在推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感受到自我的主体性

和在场性特征，有效形塑着村民的公共精神和村庄共同体意识”[23]。

2.弹性团结的载体：自发形成的团体

在网络与信息社会中，由社会成员自发组织与联结而形成的社会团体，正在成为社会团结的主

要载体。相对于工业社会，伴随着劳动分工速度的加快，形态各异的正式与非正式组织是社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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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活的主要形式，“组织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有意识、经过协商和有目的的协作”[24]，社会团结围绕组

织架构而形成。组织具有颇为固定与稳定的结构，拥有相对正式和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在面对工业

社会的分工、异质化与分化时，组织是首要的团结社会的力量。但是，伴随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

型，生产与生活要素的流动、信息与知识的传播持续加速，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与交往愈来愈频繁地

跨越形形色色的由组织确定的边界，而迅捷地、快速地在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自发的社会群体和

团体。

由于社会团结愈来愈通过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而形成与发展，因而需高度重视自组织的社会团

体及其对于社会团结的功能。一是重视现实“在地”空间中的自组织团体。数据显示，截至 2021年
底，全国共有正式登记或备案的社会组织 90.2万个，比上年增长 0.9%；其中，社会团体 37.1万个①，基

本与上年持平[25]。根据学者推算，登记与非登记的社会组织比例大约为 1∶10，因而可知，尚有比上述

数据规模更庞大的自组织的社会团体存在[26]。二是重视互联网络空间中的自组织团体。在信息社

会，由于信息的生产、交流、传播方式发生革命性的变迁，社会成员基于自身意愿与选择在互联网络

空间展开互动与联结已变得触手可及，互联网络空间中各类“群落”以虚拟团体方式的出现是一种新

趋势。

3.弹性团结的引导：主观认同的力量

在信息社会中，社会成员获取、传播、使用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使个体化与个性化的表达具有

了实现的机会与可能。进言之，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得到前所未有地释放。“我称为的主体是指作为一

个个体，其创造个人历史、对个人生活经验的全部领域赋予意义的欲望”[27]，主体即是具有主观感受

力、意义感与能动性的个体。在前信息时代，社会团结的力量主要源自天然的血缘与地缘的联结、抑

或是依靠正式与非正式的组织；但信息社会中的个体已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天然性与客观性，而

展开主体性的自我塑造，主观认同正在成为社会团结的重要维度，社会成员愈来愈依凭主观意志而

形成社会团结。

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增加，需高度重视人们主观认同力量的增长。一方面，需培育社会成员对于

国家与民族团结的文化与价值认同。社会成员对于国家与民族的价值认同，是信息社会中社会团结

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招待会上指出的：“团结是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证。”[28]另一方面，需培

育社会成员的公共理性与集体意识。当社会成员拥有的主体性与自由度持续增多时，需以新机制、

新形式塑造与培育社会成员的公共理性与集体意识，关注和引导现实与互联网络空间中自组织的社

会群体和团体的态度观念、行为倾向等，增进社会团结的广度与深度。

五、结论与讨论

社会团结既具有历史维度，亦具有现实维度。考察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知现在与未来。伴随

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与发展，在不同形态的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团结形式具有显著差异。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形成的是以天然血缘与地缘联结为纽带的刚性团结，工业社会以来形成的是以分

工与功能依赖为特征的组织性团结，而在信息社会则是建立在个性化与多元化基础上的自主性团

结。历史进程中先后出现的三种团结形式并非呈现逐次取代的关系，天然的血缘与地缘团结，以及

以组织为纽带的正式组织团结，在当前与今后仍具有重要意义和功能，需从中挖掘其在社会和谐与

稳定中的积极效能。

在信息时代，由于社会生产、交往方式、社会结构的变迁，需要发展新的弹性团结的模式。社会

团结的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时间的弹性。血缘关系能伴随人的一生，具有先天性，因而呈

① 根据我国规范性法律文件，可将社会组织分为三类，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其中，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

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合法”的社会组织，是指在政府登记管理部门正式

登记注册或备案的社会组织；其他未正式登记或备案的通常称为“草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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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刚性特质；基于职业关系的组织性团结亦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而信息社会赋予人们能在现实和网

络空间中即时灵活地建构团结，具有时间上的弹性。二是空间的弹性。地缘关系形成的团结颇为稳

定，正式组织的团结形式亦是相对固定的，而信息时代的弹性团结则并非局限于地缘及正式的组织

架构。三是自主意志的弹性。信息时代的团结更多的是社会成员主体意识的呈现，而非客观、天然

因素的决定。

信息时代是自主性彰显、多元化纷呈的时代，但自主与多元在促进个性解放的同时，不应成为社

会分化与割裂的来源。在自主与多元的背景下更需促进弹性团结的实现，既尊重社会成员的主体意

识与主观意志，使其在互联网络与现实场域中能自主地展开社会交往、联结与团结；与此同时，亦需

配置相应的资源，在个体的主体性与自主性日益增长的趋势之下培育社会成员的价值认同、集体意

识与公共理性。通过社会团结机制的综合运用，使个体在信息时代的社会生活中的权益得到保障、

社群交往稳定有序，更好地促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更好地推动国家发展与社会长

期繁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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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Social Solidarity Form and Elastic Solidarity in Infor⁃
mation Society：History，Trend and Path

DAI Jie

Abstract Human society has witnessed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
ciety to industrial society and information society，and the practice field，organizational form and resource
base of social solidarity have undergone remarkable changes.The social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 in the pe⁃
riod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re closed，and the way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dissemination is
monolithic，so the social solidarity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rigid unity of homogeneity.The social produc⁃
tion and life style in the industrial age are mobile，and the forms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tends to be
heterogeneous.Social solidarity is based on a variety of organisations and is a functional interdependence
based on the division of labour.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creases the power
for the individual member，and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independent a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grow rap⁃
idly，so the social solidarity is increasingly based on the subject’s will to choose and the subjective iden⁃
tity；the rigidity，fixity and stability of social solidarity are weakening continuously in favor of a flexible，
highly liberal and weakly associative form of solidarity.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reality of social solidarity and the spatial field of the Internet，the carrier of social solidarity formed by
the self-organization of members of society，the cultivation of public consciousness and collective spirit，
so as to promote the level of social solidarity as a whole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Key words information society；solidarity form；rigid solidarity；organizational solidarity；flex⁃
ible solid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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