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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武器的生成：弱关系的运作空间及其实践意义

周衍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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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网分析作为一种能够有效的联接微观和宏观层次理论的研究工具，被越来越

多的人所认可，并且运用到各个领域。本文首先对现有的社会网络的理论分析作了简要的概述；然后阐述

了“弱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最后提出经营自身社交网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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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现实社会网络的理论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产生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被认为是一种能够有效连接微观和宏观层次

理论的研究工具，是当代西方主流社会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社会网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

种分析的工具和方法，是因为其自身具有独特的分析视角以及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作为一种

研究范式，其产生和发展是在当代社会学研究重视结构性和系统性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社会

网络分析从具体的社会关系入手来分析社会结构以及人的行为，指出人的行为是嵌入到社会

结构中的，而不是孤立的、片面的行为选择。

社会网络研究最早始于 1934 年美国心理学家莫瑞诺运用计量学的方法对小群体进行的

研究。也有人认为是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首次提出了“社会网”的概念。纵观社会网分

析的发展历程，在最初的 20 年里。社会网络分析主要被用于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的研究。

到了 70 年代，全球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研究由欧洲转移到了美国，并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研究领域也拓展到了经济学、地理学和信息管理学等。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以格兰诺

维特、科尔曼、博特为代表的社会网络学派再次对社会学的主流研究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涌现出了一批很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

1.齐美尔的社会网络分析思路

在社会学领域，德国的社会学家齐美尔被认为是社会网络理论的鼻祖，其基本的理论思

路主要包括个人和群体的两重性以及规范和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两个方面。在他看来。当个

人加入群体的时候，便会受到群体规范的约束，从而建立一种个人与群体的基本关系。与此

同时，个人加入群体时。不仅仅作为群体中的一个成员存在，而且还会将自己相关的网络带

入到目前的群体之中。同时加入多个群体，那么就形成了相互各异的群体属性，当个人加入

到新的群体时，将原来的所具有的群体连带关系加入，即产生了个人和群体关系的两重性。

而在讨论规范和自由的辩证关系时，齐美尔认为，如果一个人不参加任何群体，没有任何的

网络关系，没有任何群体规范的制约作用就无法形成个人的自由。

这为后来诸多的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研究思路，从齐美尔思路发展的研究，基本上把结

构作为一个客观存在，而研究结构对行为的影响。这一思路的研究是从结构、网络角度去解

释行为和关系。也就是说，按照齐美尔的研究思路，在研究社会网络时，不仅仅局限于结构

的角度，而是从具体的社会关系入手来分析社会结构以及人的行为。

2.结构主义的社会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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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格兰诺维特的“弱连带优势理论”

1973 年，《美国社会学刊》发表了格氏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弱关系的力量》。在这

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弱来连带的优势”，着重强调了弱连带的凝聚力，验证了弱连带作

为信息传递的有效的“桥”，并且从四个维度测量和界定了人与人之间的连带的强度，其定

义范围包括：“认识时间的长短”、“互动的频率”、“亲密性”及互惠性。通过对关系强弱的

测量和界定，作者提出了强连带是小群体内部联结的纽带，而弱关系则是广泛群体之间的纽

带。作者借鉴了 20 世纪 80 年代前的一系列“小团体”研究，发现组织中强连带多的人往往

会陷入一个小圈子中，信息的重复性很高，传播范围也很小。而弱连带却会联接成一张“大

网”，信息传递的范围较广，成为社会关系中传递信息的有效桥梁，是不同群体间信息流通

的关键。

在其后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中作者进一步讨论了个人行动与组织行为

之间的关系，他在批判了“低度社会化观点”和“过度社会化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嵌入

性”理论。认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人的行为是置于社会网络中，并不是制度安排或是普遍

道德规范了人的行为，而是人在嵌入社会网络中产生的信任，虽然他不是保证信任的充分条

件。

（2）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

格兰诺维特根据霍曼斯的强关系理论认为强关系不可能有“桥”的功能，而林南的等级

网络分析则相反的建立在这种可能性上，强调出社会网络来间接动员特殊场域中的社会资

源。

在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中，社会资源被定义为“财富、地位、权力、个人有直接或间接

联系的那些人的社会关系。”他按照某种规范的荣誉和报酬将社会想象为金字塔结构。在此

结构中，强关系的同一等级中，接近和控制荣誉、报酬的机会相似，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强关

系；而不同等级拥有接近和控制荣誉和报酬的机会就不同，他们之间是弱关系。弱关系不仅

仅是信息的共同桥梁，而且不同等级的人之间的资源交换也是由此实现的。林南认为，弱关

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社区中社会资源流通的有效途径。并由此推断：“当人们趋求工具

性行动时，社会职位越高则涉及事实资源的机会越多(职位强度假设)；通过弱关系涉取事实

资源的几率越高（弱关系强度假设）；社会资源越多则工具性行动的成功率越高（社会资源

效应假设）”。

林南强调了通过社会联系与社会关系来实现目标的重要性，对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

的互动意义进行了理论说明（在对社会交换、组织、制度转型的论述中），开创性的提出并

且解释了为什么个体社会网络在生活与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3）博特的“结构洞”理论

博特用他的“结构洞”理论对组织内权力的运作以及普升的过程做出相关的理论研究。

所谓结构洞，是社会网络中的一种，专指“社会网络中的某个或者某些个体和有些个体发生

直接联系，但是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无直接或关系间断的现象，从网络整体看好像

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

根据博特的研究结果，群体中的成员在群体网络结果中发展相互关系，并且交换或分享

与群体有的信息，任何经济活动必须同时将其所处的环境因素考虑进来。在他的“结构洞”

理论中，群体成员间的关系强弱与社会资源的动员和社会资本的获取没有必然的联系，其注

重强调的是“位置”：一个人占据了交换资源的良好位置，则拥有的资源较多，他将这种现

象称之为“洞效果”。所以组织和个人，要想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与相关的个人或

者组织发生广泛的关系，从而获取信息和控制上的优势。在博特及林南所做的研究中，均强

调了个体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可以影响个体在组织中资源的获得。

3.边燕杰的“强关系”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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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弱连带的关系来分析社会人际关系的运作机制是不足的，在边燕杰针对中国所做的

实证研究中，提出了与格氏截然不同的“强关系假设”。其阐述的主要观点是：由于中国社

会的文化背景不同，在社会人际交往中是强关系而不是弱关系承担着桥梁的作用。在伦理本

位的中国社会中，“人情”比信息更重要，信息的传递往往是人情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强关系使关系双方的互惠交换活动长久存在，并处于人情网络中。还有就是信任问题，在存

在风险的人情关系中，如果强关系，双方相互信任，从而实现互动及资源流动；但是如果是

弱关系，则双方更倾向于采取保守的互动关系。

4.“六度分离”理论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提出了“六级分离”理论，并设计了一个连锁邮件的实

验来验证这个假设。他认为，任何两个陌生人都可以通过“朋友的朋友”建立联系，并且他

们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无论是美国总统与威尼斯的船夫，或热带雨林中的土著与

爱斯基摩人。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这就是著名的“小世

界假设”。从 2001 年秋天开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瓦茨组建了一个研究小组，

利用 EMAIL 这一现代通信工具，开始进行“小世界假设”的实验。在 1年多时间里，总共有

166 个国家和地区的 6万多志愿者参与实验，实验结果证明，一封邮件平均转发 6次，即可

回到接收者哪里。“六度分隔”说明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弱连带”，但是却发挥着非常强大

的作用。有很多人在找到工作时体会到这种弱连带的效果，通过弱连带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

非常“相近”。

二、“弱关系”的运用

创业对于当今的我们并不陌生。说到创业，如果让我们选择合作伙伴，我们肯定会选择

与我们关系好的熟人。边燕杰就验证了这种有熟人构成的“强关系”假设。他根据中国的伦

理特点，在关于中国社会网络结构的研究中成分肯定了建立在情感和信任基础上的强关系。

并进一步提出，强关系有助于创业者通过亲属关系来顺利实现创业的三个步骤，提高成功的

机会，这三个步骤是了解商机、筹集资金、得到定单。在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社会条件下，

信息的传递与人情关系密切相关，信息的传递是人情关系的结果。而这种人情交换关系，通

常是强关系非弱关系，尤其是在计划体制时期。同时，这种人情关系隐含了双方的义务与信

任关系。

虽然边燕杰在对我国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验证了强关系假设，但是格兰诺维特的弱关

系理论对我国青年的创业也有启发与借鉴意义。强关系有利于维系组织内部的关系，而弱关

系更强调组织之间的纽带联系，起到“信息桥”的作用。我国的青年创业者在创业初期更多

的是依赖强关系来了解商机、筹集资金和得到定单，但是随着创业过程的深入与延续，创业

者需要拓宽社会网络，超越强关系的局限，通过弱关系的建立来实现工具性目的。信息的获

得对于创业者来说，是其创业成功的关键要素。相对而言，通过弱关系获得的信息重复率低

于强关系获得的信息，更有利于跨越局限获得重要的信息和资源，所以，弱关系提供了强关

系无法提供的资源与信息支持。

格兰诺维特曾在 70 年代研究了在波士顿近郊居住的专业人士、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是

怎么找到工作的，找到 282 人，从中选取 100 人做面对面的访问。发现其中通过正式渠道申

请，比如看广告投简历，拿到工作的不到一半，100 人中有 54 人是通过个人关系找到的工

作。通过研究发现，真正有用的关系不是亲朋好友这种经常见面的“强联系”，而是“弱联

系”。在这些靠关系找到工作的人中只有 16.7%经常能见到他们的这个“关系”。而有 55.6%

的人用到的关系人仅仅偶然能见到，意为每周见不到两次，但每年至少能见一次。另有 27.8%

的帮忙者则一年也见不到一次。也就是说大多数你真正用到的关系，是那些并不经常见面的

人。这些人未必是什么大人物，他们可能是不再联系的老同学或者是那些仅有一面之缘的人，

不难发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不在你当前的交际圈。

格兰诺维特认为“弱关系”的意义是把不同的社交圈子连在一起，从圈外给你提供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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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根据弱关系理论，一个人在社会上获得机会的多少，与他的社交网络结构很有关系。

人脉的关键不在于你融入了那个圈子，而在于你能接触到多少圈子外的人。

根据社会学家 Martin Ruefde 的调查表明，如果你在创业过程中的信息网络主要由弱联

系构成，你的创新能力是那些指望强联系的公司的 1.36 倍。而如果你干脆不靠熟人，直接

从媒体和不认识的专家那里获得信息，你的创新能力则是强联系公司的 1.5 倍。而从社交网

络来看，跟前面英国数据的结果一致，你的社交网络越多样化，你的创新能力就越强。那些

拥有极度多样化社交网络的企业家，他们既有强联系也有弱联系，还接受从未打过交道的人

的意见，其创新能力是那些只有单一社交网络的人的 3倍。虽是如此，大部分创业团队仍然

由家人和朋友构成。强联系团队和弱联系团队的数目对比差不多是 5:3。而 Ruef 使用一个

创新评估模型发现，弱联系团队的创新能力差不多是强联系团队的 1.18 倍。更进一步，如

果这个团队成员在此之前从来不认识，那么这个团队的创新能力还可以更高一点。

三、总结

综上所述，在很多时候，弱关系的作用远远大于强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强关系对我们

不重要，关系的强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有很多关系都是从弱关系发展到强关系的，

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伦理特点下，讲究礼尚往来。比如当你在外边遇到一个突发状况，需

要帮助，这个时候路人甲帮助了你，那么你会记得他对你的好，你会找到那个帮助过你的路

人甲，然后感谢他，这样你们之间就建立起了弱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之间的交往多

了，那么你们之间的弱关系就变成了强关系。

通过对弱关系运用的研究，对我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具有很大的意义。在我们交友方面，我

们不能只是和熟悉的好朋友一起，我们需要广泛的交友，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人脉网络，这对

我们在将来的工作生活中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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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 as a research tool which can
effectively connect microscopic theories with macroscopic ones, has received recognition b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and been applied in various fields. This paper firstly outlines existed
theoretical analyses of the social network, then explains the application of “weak ties” in real life, and
finally provides suggestions about making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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