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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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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韦伯的研究方法包含着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价值关联、理想

类型和价值中立。先对其进行一定梳理，寻找它对当代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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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社会
理论家，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公认的社会学
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下面将从韦伯讲起，
探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与时代价值。 

一、马克斯•韦伯的学术贡献 
作为经典社会学理论家之一，马克斯•韦伯对社会学理论的

研究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这种贡献当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
他的方法论学说。他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研究开始于名为《新教伦
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并且继续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
道教》以及《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古犹太教》
里进行探索。在政治和政府的社会学上，韦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便是一篇名为《政治作为一种职业》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韦伯
提出了对国家的定义：亦即国家是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
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他对
于哲学的深入思考造就了他极高的思想成就[2]。 

二、什么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 
韦伯的社会科学定义表明社会科学的两个特点:其一，社会

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不同的，社会科学需要理解人的动机问题;其
二，人们不可能达到世界“本质规律”的认识，而只能通过创造
概念达到对社会一定程度上的认识。韦伯在对社会科学做了这样
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从逻辑上说，
它包含着三个有机的构成部分，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可
能形成正确的方法论。[1] 

(一)价值关联 
在韦伯看来，人类世界的联系是无限丰富多样的，人们不可

能认识所有联系，只能认识其中的一部分就此提出了“价值关联”
概念。他认为，人们认识外界事物的时候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只
会消极地接受外部世界反映到头脑中的印象，人们会主动用一些
范畴对世界加以组织，然后才能达到认识。且人们头脑中的这些
范畴并不是先天的，而是来自于人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存在，在
一定的历史时期，每个社会都有流行一些有普遍意义的文化观念
内化到人们的思想当中，成为人们观察外部现象的前提。这使得
人们在观察社会现象时区分出了哪些现象是有意义的，哪些现象
是无意义的。从某一种文化观念出发，某些特定的社会现象就进
入了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感兴趣的东西，而其余的大量的现象
则由于文化上的排斥而被认为是无意义的，是不值得被认识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外部世界的真正本质是不可认识的，因为人们
只是观察到了其中的小部分。 

(二)理想类型 
价值关联确定了哪些社会现象需要被认识的这一问题，理想

类型这一概念解决如何认识这一部分社会现象的问题。理想类型
是一种思想图像，“这种思想图像将历史活动的某些关系和事件
联结到一个自身无矛盾的世界之上面，这个世界是由设想出来的
各种联系组成的，这种构想在内容上包含着乌托邦的特征，这种
乌托邦是通过在思想中强化实在中的某些因素而获得的。”[3]理想
类型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它是一种思维图像，另一方面它也
是一个乌托邦。从思维图像的角度说，理想类型是对现实社会的
一些特定的社会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并且在抽象的过程中是按照
一定的思维规律进行的，这种思维是无矛盾的，逻辑统一的，这
种思维图像不考虑事物的历史过程，而是根据这种历史现象是否

与这种思维图像接近而决定是否被纳入其中的。从乌托邦的角度
来说，这种思维图像并不是现实的一种描述，它在现实社会中并
不是真实的存在的，但是它为描述现实提供一种手段，我们可以
根据现实是否接近这种思维图像而经验地描述现实。韦伯关于西
方新教徒经济伦理行为的描述是理想类型在社会学研究上的应
用典型。 

(三)价值中立 
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社会科学

研究中要坚持“价值中立”原则。韦伯承袭休谟的思想，认为一
个社会科学家在实践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两类问题，一类是价值判
断问题，一类是经验事实问题。一个社会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必
须是只能对经验问题做出判断，而对价值判断问题保持沉默。在
他看来，价值问题是一个主观选择的问题，是研究者主观上的好
恶，一种事物如果符合研究者的期望，便称之为“好”，如果不
符合研究者的期望，便称之为“恶”，这是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的，因而价值判断没有对错之分，社会科学家对此无能为力。所
以韦伯说:“只有在依照绝对明确地给定目的而考虑实现目的的
恰当手段的情况下，真正可以经验地解决的问题才会出现。”[3] 

价值中立、价值关联、理想类型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价值关
联解决了认识中的选题问题，理想类型使得用抽象的概念把握个
别的现象成为可能，价值中立使得社会科学避免了科学研究中外
在因素的干扰，从而得到科学的结论。 

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时代价值 
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介绍了理想与价值判断之科学批判的

意义，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的原则区分。韦伯坚持“社会唯名论”，
认为社会学应该研究人的层面，研究人与人的交往是解释社会现
象的最佳途径[4]。它有助于我们站在理智的立场上分析问题，对
事物进行客观的分析，在我们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无论是在进
行实证研究的资料分析，还是进行理论研究，韦伯的社会科学研
究方法都常常是我们思维所应当遵守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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