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第 36 届世界社会学大会 2004 年 7 月 7-11 日在

北京举行。7 月 7日下午 ,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

的开幕式 ,来自世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 多名代

表参加了开幕式。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院长陈奎元出席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

明致开幕词。副院长江蓝生主持会议。北京市副市长

范伯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杜铭那克 、国际社会学

学会长本-拉斐尔 、广东省人民政府代表李子彪 、福特

基金会代表沙琳 、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陆学艺分别在

大会上致欢迎词。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在开幕式中说:“社

会学的发展已经有近 150 年的历史 ,但在世界社会科

学各领域中 ,它还是一门比较年轻 、朝气蓬勃的学科 ,

也是一个精英荟萃 、人才辈出的学科。 这个学科从 19

世纪中期诞生的那一天起 , 就一直把社会变迁和社会

秩序作为关注的主题 , 以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作为自己的天职。在这个历史过程中 , 一代又一代的

社会学家敏锐地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 , 提出和回答现

实中的重大社会问题 ,不断进行学术积累 ,形成了社会

学这门注重调查研究 、注重从实际出发的经世致用学

问 ,奠定了它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李慎明还指出 ,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下 , 社

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 全球各国 、各地区之间

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越来越密切 , 人类在资源 、环

境 、区域发展差距 、地区冲突等方面 , 面临着许多新的

挑战。如何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保持文化的多样性 , 保

持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 ,保持社会的团结 、稳定和进

步 ,是我们时代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世界社会学大会是第一次在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

举行。因病未能参加大会的世界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

坦在给大会发来的祝词中写道:“第 36 届世界社会学

大会在北京召开 , 这是社会学和社会科学走向真正国

际化的历史性一步。只有当知识在世界各地具有了社

会基础 ,只有世界各地的实践者能够进行真正的对话

时 ,知识才能够成熟。中国是世界的很大一部分 , 有悠

久的文化传统。但在世界的知识领域 , 中国一直未能

得到充分的代表 , 中国对世界知识的贡献未得到充分

的认识。愿这次在北京召开的大会 , 成为这种学术隔

绝的终结。”

95岁高龄的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 , 在病

榻上给大会发来了贺信。他在贺信里说:“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 , 中国现代化的加速转型过程 , 成为中国社

会学发展的沃土。这 25 年来 , 中国社会学家努力回答

社会发展和变迁中提出的重大问题 , 推出了一大批有

价值的研究成果 , 也培养了一批社会学新人。 当今的

全球化过程也使中国的社会学更加融入国际社会。”他

还说:“希望通过这次大会 , 进一步推动中外社会学家

的合作和交流 , 共同开创世界社会学发展的新局面!”

第 36 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

的社会变迁” , 会期 5 天。大会期间 , 进行了由国际知

名社会学家领衔的主题演讲 , 举办了 100 多个专题研

讨会 , 这些研讨会的内容主要涉及发展战略 、城市化 、

就业 、人口 、收入分配 、医疗保健 、贫困救助 、大众教育 、

社会保障 、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近几十年来 , 国际社

会学界一直关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 、人的全面发展 、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问题 , 与会的许多社会学家在上

述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这次大会上 , 中外

社会学家相互切磋和交流 , 对于推进学术研究和人类

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

会上 , 各国社会学家还发表了《世界社会学家北京

宣言》。《宣言》提出:为了推动在 21 世纪建立和平 、公

正 、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的国际新秩序 ,实现联合国千

年首脑会议确定的千年发展目标 , 我们 ,来自世界各国

的社会学家 、国际组织代表 、非政府或非营利组织的代

表 ,以及关心世界社会发展的各国各界人士 , 聚集在北

京 , 藉第 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召开之际 , 共同发表《世

界社会学家北京宣言》 。《宣言》就国际新秩序的基本

原则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 国家发展与区域发展 , 以

人为本和全面 、协调 、可持续发展 ,增长收益的分享 , 技

术创新和扩大就业 , 全球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等七大论

题 ,提出能够反映时代精神和人类社会进步要求的基

本主张和共识。《宣言》呼吁所有的国家 、政府 、国际组

织 、企业 、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 、社会各界人士 , 共同承

担起责任 , 为建立 21世纪和平 、公正 、相互依存和共同

发展的国际新秩序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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