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7年全国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联席会议”纪要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 、河南省

社会科学院法学社会学研究所于 1997 年 11 月 27—

29 日在郑州市承办了“第二届全国社会学研究所所

长联席会议” 。此次联席会旨在进一步加强全国科

研单位各社会学研究所及中央有关部委各社会发展

研究所间的联系 ,交流最新研究成果 , 寻求今后共同

发展的机会与合作项目。会议的主题是“党的十五

大之后的社会学研究与研究所建设” , 分别从 5 个方

面做了交流 、探讨:1.全国各社会学所一年来的科

研状况及成果;2.一年来所际合作及国际学术合作

情况;3.新形势下社会学研究课题的开发;4.全国

社会学所信息网络建设;5.所长联席会议自身的制

度化建设。来自全国 21 个省市 , 包括中央有关部委

研究所在内的 28 个单位共 39 人参加了会议。

经过较广泛的交流 、沟通 , 会议代表在以下 5 个

方面取得了共识:1.全国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联席会

议是个好形式 ,有利于加强中国社会学学科队伍的

建设 ,促进和提高社会学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 ,应当

坚持下去。今后将定时定点 ,每年举办一次;发起者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承办者以自愿申

办为原则 ,每年由一个地方社会学研究所自定地点 ,

具体承办;在多家申办的情况下 , 经民主协商 , 决定

下一届承办者。依此原则 ,经协商 , 一致同意由天津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承办 1998 年度社会学研

究所所长联席会议 , 时间暂定为 1998 年 10 月。 2.

全国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联席会议的性质为学术性的

工作会议。每届会议确定并围绕一个学术主题 , 交

流 、沟通各研究所的学术进展及成果;以互利合作 、

促进学术繁荣为前提 ,积极推进所际 、区域性以至全

国性社会学研究课题及学术合作。 3.依靠各地方

所的优势 、特长 , 根据条件 , 逐步开展并建设全国性

的社会调查网 ,促进并提高社会调查的科学化 、规范

化及学科化水平。 4.适时组织并发布社会学阶段

性学术研究选题指南 , 对学术定位 、研究难点 、热点

及前沿课题予以引导。 5.各地方社会学所承担着

为地方政府的科学决策服务 、为中国社会学的学术

发展服务的双重压力 ,面临着有作为 、有地位的角色

需求 。目前 , 一些所在人 、财 、物等研究条件上遇到

一些实际困难 ,较普遍地存在着研究职能的定位问

题。于此 ,会议建议 , 在现阶段 , 以求生存 、出人才 、

出成果为基点 ,以为主战场服务为前提 , 积极争取地

方政府的重视 、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陆学艺研究

员在会议总结中就新形势下如何办好社会学研究所

谈了 5 点建议:1.在社会学所的定位问题上 , 应处

理好社会学学术发展与研究现实问题的关系。 社会

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我们的研究选题必然会与社会

问题紧密相关;而若缺乏社会学的学术意识及理论

功底 ,则势必影响我们的研究水平 , 也很难给政府决

策提供有效的建议 、方案。 2.要注意培养 、选拔社

会学研究的后续人才 , 指导帮助他们选择好研究方

向 ,脚踏实地 、安心地搞好研究工作。 3.有了人就

要找课题 , 并通过课题研究培养人 , 这样才能出成

果。4.所长自身有一个不断提高社会学学术修养

的问题 ,还要有为社会学事业的发展“吃点亏”的牺

牲精神 ,要有紧迫感。如果我们搞社会学专业的研

究队伍拿不出高水平的 、有效的研究成果 , 我们在学

术上就站不住脚 ,在政府决策参谋中就难有什么作

为;并且很难应对来自高校系统社会学人才培养 、对

外交流以及学术研究方面的较强优势;因此要加强

自身建设。 5.社会学研究既面临挑战 , 又适逢机

遇 ,这个机遇就是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中国社会的

变迁时代 ,这是可以大显身手的时代。西方社会学

的发展显示出这样一种规律 ,即社会大变迁之时 , 造

就了一批社会学大师 , 创建了一些社会学的经典理

论;然而 , 西欧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用了几百

年的时间 , 对像韦伯 、迪尔凯姆这些社会学大师来

说 ,受个体有限的生命时间制约 , 谁也观察不到这种

变迁的全过程 ,我们则有幸赶上了中国社会的大转

折 、大变迁 , 有条件 、有机会观察 、体验 、记录 、研究这

一重大社会变迁。我们要抓住这个重大机遇 , 为中

国社会学的发展和学术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张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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