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孝通副委员长在首届全国退役
军人安置保障理论研讨会上的致词

女士们 、先生们:

参与这样一次由政府部门发起 、邀请学术理论界人士参加 、旨在就一项业务工作进行探讨

的理论研讨会 ,作为一名老社会学家 ,我感到十分高兴 。

以往的学术史一再表明:学术研究的基本功能在于通过科学的研究成果 ,为现实的社会实

践提供直接或间接的服务 。现在 ,社会科学界有一种看法 ,认为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使

社会价值趋向功利化 ,社会科学的研究一般难以产生直接的社会效益 ,因而 ,在当今社会必然

会受到冷落 。这种观点自有其一定的道理 ,但并不完全 ,而且比较肤浅。应该注意到 ,造成这

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社会科学研究有时不能与社会现实密切结合 ,对现实社会提出的

迫切需要回答的各种问题不能作出及时 、足够的反应 ,有时甚至只是在现实的政策后面作些诠

释和评论的工作 ,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对此 ,学术界绝大部分同仁已经形成共识 ,即社会科

学只有关注社会现实 ,关心国家前途 、民族命运和人民福利 ,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参与社会实践 ,

从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抽象出带规律性的东西 ,并以充分具备超前意识的理论成果和

成熟的对策研究指导实际工作 ,解决实际问题 ,尤其是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 ,才能使自身得到

发展 ,才能赢得社会的重视并发挥应有的作用 。

所谓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 ,就是那些关系社会发展的问题。今天 ,民政部门提出的建立

“新时期退役军人安置保障体制基本框架”的课题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表面看比较

局限 ,仔细分析却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有着比较直接的关系。退役军人是为我国国防建设作

出过特殊贡献的社会群体 。作为社会保障的对象 ,与其他对象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对他们的保

障 ,本质上是对其以往所作贡献的补偿 。而这种补偿的过程 ,尤其是标准的确定 、手段的运用

等 ,必将涉及到生产力布局的合理化 、社会结构的变迁 、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从保障后所产生的影响看 ,又与部队建设 、社会稳定 、社会整合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 。因此 ,对

该课题的研究 ,不仅属于社会学的范畴 ,也属于经济学 、军事学的范畴 。正是这种牵连面广 、影

响范围大的特点所带来的研究中的难度 ,决定了这一课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换言之 ,对

退役军人安置保障的研究 ,既能从理论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 ,为安置部门提供政策性建

议 ,又能使我们对政策 、经济 、军事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 。

女士们 、先生们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将是中国经济体制全面转轨的时期 ,也是中国迅速

崛起 ,赢得经济高速增长 、社会稳定发展的大好时期 。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 ,学术界应该

与政府部门加强联系 、密切合作。我深切地期望 ,有更多的政府部门能像国务院军安办这样 ,

把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决策中的难题向社会公开;也希望学术界的志士仁人不负政府部门

的厚望 ,积极投身到对这些问题的攻关中来 ,以充分发挥学术为现实服务的社会功能;我还希

望你们双方能在此基础上长期合作 ,最好能建立一种恒久的机制来保证这种合作坚持下去。

我相信 ,本次会议将开辟学术与决策联姻的新局面 ,必将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产生重要影

响。

费孝通　1997年 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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