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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开幕辞

大 会 组 委 会 主 任 委 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汝 信教授

各位来宾
,

女士们
,

先生们
:

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本届大会组织委员会
,

宣布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开幕 !

亚洲社会学大会是全亚洲地区社会学家不定期举行的学术会议
,

此前 已举办过五届
,

第一

届于 1 9 7 3 年 由日本社会学家发起
,

在 日本举行
;
第二届与世界社会学大会同时在瑞典举行

;
第

三
、

四届在 日本举行
;
第五届 1 9 8 7 年在韩国举行

。

本届大会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学家作东

道主
,

邀请亚洲各国的社会学家到北京来
,

共同讨论亚洲地区的社会发展与未来前景
,

以及亚

洲社会学家的使命
。

今天
,

有 20 0 多位亚洲社会学家欢聚一堂
,

这次会议在亚洲社会学 史上是

盛况空前的
。

请允许我趁此机会
,

对以各种方式关心和支持本次大会召开的各方人士表示衷心

的感谢
,

对为推动亚洲社会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各国社会学家和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 !

、

当前
,

整个世界都处于深刻的变化之中
,

亚洲地区更是以其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政治的基本

稳定
,

成为变化着的世界格局中一个充满生机的部分
。

亚洲地区独特的发展道路
,

与其 自身的

社会政治环境和文化传统是密切相关的
。

当此新旧世纪交替即将到来之际
,

由亚洲地 区的社会

学家自己来探讨本地区的经济变迁和社会发展问题
,

无疑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

社会学

是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综合性很强的学科
,

它的形成和发展不能不受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 的

制约
。

亚洲社会的剧变和迅速发展
,

为社会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
。

各国社会

学家积极投身于本国
、

本地区
,

跨国
、

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事业
,

运用社会学的视角和

方法研究社会现实问题
,

在亚洲社会学的各个研究领域辛勤开拓
,

多有建树
。

举办本次会议的

目的
,

就是 为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
、

相互启发
、

加强联系
、

加强合作的机会
,

通过回顾和总结

20 世纪亚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

展望 21 世纪亚洲社会和社会学的前景
,

开拓 21 世纪亚洲社

会学研究的新局面
。

我相信这次大会将以世纪之交的一次继往开来
、

创新进取的盛会而载入亚

洲社会学的史册
。

中国自 1 9 7 8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

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

成就
。

中国人民正在探索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

将为亚洲地区乃至世

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并提供宝贵的发展经验
。

最近
,

我们又制订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

九五
”

计划和 2 0 1。 年远景 目标
,

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将为世界特别是亚洲地 区的和平和稳定做

出贡献
,

并成为亚洲繁荣和世界进步的一个积极的促进因素
。

中国的社会学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恢复和重建起来的
,

是和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耳不

业共命运的
。

重建以后
,

中国社会学家发扬深入实际
、

注重调查研究的优 良传统
,

(下转第 13 页 )



互交流感到亲切
,

容易沟通
,

也很有启发
。

六
、

这次会议还有一个重要成就
,

就是形成了亚洲社会学界的坦诚合作
、

创新进取
、

肯于奉

献
、

友好协商的精神
。

主办这次会议的中国社会学家缺乏举办大型国际会议的经验
,

物质条件

也很有限
,

不尽人意之处在所难免
。

但与会代表都能相互谅解
,

友好协商
,

多有包涵
,

肯于为推

进亚洲社会学事业不讲代价地奉献 自己的精力和才智
,

共同铸造了亚洲社会学家群体的可贵

精神风貌
。

七
、

这次大会也是对亚洲社会学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的检阅
。

从大会收到的 26 0 多篇论文

和论文摘要以及与会代表的精彩发言来看
,

亚洲社会学 已经在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

总的水平是 比较高的
,

整体素质是比较好的
。

亚洲社会学 已经为 21 世纪走向繁荣和发展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

有不少代表说
:

读到了这些好的论文
,

听到 了亚洲社会学家 们关于结合本国
、

本

地区情况的生动活泼的发言
,

增强了亚洲社会学家要建立亚洲社会学模式的信心
。

可以相信
,

从亚洲社会实际出发
,

并为亚洲社会发展服务的有亚洲特色的社会学模式必将脱颖而出
,

树立

在世界社会学之林
。

本次大会的上述成就
,

已经以扼要的文字记载在刚刚经大会通过的《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

会纪要 》里
。

我相信
,

本次大会所体现的坦诚合作
、

创新进取
、

肯于奉献
、

友好协商的精神
,

将不

仅以文字形式
,

而且以情感和理性的形式
,

记在与会各国和地区社会学家的心中
,

体现在今后

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和 21 世纪社会学事业中
,

贯彻到亚洲社会学界的行动中
。

女士们
,

先生们 ! 北京正值金秋时节
,

金秋象征着成熟和丰收
,

中华大地从北到南
,

正呈现

出一派丰收景象
。

亚洲社会学经过 20 世纪的积累和发展
,

到 21 世纪就将进入成熟的硕果累累

的收获时期了
,

让我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亚洲社会学的新纪元 !

祝各位代表一路顺风 ! 1 9 9 5 年 n 月 5 日

于北京京城大厦

(上接第 2 页 )对 由经济改革所引起的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和制度性变迁
,

进行了大量的有意

义的研究
,

不仅对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
,

而且对社会发展也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

中国社会学家

乐于借此机会
,

将这些研究成果贡献给大会
,

与亚洲地区的同行们进行交流
。

从中国社会学的历史经验来看
,

决定着亚洲国家的社会学发展道路和基本面貌的关键
,

是

要处理好西方社会学和本国社会实际的关系
。

西方社会学是由西方学者主要通过对西方社会

的研究而创立的
,

它主要针对西方社会遇到的问题
。

当然
,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
,

它也

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

具有普遍意义
,

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并可以借鉴和运用
。

但是
,

正如一个

国家的发展不能照抄照搬别国模式一样
,

亚洲社会学也只有扎根于亚洲的土地
,

从本国
、

本地

区的实际出发
,

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自己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
,

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

抓住这

个关键
,

其他一些关系
,

例如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

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
、

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

的关系才可能理顺
,

才可能处理好
,

亚洲社会学才有发展的原动力
。

各位来宾
,

女士们
,

先生们 !亚洲地区独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道路
,

为亚洲地区的社会

学家充分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

希望通过这次大会
,

增进亚洲各国社会学家

的学术交流
,

推动亚洲地区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
。

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

1 9 9 5 年 1 1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