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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欢迎辞
甲

` 肠`

大会组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社 会学 会 会 长
哀 方教授

各位代表
,

各位来宾
,

女士们
,

先生们
:

今天
,

来自亚洲各国及港
、

澳
、

台地区的社会学家聚集在这里
,

出席亚洲社会学界的盛会
,

准备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
,

我代表中国社会学会
,

向参加大会的亚洲各国及港
、

澳
、

台代表
,

向各位来宾
,

表示热烈的欢迎
:

亚洲社会学大会 自 1 9 7 3年以来 已举行过五届
,

这次是第六届
。

在历届会议上
,

亚洲各国的

社会学家和学者进行 了很好的交流和讨论
,

推动了亚洲地区社会学的繁荣和发展
。

本届大会是

在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国际背景下召开的
。

近年来亚洲地区高速度的经济发展
,

使它成为世所注

目的焦点
,

由此可以推想
,

在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 中
,

亚洲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将会扮演一

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亚洲国家从本 国的实际出发
,

制订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策
、

制度与发

展模式
,

从而使本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走着 自己所独有的道路
。

在新的国际背景下
,

探索和讨论

亚洲国家由于自身的传统文化
、

社会结构和发展模式所带来的新问题
,

就这些问题进行广泛的

交流
,

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
,

必将推进亚洲社会学的发展
。

中国社会学会成立于 1 9 7 9 年 3 月
,

原名
“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
” ,

1 9 8 2 年 5 月在武汉召开年

会时改为现名
。

第一任会长为著名社会学家
、

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
。

中国社会学从重建到现在

已有 16 年多了
.

在这段时间里
,

这 门学科取得了迅速发展和显著的成绩
,

受到了国内外的重

视
。

目前全国有 27 个省
、

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社会科学院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或研究室
,

现有高

级研究人员 1 50 余人
;全国共有 16 所高等院校建立了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

,

现有教授
、

副教

授 1 00 余人
;
自学会成立以来

,

召开了多次社会学专题座谈会
,

举办了多次社会学讲习班
,

培养

和训练社会学研究人员
,

交流研究成果
,

创办了社会学函授大学
; 随着地方社会学研究的恢复

、

深入与研究队伍的扩大
,

各地也纷纷成立 社会学学会
,

到现在
,

已有 23 个省
、

市和 自治区成立

了社会学学会
。

中国社会学已经成为亚洲社会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

1 9 90 年 8 月
,

中国社会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三 届理事会
,

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
。

为促进社会

学各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的联系和协作
, ,

为加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
,

第三届理事会决定
,

在学

会之下
,

设立若干社会学分支学科的专业委员会
,

现 已设立的专业委员会有
:

教育社会学专业

委员会
、

人 口与环境专业委员会
、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专业委员会
、

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

青年

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

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等
。

同时
,

学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
,

每次年 会定一个

主题
,

进行学术交流
。

1 99 1年在夭津举行
·

的年会是以
“

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

为主题
,

1 9 9 2 年在杭州举行的年会以
“

当前社会变迁与小康社会研究
”
为主题

,

1 9 9 3年在 ( 下转第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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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上的致词

日本前社会学会会长 绵贯让治教授

主席先生
,

女士们
,

先生们
:

我非常荣幸有此机会代表出席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的所有外国代表在开幕式上致词
。

我本人曾经参加过三届亚洲社会学大会
,

那是第二届
、

第三届和第五届
。

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

会具有显著的地位
,

不仅是由于本届大会的主题
,

而且还 由于这次大会的广泛性
,

有遍布整个

亚洲的 1 5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本届大会
。

我在此对本届大会的中方组委会
,

特别是对组

委会主席汝信教授
、

副主席袁方教授
、

副主席陆学艺教授为这次大会所作出的巨大努力表示衷

心的感谢
。

本届大会的主题一 21 世纪的亚洲社会与社会学一是非常恰当贴切的
。

首先
,

正像前面的

代表发言所指出的那样
,

所有亚洲社会都共同具有充满活力的特性
,

这种素质既对亚洲社会业

已取得的高度成就作出过贡献
,

也创造了在本地区许多社会中的经济发展
,

对其它许多亚洲国

家来说则具有进一步赶超的巨大潜力
。

其次
,

亚洲社会共同拥有丰富而伟大的文化传统
,

这种

文化传统具有双重作用
,

如果加以恰当地利用
,

它便可以成为发展的源泉
; 另一方面

,

传统文化

在亚洲这样迅速变化的社会中将持续存在
,

如果它不能面对新的形势做出调整和适应
,

冲突和

混乱就会接踵而至
。

因此
,

亚洲社会学家
一

可以就变动中的
、

文化多样性的亚洲社会所提供的丰

富素材做出比较研究
。

由于亚洲社会学家的贡献
,

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社会学也必将获得长足

的发展
。

我坚信
,

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将是一个创造新纪元的大会
,

本届大会不仅规模空前
,

而

且还将促进对一个有着丰富文化传统和充满活力的亚洲社会的了解
;
这次大会在对作为一 门

学科的社会学的发展有所贡献的同时
,

也必定对整个人类有所贡献
。

谢谢 !

(上接第 3 页 )深圳举行的年会以
“

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
”

为主题
,

1 9 9 4 年在上海举行的年会以
“

社会保障与社会发展
”

为主题
。

通过年会的专题讨论
,

加强了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
,

推动了社

会学研究的深入
,

提高了总体的研究水平
,

当然
,

这也为中国大陆的社会学者与国际社会学界

的交流提供了基础
。

亚洲社会学的这次盛会以
“
21 世纪的亚洲社会与社会学

”
为主题

,

这既有理论意义也有现

实意义
。

可以说它给亚洲的社会学家提出了许多新任务
。

中国的社会学者也真诚地希望在这

方面和亚洲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同仁们加强合作
,

加强交流
,

为整个亚洲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学的

学科建设和繁荣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

谢谢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