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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上的致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委员 彭佩云教授

在人类即将跨入 1 2世纪的时候
,

来自 1 9 个国家和地 区的社会学学者聚集北京
,

举行第六

届亚洲社会学大会
,

这对于亚洲社 会学界和亚洲的社会发展 事业都是一件盛事
。

首先
,

我代表

中国政府
、

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 对各位代表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 !

亚洲地区政治相对稳定
,

经济增长速度位于世界的前列
,

区域性合作发展的潜力巨大
,

是

世界上最具有经济活力与发展前景的地区之一
。

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

保持亚洲经济的持续

增长
,

不断促进亚洲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

是我们的共同心愿
。

今年 4 月
,

联合国在哥本哈根召开了首次以
“

社会发展
”
为主题的世界首脑会议

,

无论是发

达 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

人们都越来越认识到
,

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

但是
,

在经济增长

的同时
,

必须把消除贫困
、

扩大劳动就业
、

实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睦
、

完善社会保障
、

提高生活

质量
、

节约资源
、

保护生态环境等作为重要的发展 目标
。

亚洲的多数国家
,

特别是拥有 12 亿人

口 的中国
,

还是发展中国家
,

为了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必须把经济增长放在十分重要 的

位置
.

并且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
,

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

协调发展
。

这样才能缔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

实现可持续发展
,

避免付出沉重的代价
。

经过 17 年的积极探索和艰苦努力
,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
,

国民经济迅速发展
,

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 9 %左右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正在逐步建立
,

对外开放总体格局基本形成
,

各项社会事业也取得显著成绩
,

全国绝大多数人

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
,

正在向小康 目标 前进
。

但是
.

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

时
,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

如通货膨胀
,

国民经济整体效益不高
,

就业压力大
,

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

地区发展差距扩大
,

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悬殊
,

腐败现象有所滋长
,

等等
。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

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
九五

”

计划和 2 0 1。 年远

景 目标的建议 》中
,

提 出了今后 15 年的主要奋斗目标
、

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
。

社会发展的主要

任务是
:

控制人 口增长
,

提高生活质量
,

妥善解决城乡就业问题
,

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关系
,

建立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

加强环境
、

生态和资源的保护
。

我们正在满怀信心地沿着建设有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

努力实现国民经济持续
、

快速
、

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

这次大会的内容涉及到社会发展的广阔领域
,

也是亚洲各国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 的

共同性的问题
。

我希望通过这次会议的研讨和交流能够对亚洲社会学和亚洲社会事业的发展

做出积极的贡献
。

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

并祝愿各国朋友在中国度过愉快的时光
。

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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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前 院 长
马 洪教授

女士们
,

先生们

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

这是亚洲社会学界的一件盛事
,

我谨表示最诚挚的祝

贺
,

对远道而来的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社会学家表示亲切的问候
。

目前
,

正值新旧世纪交替之际
,

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

亚洲地区更以持续
、

高

速
、

稳定的经济增长
,

而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
。

亚洲的经济如何能够在不同于西方的社会

文化环境 中获得高速增长
,

这不尽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
,

也是社会学家所面临的重大课

题
。

众所周知
,

中国 自 1 9 7 8 年改革开放以来
,

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

的成就
,

在经济方面
,

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9
.

7%
,

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
,

正在从传统的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

在社会发展方面
,

人民群众的生活

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
,

到 2 0 0 0 年可望基本达到小康标准
:

城市化速度加快
,

广大农村地区也正

在出现新的面貌
;
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

,

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

成就
。

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
,

制订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发展 目

标
,

为下个世纪初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描绘了宏伟的蓝图
,

并且总结了中国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丰富经验
,

江泽民总书记将之概括为 12 大关系
,

这也是现时代中国的经济学和社会学

学科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

改革开放 以来
,

中国社会学紧密联 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

发扬深入实

际
、

调查研究的优 良学风
,

开展了对城镇建设
、

农村改革
、

家庭结构
、

社会分化
、

收入差距
、

区域

格局等重大课题的研究
,

取得了很多有益的成果
,

对于政府决策起到了积极作用
。

这次大会有亚洲 1 5 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学家参加
,

这是亚洲各国社会学家相互交流的极

好机会
。

相信通过这次大会
,

不仅 中国的社会学家
,

而且亚洲各国的社会学家
,

都会从探讨亚洲

各国的经济
、

社会发展经验中获得巨大的收益
,

推动对亚洲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
。

为此
,

我衷心

祝愿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圆满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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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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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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社会学会前任会长 罗斯德教授

卜席先生
,

女士们
,

先生们
:

首先我以以色列社会学会的名义并代表到会的以色列社会学家对本届大会向我们发出的

邀请表示感谢
。

此次是我们第一次参加亚洲社会学家的大会
,

我们期待着未来在我们彼此之间

的紧密联系与合作
。

此外
,

我还要对中国社会学会表示特别的感谢
,

因为参加这次大会也为我

们第
一 次提供 了机会

,

从而可以看到这个伟大的国家
、

她悠久的历史
、

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

口
,

而且也是第一次有机会了解到这个国家的经济进步和发展
,

尤其是引入社会主 义市场机制

之后的巨大经济成就以及同时由于这种经济发展所引起的新的社会问题
。

由此看来
,

对涉及经

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本届大会主题的考虑是非常中肯的
。

也许应该更具体地说
,

如何将经济的

高速发展 与社会公正及平等结合在一起
,

以及如何将 21 世纪的技术和传媒的发展与保存社区

和传统特色相结 合
,

这些问题将不仅是对中国社会的挑战
,

而且也是对亚洲乃至全世 界的考

验
。

来自以色列的社会学代表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中
,

因为以色列是一个远在西亚的小国
,

她的建立 只有 48 年的时间
。

然而她也有着四千年的古老文化
。

以色列人在被迫遭受两千年的

流离失所之后
,

出于对家园的渴望而重建了自己的国家
。

回到 自己的家园之后
,

以色列人的目

标是建立一 个新型社会
。

在过去几十年中
,

通过像基布兹 k( ib bu t z )和莫夏夫 ( m o s h a v) 那种形

式的合作与平等
,

以色列的新的社会形式得到了发展
。

当前
,

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是
,

如何在
-

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保持这种社会形式
。

我们希望和平的进程能够为保存这种经济发展与

社会公正相结 合的形式创造更好的条件
。

我们也希望和平的进程将会有助于我们与其它亚洲

国家
,

特别是与亚洲社会学家的关系的发展
。

过 去
,

亚洲是诸 如马克斯
·

韦伯
、

卡尔
·

马克 思这样的欧洲社会学家的研究领域
,

现在是

亚洲社会学家拥有亚洲社会学的时候了
。

我们希望本届大会将揭开我们未来继续合作的序幕
。

谢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