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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
、

各位代表
、

各位来宾
:

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
,

经过一年的筹备
,

中国社会学

会 19 9 4年年会今天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召开
。

我代表中国社会学会
,

向支持关心这次年会的上海

市和浦东新区的各级领导
,

向民政部的领导
,

向精心筹备年 会的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和浦东新区

社会发展局表示衷心的感谢 ! 向与会代表并通过各位代表向全国社会学界的同仁致 以亲切的

问候 !

这次年会在上海浦东新 区召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1 9 9。年作出

开放开发浦东的战略决策
,

要求以浦东的开放开发促进整个上海的改革开放
,

在 90 年代将上海

建设成为国际经济
、

金融
、

贸易中心
;还要求上海在经济建设方面发挥龙头作用

,

带动长江流域

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
。

三年多来
,

上海
,

特别是浦东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
。

当我们踏上浦东这片

热土
,

便亲 身感受到这里一派勃勃生机
。

我们开会的现场
,

就在象征着浦东高速开发和建设的

东方 明珠电视塔下
,

陆家嘴金融区
、

金桥出 口加工区
、

外高桥保税区等为全国所熟悉的开发区
,

距我们近在咫尺
,

享誉全国和世界的南浦大桥
、

杨浦大桥巍然座落在浦江之上
。

这一切都说明
,

上海人民正在把党中央
、

邓小平同志对上海的希望逐步变为现实
。

今年
,

恰逢上海三年大变样

的一年
。

这次重要的年会
,

全国社会学界汇聚浦东
,

既是向上海学习的一次难得的机会
,

又能和

上海人民共享丰收的欢乐
。

浦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

我们社会学界同仁
,

要充分利用这次

年会的机会
,

深入浦东新区
,

认真参观访问
,

进一步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

把社会学学科推上

一个新的阶段
,

更好地为党的
“
一个中心

、

两个基本点
”
的基本路线服务

,

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事业服务
。

各位代表
,

今年年会的主题是
“

社会保障与社会发展
” 。

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都十分强

调
,

在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
,

必须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

这就说明
,

社

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

如果说
,

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

力的话
,

那么
,

社会保障制度便是社会发展的稳定机制
。

只有动力机制和稳定机制相互协调
、

相

互促进
,

才能保证社会更加稳定协调地发展
。

这样看来
,

我们将
“

健全社会保障
,

促进社 会发展
”

作为本次年会的主题
,

正体现了我们认真地贯彻党对社会科学的要求
,

正体现 了社会学要为我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的宗 旨
,

同时也说明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是循着这样一条

明确的方向和健康的道路前进的
。

同志们
,

上海浦东新区和全国其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走在前列的地区一样
,

在这方面已经

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

我们需要在这次年会上
,

认真地加以总结和交流
。

可喜的是
,

全国社会学界

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为这次年会提供了大量研究报告和论文
,

筹备组先后共收到 1 70 篇
。

围绕
“

社会保障与社会发展
”

这个主题
,

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

这些研究报告和

论文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

就是从我国国情出发
,

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
,

既有理论意 义
,

也有实际

意义
。

论文的作者既有社 会学界老一辈的专家
、

学者
,

更有大批中
、

青年学者
;还 有经济学

、

哲



学
、

医学等方面的学者
。

特别可喜的是
,

许多研究报告和论文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主动

相互结合
,

共同完成的
,

这就有力地推动了研究工作的深化
,

提高了研究的水平和实效
,

同时也

为社会学学科建设开创了新的局面
。

我们要从实际出发
,

一方面认真总结中国社会学重建 15 年

来的经验
,

并探索和继承中国历史文化有益的传统
; 另一方面还要借鉴国外的有益的经验

,

袍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

各位代表
,

中国社会学会两位名誉会长费孝通教授和雷洁琼教授十分关心我们这次年会
,

亲自听取了筹备组关于年会工作的汇报
,

殷切期望我们这次年会开出新的水平
。

费孝通教授虽

然不能亲临大会
,

但特为大会写来祝词
。

雷洁琼教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请假专程来参加年会
,

这对我们开好年会
、

建设好社会学学科是巨大的鼓舞
。

王康教授因病不能到会
,

也托陈道顾问

带来祝贺
。

我们一定不辜负费老
、

雷老以及其他老一辈社会学家的期望
,

把这次年会开好
。

本世纪末的 90 年代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
,

我国国民总产值将再翻一番
,

人民生

活达到小康水平
,

这是举世瞩 目的大事
,

也是我国社会学发展的关键时期
,

我国社会学学科建

设要进一步完善起来
,

为改革开放
、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

献
。

让我们趁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
,

社会学界老中青团结一致
,

把这次年会开得圆满成功 !

谢谢大家 !

奋

袁 方

19 9 4年 5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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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成立

武汉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成立于 1 9 9 3年 12 月
,

现在开始运作
。

该中心的宗旨为
:

发挥综合大

学优势
,

多学科
、

多视角
、

多层面开展妇女理论研究
;
致力于新时代女性 文化建设

,

促进女性及

全社会观念变革
;
加强国内和国际学术交流及研究课题的合作

。

研究课题为
: 1

.

当代中国女大

学生 (含女研究生 )价值观研究
; 2

.

中国女性性生活研究
; 3

.

在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女性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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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骚扰研究
; 4

.

中国女性宗教信仰研究
; 5

.

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
; 6

.

中国妇女权益保障研究
;

7
.

职业女性双重角色研究
; 8

.

文学艺术中女性形象研究
; 9

.

中国历史上女性人才研究
; 10

.

中国

女性参政现状研究
; 1 1

.

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研究
; 1 2

.

中国女性观念变革研究
; 1 3

.

少儿女性智力

开发研究
; 1 4

.

中国独身女性群体研究
。

中心负责人为罗萍教授
。

联系地址
: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内
,

邮编 4 3 0 0 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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