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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理事会产生于 18 92年
,

迄今 已经八年
。

在上级领导和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
、

雷洁琼教授的关怀下
,

经社会学界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
,

使我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得到了迅

速发展
,

使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面貌
。

在邓小平同志 1 97 9年关于社会学
“
要赶快补课

”
讲话精神的指引下

,

我国的社会学事业

产生了新的生机
。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
,

社会 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

会科学学科
,

它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它为党和政府决策部门直接提供服务和依据的功

能
,
已 日益显示出来

,

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

本届理事会紧紧围绕这个中心
,

在各地同志

的大力支持下
,

在团结学界
,

培养人才
,

普及社会学知识
,

推动学科建设
,

开展国内
、

国际

学术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

1
.

协助各地有关部门
,

积极开展社会学研究
、

教学和实际工作者队伍的建设
。

培养人材

是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
。

重建前期
,

从办讲习班等各种形式入手培训人材
。

1 9 8 2年以

来
,

学会仍然把它列为重点工作
。

1 9 8 3年 1 月
,

学会与国家教委合作
,

委托上海大学社会学

系又一次举办社会学讲习班
。

参加讲习班的学员来自20 个省
、

市
、

自治区
,

共计 1 01 人
,

历

时 4 0天
。

这次讲习班的特点是
:

采用本国教材
,

主要由国内教师授课
。

此外
,

还对各大学和

地方研究机构建所
、

建系继续给予必要的合作和支持
。

至 目前为止
,

全国已有 22 个省
、

市
、

自治区建立了社会学会
;

22 个省
、

市
、

自治区的社会科学院建立了社会 学研究所
, 12 所大学

设立了社会学系
、

所或专业
。

据不完全统计
,

目前全国在科研
、

教学等战线上的专业社会学

工作者 己达 1 2 0。人
,

在校博士
、

硕士和研究生班学生 16 0人
,

本科生 9 00 人
,

这支相当可观的

队伍
,

正在各条战线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

2
.

参与制订并协调全国
“
六五

” 、 “ 七五 ”
社会学学科规划

。

自1 9 8 2年以来
,

先后召

开 了多次不同层次的规划座谈会
,

广泛征求意见
,

供有关部门参考 ; 并积极参与了社会学学

科发展规划的制订
,

确立了一批重点项目
,

组织动员社会学界群策群力
,

协力攻关
。

3
.

协助有关部门开展理论研究和社会调查
。

几年来
,

学会贯彻理论联系实际
、

学科建

设和社会服务相结合的原则
,

大力支持和组织人力进行理论研究和社会调查
。

学会的几位领

导亲自承担国家重点项目研究
,

负责的
“
六五

” 、 “
七五

”

国家重点项目选题
,

都是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间题
,

如
: 《小城镇与新型城乡关系研究》

、

《中国人 口

问题研究 》
、

《五城市家庭与婚姻研究 》
、

《农村家庭功能的变化及其对社会发展影响的研

究 》 ,

等等
,

使开展社会调查
、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认识中国社会成为我们社会 学 的 一

种主要趋势
,

也发表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科研成果
。

学会还为我国第一部 《社会学概论 》 的编

写
、

修改
、

出版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

4
.

开发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
。

几年来
,

学会参与举办了各种规模的学术研讨会
、

报告会
,

并先后接待了来自美国
、

日本
、

英国
、

联邦德国
、

匈牙利
、

南斯拉夫及台
、

港地区



的数百名社会学者
。

学会还参与组织了两次
“ 现代化与中国文化

” 国际研讨会
,

在香港同台

湾同行进行了学术交流
。

这些活动沟通了我国学者和国外及港台同行的学术交往
,

打开了我国

学者的眼界
。

1 9 8 9年以来
,

为了加强北京地区社会学界的交流
,

深入探讨改革开放和治理整顿

中的重大问题
,

学会与北京市社会学会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

中

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举办了
“

社会学月谈会
” ,

至今 已举办了五次
,

就中国农村 的经济形势

和社会问题
、

中国农村的人 口问题
、

劳动就业问题
、

中国现阶段的阶级
、

阶层问题组织了座谈
。

5
.

普及社会学知识
。

1 9 8 1年 1 月
,

学会与北京社会学会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等联合创办了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
。

函大先后招生两期
,

累计培训学员 4

万人
,

在普及社会学知识和扩大社会学影响方面
,

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

6
.

积极推动和促进各地学会的工作
。

为支持各地开展社会学学科的建设
,

学会领 导费

孝通
、

罗青
、

陈道等不顾年迈
,

四处奔走
,

对各地社会学研究
、

教学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建立

发展
,

都 曾给予可贵的指导和支持
。

学会的内部刊物 《社会学通讯》 对沟通信息
,

加强交流
,

也起了 良好的作用
。

19 8 6年召开的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和 1 9 8 8年 “ 伊春会议
”
期间举行的

学会工作会议
,

曾分别讨论了学会工作
。

这两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针
,

为社会学界的团结打下了基础
。

去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地区发生的政治风波
,

进一步表明了我国社会学要研究的主要课题
,

这就是要深入研究我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

探讨社会协调发展的可能性和内在机制
,

使我国

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
,

为努力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作出自己的贡献
。

在这个总的前提下
,

我们中国社会学会应当更加积极地发挥自己 的作用
。

在科研工作的

组织与协调方面
,

继续执行学会章程规定的办会方针
,

抓紧社会学教学和科研队伍的建设
,

加强学术交流和对外往来 ; 要大力发展类似北京
“ 社会学月谈会

”
形式的活动

,

使学术成果

得到及时的沟通 ; 学会要继续以宏观指导为主要方式
,

大量的活动应放在基层
,

各地社会学

会的活动是全国学会活动的必要基础
,

应予以大力开展
。

总之
,

国家和社会需要稳定
,

社会学界需要团结
。

这是今后学会开展工作的基本着眼点
。

“八五
”

期 间社会学学科发展

的 儿点设想 (摘要 )

陆 学 艺

第三届常务理事会分工我来讲一讲 t’/ 又五 ” 学科发展规划的设想
。

我综合大家的意见
,

今天提出这个设想
,

抛砖引玉
,

供大家讨论参考
,

并希望大家进一

步提出意见
,

我们将根据大家的建议进一步修改
,

形成 “ 八五 ”
学科发展的规划

,

作为我们

社会学同行们今后工作的目标
。

在今后的五年
,

我们要在前十年工作的基础上
,

在老一辈社会学家工作的基础上
,

在总

结十一年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

做好 以下几项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