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的研究选题倾向分析

周 贵 华

中国社会 学在中断了7 2年之后
,

于 1 9 7 9年重新恢复
,

十年来其发展状况如何
,

一直是 人

们所关心的问题
。

本文试图通过对科研选题的分析
,

透视中国社会学重建后的发展特点
。

(一 ) 社会学文献的倾向

对科学文献的分析
,

主要是通过收录 《全国报刊索引》 中的社会学文章及儿年来出版的
一

传籍进行统计分析
,

从巾把握社会学界的科研选题倾向及其特征
。

统计结果见表 l 和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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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论
”

文章主要包括学科对象
、

学科地位
、

意义
、

体系等方面
。

表 1 向我们明确地显示了社会学重建以来文章发表的总体状况
。

这种状况
一

六现出如 l
犷儿

个特点
:

第一
,

论题集中
,

有几类文章的比例较高
。

如
, “ 家庭

” 类 文 章 占 文 章 总 数 的

1 3
.

7 %
,

为各类文章之首
, “
生活方式

”
占1 0

.

7 %
, “ 总论 ” 文章占刃

.

97 %
。

第二
.

,

如果把
“
社会问题

” 列为 一 大类
,

其它另列一类
,

则可看到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个 特 点
: “

社 会 问

题
”
类文章占文章总数的 4 4

.

2 %
,

这类文章大多涉及微观的
、

应用性的间题
,

这说明社会学粉

眼于杜会问题及旅用性的选题的比重较大
。

但是
,

强调实际间题的研究并不等于实证研究
,

而 “ 总论
”

文章比例较大
,

依笔者所 见
,

说明社会学界对这类问题表现出较大兴趣
,

投入了

较大力量
,

这多少表明社会学研究存在某种程度的思辩
。

这可称为第三个待点
。

第四
,

与上

面几点相联系
,

对某些问题的研究有所忽视
。

如
“
分支社会学研究

”
文章其比例仅占8

.

9 %
。 “

社

1 0



会结构与分层 ,,
、 “

社会管理
、

政策
、

指标体系” 等类重要问题的文章比例分别 为 2
.

2%
、

3
.

8 %
,

如果考虑到 目前改革对这些问题研究的需要
,

改革引起社会结构等发生深刻变化
,

需

要对此加以研究
,

这种比例所显示出来的忽视态度是明显的
。

与
“
家庭

” 、 “
生活方式

” 、

“ 总论 ”
等文章的比例相比

,

这类问题的研究投入力量显得很小
。

第五
,

译文比例相当高
,

占文章总数的 3 3
.

7%
,

说明社会学重建后
,

投入了较大的力量进行引进
、

吸收
。

若对译文按

类统计
,

首先比例较高的有
“ 理论

、

历史
” ( 5 6

.

7 % )
、 “

分支社会学
” ( 5 5

.

3 % )
、 “

城

乡
、

社区
” ( 5 0

.

9 % )
、 “

社会管理
、

政策
、

指标体系
” ( 4 4

.

9 % )
、 “

社会结构与分层
”

(4 4
.

6 % )
,

而 “
社会问题

”
类只 占2 6

.

1 %
。

这表明
,

译文中比例高的文章多属理论性强
、

难度较大或较敏感的问题
。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

我认为主要有两点
:

一是国内有关研究理

论基础薄弱
,

需要较多地借鉴国外的有关理论
,
这类问题难度大

、

敏感性强
,

研究人员涉足

谨慎
。

其次
,

从每类译文与总译文的所 占比例看 (见表 1 )
,

较高的有
: “ 总论 ” ( 1 2

.

5% )
、

“ 分支社会学
” ( 14

.

6 % )
、 “

理论
、

历史
”

( 8
.

8 % )
、 “

家庭
” ( 1 1

.

7 % )
、 “

生 活 方

式 ” (6
.

6 % )
, “

青年
”
与

“ 老年
” (共占6

.

1 % )
, “

社会问题
”
类共计为 3 4

.

1 %
。

译文

的这种分布状况又意味着什么 ? 除了
“
理论

、

历史
” 、 “

分支社会学
”
与上面说到的原因有

关以外
, “

总论
” 、 “

社会间题
”
类译文多

,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科研缺乏规划
,

没有根据学

科建设及社会需要把重要间题的文章翻译出来
,

涉及难度大
、

敏感性的问题少
。

由此表明
,

社会学研究对某些孟大的问题有所忽视
,

而偏盆于微观的
、

应用性的社会实际问题
。

让我们再看看书籍出版的情况 (见表 2 )
。

它与文章表现出了类似的现状
。

第一
,

选题

也比较集中
, “

婚姻家庭
” 比例高达 2 7

.

3%
, “

社会学介绍
、

概论
”
书占 6

.

7 %
, “

社 会 分

析
”
占9

。

1 %
, “
青年

、

老年
”
占6

。
7 %

。

第二
,

偏重于应用性
、

普及性 读 物
,

象
“
社 会 分

析
” 、 “

婚姻家庭
” 、 “

人际关系
、

公共关系
” (比例为 4

.

1 % ) 所占比例较大
。

第三
, “
理

论
、

历史
” 、 “

分支社会学
” 方面的书籍出版不多

,

前者只 占1
.

7 %
,

后者除文化社会 学 类

稍稍多以外
,

其他很少涉及 , 同时对
“
社会结构

” ( 3 种 )
、 “

社会理论政策
” ( 3 种 ) 等

也涉及较少 (由于书数少
,

列入了
“
其他

”
类 )

。

这表明对重大问题
、

难度大的书籍出版较

少
,

共 1 47 种
,

占总数的 3 5
.

3 %
。

我们同样可从两个角度来看
。

首先
,

把每类书籍译著 与 该

类书籍数比例计算出来 (见表 2 )
, “

理论
、

历史
” 、 “

方法
” 、 “ 国 外 社 会 学

” 、 “ 发

展
、

现代化
”
等比例较高

,

这里除
“ 国外社会学

”
本身主要靠译介以外

,

其他类的译著比例

高
,

这表明些难度大的书籍主要还靠译介
,

国内尚未有自己的成果
。

其次
,

我们从另一个角

度看
,

一

以每类译著与总译著的比例
, “

社会分析
” 、 “

婚姻
、

家庭
” 、 “

社会心理学
”
等所

占比例较高
,

分别为 1 1
.

64 %
、

12
.

32 %
、

6
、 .

2 %
。

可以看出
,

基础理论方面的译著较少
,

在

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翻译中对重要问题的忽视及缺乏协调的状况
。

上面
,

我们从总体分析了研究的一般倾向
,

而事实上
,

这几年的研究在不断 发 生 变 化

(见表 3 )
。

如总论的文章总体上 占文章总数的 1 0
.

97
「

%
,

但总的趋势是在逐年下降
,

84 年前

比例都在 n % 以上
,

此后的比例即降低至 10 % 以下
, “ 婚姻家庭

” 是稳中有变
,

而 “
生活方

式
”
则逐年增长

,

在 84 年以前只占 5 %左右
,

到 86 年上升为 21 %
。

一些难度大
、

较重要的问

题
,

如
“
社会管理

、

政策指标体系
” 、 “

社会变迁与发展
”
等

,

也在变化中增加
。

对上述这

种变化的原因及其意义
,

我们将在下面的分析中涉及到
。

(二 ) 社会界学的科研倾向

工
,

社会学研究人员的选题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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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是研究人员选题倾向的 有 关统 计
。

选 题 最 多 的有
“
婚姻

、

家 庭
” ( 22 人

,

占
1 3

.

1% )
、 “ 理论 ” (1 1

.

9 % )
、 “ 社会心理学

” (7
.

7 % )
。 “

青年
” 、 “ 老年 ”

分 别为

7
.

1 %
、

4
.

2 %
。

从总体上看
, “

社会问题
”
类的文章比例 仍 然很 高

,

占3 9
.

9 % (接近于文

献所反映的比例 )
,

同时
,

基础研究 (如方法
、

历史 ) 及较重要的
、

难度大的间题 (如社会

.

滚琴
.



管理
、

社会结构分层
、

变迁与发展等) 所占比例较小
。

这与文献所反映的科研倾向相似
。

但

是
,

这里我们也注意到与文献不同的一些差别
。

从表上看
,

选择
“
理论

” 、 “
城乡

” 、 “
社

区 ” 的较多
。

这里有两种情况
:
一是研究人员报告选题方向时所造成的统计困难

,

如国内习

惯把
“
社会学概论

”
包括进

“
理论

” ,

而在
“
城市间题

”
类中包括有老年

、

生活方式
、

家庭

等项 目
,

这些都增加了统计上的困难
。

二是研究人员作出选题以后与文献表现的 倾 向的差

异
,

反映了科研中要形成文献形式的成果受到某种因素的影响
。

表 4 研究人员选题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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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研究机构的选题倾向

我根据 《手册》 ①及所发的调查表
,

把部分社会学所 (室 )
、

院校的社会学系 (室 ) 的

研究方向 (重点 )
、

科研项目 (正在进行或已完成的项目 )进行了统计
,

结果见表 5和表 6
。

计 20

个地方社会学所 (室 )
,

即 : 北京
、

天津
、

内蒙古
、

辽宁
、

黑龙江
、

哈尔滨
、

上海
、

江苏
、

浙江
、

江西
、

湖北
、

武汉
、

湖南
、

陕西
、

甘肃
、

四川
、

重庆
、

安徽
、

河南
、

福建 , n 所高校

的社会学系 (室 )
:

北京大学
、

南开大学
、

中山大学
、

中国人民大学
、

山东大学
、

华中工学

院
、

北京经济学院
、

天津理工学院
、

复旦大学
、

华东师范大学
、

上海大学
。

这两个表从不同

角度表明
,

社会学的科研和教学机构
,

无论是 已确定的研究方向
,

还是已进行的项目
,

都偏

重于应用性
,

对与日常生活较接近的
“
社会间题

”
投入了较大的力量

,

从
“
社会间题

” 所 占

的比例上看
,

前者占3 2
.

8 7 %
,

后者占40
.

2% , 对一些难度大的或较敏感的间题仍注意较少
,

如
“
社会结构”

、 “
社会管理

” 、 “
社会发展

”
等

。

以上
,

我们力图通过所能收集到的资料
,

探讨社会学重建以来的科研倾向和特点
,

得到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合编
: 《 中国社会学研究机构人员名录手册 》

,

1985年打印本
。



衰 5研究方向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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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印象是
:

选题集中
,

偏重于应用
,

尤其是接近 日常生活的社会问题 ; 忽视基础性的
、

重要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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