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文华的讲话 (摘 要)

这次学术研讨会是社会学在我国重建后 1 0年来的一次重要的盛会
,

我们十分 欣 喜 地 得

知
,

这次会议研讨的主题是
:

探讨社会主义初段阶级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理论和实践问题
,

这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厉史意义的大课题
。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这一科学论断
,

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指导理论基础
。

我们实际工作者在实践中深切感到
,

现在大的理论构想和框架已经有了
,

然而对这个阶段 的

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规律的把握
,

尚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

丰富和发展
。

这就为社

会科学理论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和要求
。

我们不但要研究我 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

而

且要研究它的政治
、

文化
、

社会和国际环境
。

在认识阶段的发展规律和推进现代 化 事 业 方

面
,

社会学是能够发挥重大的认识功能
、

决策功能和管理功能的
,

是可以而且可能大有作为

的
。

鉴于社会学的学科特点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的
,

所以
,

我们殷切地期望它发

挥这个学科特有的优势
。

目前
,

我们正处在世界大变革的时代
,

我国的改革进入 了 关 键 时

期
。

这个闯关攻关的客观实践 已经向社会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
,

要求作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

回答
。

比如
,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这样一些课题
:
在抓住生产力发展这个中心任务的同

时
,

如何使经济
、

政治
、

社会
、

文化
、

教育
、

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协调发展 ? 如何解决公平和

效益的关系间题 ?如何使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相互促进
、

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商品经济的充分

发展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但如 何克服商品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和

社会问题 ? 在改革深入发展的情况下
,

我国的阶级
、

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

如何准确地

把握和概括这种变化 ? 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是使 10 亿人生活得更好
,

那么我们如何指导

我国生活方式的变化? 等等
。

所有这些问题
,

我们都
一

切望社会学工作者凭借严谨的学风和锲

而不舍的精神
,

面向社会
、

面向现代化
,

投入到改革的浪潮中去
,

作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
,

不断地总结出新鲜经验
,

在重大理论上有所突破
,

有所发展
,
提出解决社会发展和社会间题

的途径
,

并且科学地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
,

寻求解决 问题的对策
。

正是 出于 这 样 的 期

望
,

我们希望并深信从事社会学工作的同志
,

一定会善于实事求是
,

一切从实际出发
,

从中

国国情出发
,

把基本理论研究和应用决策研究结合起来
,

把宏观指导性理论研究和微观社会

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

把吸收国外社会学优秀成果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遗产结合起来
,

创造新的
、

生机勃勃的社会学学科
,

从而为振兴 中华
,

建设 四化大业
,

做出更大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