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学艺的开幕词 ( 摘 要 )

这次学术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

、

研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学的任务 ;二
、

总结
、

交流
、

佃顾社会学重建 9年来的成就和展望今后的任务
;三

、

会议期间
,

社会学学会系统
、

社会学

研究所系统
、

教委社会学系所系统分别开工作会议
。

中国社会学从 1 9 7 9年春开始重建
。

在党中央和 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
,

在老一辈社

会学家的精心指导和身体力行地带动下
,

经过社会学界同行们的努力奋斗
,

九年来
,

社会学

蓬勃发展
。

在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等方面都有了很大进展
。

社会学工作者深入实际
,

运用社

会学理论和方法
,

对许多社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

提出了解决间题的理论和对策
。

显示出社

会学为社会建设服务的作用
,

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
。

可以讲
,

社会学已经开创了一

个好局面
,

为今后进一步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

实践证明
,

重建社会学时提出来的
“ 以马

列主义为指导
,

结合中国实际
,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

。

这一方针仍将

是社会学今后发展的指导原则
。

据最近统计
,

全国已有 35 个省和大 中城市成立 了社会学学会
,

大多数的省市社会科学院

都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或社会学研究室等专业机构
。

全国已有 12 所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或社

会学专业
,

有将近 50 %的高校设立了社会学教研室
,

给文
、

理
、

工科的大学生
、

研究生开设

社会学概论课
。

现在全国有 1 0 0 0多名社会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
,

其中有近 2 00 名正
、

副研究员或正
、

副教授
。 1 9 8 7年底

,

全国在校的社会学专业本科生为 91 6人
,

另外还有近 20 。

名研究生在攻读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

1 9 7 9年到 1 9 8 7年
,

全国共出版社会学书籍 4 00 多种
,

社会学或 以社会学为主的丛书 1 0种
, 1 9 8 7年全国公开定期出版的社会学杂志有 6 种

,

不定期

出版的有 10 多种
。

现在报考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越来越多
,

社会学书刊成为畅销读

物
。

中央和各省市 自治区的党政部门陆续建立了主管社会发展
、

社会间题研究的机构
,

把社

会发展
、

社会进步和解决社会问题列入议事 日程
。 “

六
·

五 ”
期间

,

列入国家社会科学规划

的 3 项社会学专业重点课题已经完成
,

得到了社会的欢迎和好评
。

例如由费孝通教授主持的

小城镇研究
,

受到中央领 导同志的称赞
,

在实践中起到很好 的作用
。

从 1 9 8 6年开始
,

有 13 项

社会学专业的研究课题被列入
“ 七

·

五 ”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
,

目前正在进行之中
,

有的已取

得初步成果
。

几年来
,

我国社会学工作者深入实际
,

参与社会变革
,

组织专题研究
,

以及社

会学墓础理论和方法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

研究成果的质量明显提高
。

更加值得一

提的是近年来
,

社会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
,

社会学同其他学科研究相结合
,

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同实际工作部门的政策研究相结合
,

产生很好效果
。

这表明
,

我国社会学

这门学科正在健康发展
,

社会学的影响正遍及社会各个领域
,

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正在引入决

策过程
,

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积极作用
。

当然
,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处于伟大变革中的大国来讲
,

国家和社会对社会学的期望和要
.

求是很高的
。

我们的社会学重建还只 9 年
,

无论社会学工作者队伍的数量和质量
,

以及社会



学学科本身的成熟程度
,

都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
。

目前
,

我们处于变革时代
。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

改革和发

展成为时代的主题
。

改革需要社会学
,

发展也需要社会学
,

社会的需要是社会学发展的原动

力
,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也必将在参与实现这场伟大变革的过程中发展和成熟起来
。

改革

本身就是一场革命
。

随着改革的一步步深入
,

我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将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

我

们将从自然经济
、

半 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的国家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
,

将从农业人

口 占多数的
、

以手工业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社会逐步变为非农业人 口 占多数的现代社会
。

随着

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的发展
,

整个社会的政治
、

思想
、

文化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都会发生深

刻的变化
。

在这样一个大变革过程中
,

十亿人民各个阶层
,

如何都能适应潮流
,

各得其所
,

各展所长
,

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
,

有一个安定团结的 良好政治
、

社会环境
。

这是经济改革
,

经济发展的需要
,

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

目前
,

我们 国家的政治
、

经济形势是很好的
,

社会

形势也是好的
。

但是有一些地区
,

有一些部门和同志
,

他们把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作为

唯一的目标
,

单纯追求经济产值的增长
,

单纯追求经济的发展
,

而忽略了社会的进步和社会

问题的综合治理
。

现在有些地区
,

经济指标是上去了
,

但社会没有同时进步
,

社 会 管 理 很

差
,

社会问题成堆
,

社会秩序颇乱
,

社会环境不甚安定
,

群众的生活质量没有相应提高
。

这

显然不符合我们的理想和 目标
,

而且也必然影响经济本身的健康发展
。

国际上不少发达国家

的发展历史表明
, “

富裕并不等于幸福
”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中期规划 曾指出
: “

经

济增长只是发展的一个方面
,

尽管是一个基本方面
,

它提供物质福利所必需的产品和劳务手

段
。

但是为了满足每一个人的物质和精神愿望及其创造能力的进一步发展
,

发展应包罗生活

的一切方面
。 ”

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全面的
,

不仅是生产
、

收入和消费本身
,

而且还有社会的

进步
,

人与人
、

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
,

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
,

应该是经济社会的协调发

展
,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
。

在这场伟大变革的过程中
,

我们社会学工作者应该投身到变革中去
,

社会学家的活动场

所应该是社会舞台
,

在实际生活中可 以观察到社会变革的各种过程
。

深入实际
,

调查研究
,

探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变迁和各种社会间题
,

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
。 “

从总体上

研究社会
” ,

分析这些社会问题
,

要站得高一些
,

看得远一些
,

想得深一些
,

提出社会发展

的预测和 目标
,

提出解决这些社会间题的方针和对策
。

社会学应该参与社会变革
,

以社会学

学科独具的特色不断开拓研究领域
。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使社会学本身在理论与实践上有

重大突破
。

目前
,

社会学的一个重大任务
,

是要着重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要
,

各种社

会问题必须及早预防和综合治理
,

使人们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

观念
,

促进经济
、

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良性运行
。

中国的社会学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
,

中国的经济
、

社会发展出现了 历 史 性 转

折
,

全面改革和发展需要社会科学繁荣的历史背景下
,

由中央丰要负责同志提出要重建和补

课的
。

社会学这门学科一登上社会舞台就参与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调查与研究
,

如小城镇
-

问题
,

城乡关系
,

家庭婚姻
,

人 口控制
,

青少年犯罪问题
,

社会结构
,

社会分层
,

社会心理
,

社会发展
,

生活方式
,

老龄问题
,

边区开发问题等等
。

这些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
,

为国家和

各级政府的决策提供
一

了依据和参考
。

联系实际
,

进行应用研究
,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这是

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

也是社会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源泉
。

今后这种应用研究范围还将扩大
,

方法要进一步完普
,

内容要进一步深化
,

水平要进一步提高
。

作为一门学科
,

她成熟的标志



有两个
,

一是要有一支训练有素
,

具有相当数量的专业队伍 , 二是要有本学科的基本理论
。

几年来
,

社会学工作者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

学科的任务
,

社会学同历史唯物主义
、

科学社

会主义的关系
,

社会结构
,

社会运行规律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和

研究
,

促进了本学科的理论建设
。

但是
,

这还是很不够的
。

今后
,

我们在加强应用研究的同

时
,

要更加重视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建设
,

通过各方面的努力
,

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学理论体系
。

二次大战 以后
,

国外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有了很大发展
,

特别是由于计算机的

广泛运用
,

数理统计方法的运用
,

使许多社会现象可 以量化
、

变成可 以操作的研究对象
,

使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

恰在这个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发展的关键时期
,

我国的

社会学研究中断了
。

几年来
,

我们在社会调查 中
,

也引进 了问卷
、

抽样
、

统计
、

运算等调查方法
,

有 了一定的进展
。

但是在这方面
,

正如有的同志所言
,

我们还只是学到了一些皮毛的东西
。

间

题是两个方面
,

一是要把这些方法的精华学到手
,

二是有些要经过改造
,

使之适应我国社会的

国情
。

所 以
,

今后
,

我们在加强社会学基础理论建设的同时
,

也要加强社会学方法的研究
。

9 年来
,

我们已建立了一支社会学科研和教学的专业队伍
。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 10 亿人口

的大国
,

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
,

都还不能适应社会改革和发展的要求
。

随着我国整个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
,

社会学和社会工作者的队伍应该有一个大的发展
。

科研和教学水平要进一步提

高
。

目前
,

还有一个突出问题
,

社会学发展很不平衡
,

表现在地区之间
,

学科之间的发展都

是如此
。

有几个边疆省区还未成立社会学学会和社会学所
,

在东北
、

西北
、

西南三大区还没

有一所设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的高等学校
。

这对于这些省区社会学的研究工作的开展和专

业队伍的形成
、

提高是很不利的
。

希望这些地区能积极创造条件
,

尽早把社会学学会
,

社会

学所
,

社会学系建立起来
。

社会学是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
,

分支学科很多
。

目前有些分支学

科已经有一定发展
,

但有些主干分支学科还亚待开发
,

如发展社会学
,

经济社会学
,

社会心

理学和农村社会学等
。

中国是一个 10 亿人 口
、

8 亿农民的国家
。

农村的发展与整个国家发展

的命运息息相关
,

为世界所瞩 目
。

农村改革以后
,

农村发生 了历史性的变化
,

但 目前在有些

农村
,

经济发展 了
,

社会问题突出了
。

农村第二步改革正在展开
,

整个农村的经济社会如何

协调发展
,

是迫切需要研究的大课题
。

希望有更多的
、

有志于中国农村事业的同志能投入到

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去
。

我们研究所新近成立了农村社会学研究室
,

希望得到各地的支持和协

助
。

在队伍建设 中
,

团结协作是极其重要的
。

团结协作
,

使我们的社会学重建和发展取得 了

成功
。

今后
,

我们更要大力提倡团结协作
,

首先要强调专业队伍内部的合作
。

无 论 是 老 专

家
、

老同志
,

还是 中年骨干
、

青年同志
,

都各有所长
,

要取长补短
,

友爱合作
,

要兼容并包
,

要搞五湖四海
。

另外
,

还要搞好社会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合作
,

搞好专业队伍与 非 专 业 队

伍
、

科研教学人员和党群
、

民政部门
、

政府调研部门
、

统计部门之间的合作
,

实行跨学科
、

跨部门
、

跨地区的大联合
,

形成一支浩荡的大军
,

进行社会学研究
,

促进社会学繁荣
,

为我

们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大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学术交流
,

对社会学重建 9 年来的回顾与展望
,

总结交 流 学术 成

果
,

推选若干篇优秀学术论文
,

参加今年年底党中央指示召开的纪念三 中全会 10 周年理论讨

论会
,

并为明年社会学重建 10 年纪念会作准备
。

我们希望在这次讨论会上
,

总结
、

交流
、

组

织社会学调查研究和科学研究工作的经验
,

沟通社会学界的联系
,

广泛开展协作
,

创造一种

健康
、

活拨的学术气氛
,

以推动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建设
。

我们衷心祝愿这次盛会开成一次团结的大会
,

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大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