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七九年三月
,

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
,

于北京召开 了中国社会学座谈会
。

胡乔木 同

志在会上作 了重要讲话
。

他指出
,

过去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
,

用非常粗暴的方法禁止它的

存在
、

发展
、

传播是错误的
。

现在
,

应该恢复社会学研究
。

要成立社会学研究会
、

社会学研

究所
,

大学设社会学系
,

招收大学生
、

研究生
,

培养人才
。

要借鉴国外社会学 研 究 成 果
,

特别是先进的方法
。

当时参加座谈会的同志经过酝酿
,

正式成立 了中国社会 学 研 究 会
。

从

此
,

我国的社会学研究和教学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

一九八二年五月
,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

在武汉召开年会
。

会议决定将这次年会作为社会学家代表会议
,

讨论修改了会章
,

将中国社

会学研究会改名为中国社会学会
。

会

议选出六十九名理事
。

第一届第一次

理事会推选费孝通为会长
。

田汝康
、

杜任之
、

陈道
、

李正文
、

罗青
、

林耀

华
、

雷洁琼 (女 ) 为副会长 (以姓氏

笔划为序 )
。

吴承毅为秘书长
。

聘请

于光远等二十四位知名的社会学老专

家为顾问
。

中国社会学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群众性的学术团体
。

其宗旨是

广泛团结社会学教学
、

科研和社会实

际工作者
,

以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
,

密切联系我 国实际
,

开展社

会学研究
,

为建设有中国特点的马克

思主义的社会学
,

为我国社会主义四

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

学会主要接受各

省
、

市
、

自治区社会学会
、

有关研究

单位
、

学术团体为团体会员
。

组织协

调各团体会员之间的分工协作 ; 开展

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
;
推动和协助有

关部门
、

团体开展社会调查研究 ; 发

现
、

培养人才 , 普及社会学知识 ; 出

版书刊
,
交流学术资料 ; 组织和参加

国际学术活动
。

几年来
,

学会主要做 了以下一些

工作
:

(一 ) 创建地方社会学会
。

到 目

前为止
,

上海
、

天津
、

北京
、

江苏
、

安徽
、

山东
、

湖北
、

四川
、

云南
、

贵

州
、

甘肃
、

黑龙江
、

吉林
、

辽宁
、

内

蒙古 自治区等十五个省
、

市
、

自治区

已建立 了社会学会
。

此外
,

重庆
、

广

州
、

武汉
、

福州
、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等地也成立了社会学会
。

(二 ) 培养人才
。

采取了多种形

式
,

如办讲习班
,

举办社会学讲座
,

协同有关院校筹建社会学系或社会学

专业
,

与有关院校或业务单位合作开

中国会社学会介简

设社会学课程等
,

培养 了一批从事社会学教研工作的人员和从事社会学组织建设的骨干
。

(三 ) 开展调查研究
。

几年来协同各地的会
、

所
、

系及有关部门和个人建立了一批调查

基地
。

围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间题
,

陆续进行了一些社会调

查与研究工作
,

其中包括全国社会学
“
六

·

五
”
规划重点研究项目的开展

。

协助教育部组织

编写 《社会学概论 》 等社会学教材
。

组织出版了一批社会学书刊
。

除社会学新著外 (包括 国

外社会学译著 )
,

重刊了部分社会学的旧著
。

一九八二年开始出版会刊 《社会学通讯 》 (一九

八五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合办易名为 《社会调查与研究 》 )
。

组织 了学术讨论

会
、

座谈会
、

报告会 以及讲学
、

进修
、

考察等学术交流
。

(丁 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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