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纪要

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 事扩大会议于一九八六年四月二
一

!
一

六 日至二十八 日在北京召开
。

出

席会议的有常务理事七人
:

会长费孝通
、

副会长雷洁琼
、

罗青
、

李正文
、

陈道
、

林耀华
; 秘

书长吴承毅; 副秘书长王志诚
、

宋家鼎; 地方学会的代表三十人
:

北京 (裴毓荪 )
、

上 海

(吴锋
、

邓伟志 )
、

天津 (苏驼 )
、

黑龙江 (田杰 )
、

吉林 (丁克全 )
、

辽宁 (赵子祥 )
、

内蒙 (李明启 )
、

山东 (彭立荣 )
、

江苏 (甄为民 )
、

安徽 (程毅川 )
、

广东 (何肇发 )
、

湖北 (卢振中
、

李振文 )
、

四川 (詹一之 )
、

云南 (朱赤平 )
、

重庆 (陶维全 )
、

甘肃 (毕

可生 ); 地方学会筹 备组代表
:

福建 (王步征 )
、

新疆 (苗建新 )
。

(贵州学会代表因未能

及时收到通知而缺席 )

费孝通会长主持了二十六日上午的会议
。

他提出这 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交流经验
,

讨论

“ 七五 ”
期间的工作设想和对于学会的学风

、

会风 以及组织机构进行改革的问题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同志应邀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

他对 中国社会学会几年来所坚持

的根本方针和所做的工作
,

给予了充分肯定
。

并对社会学研究发表了重要意见 (全文另发 )
。

费孝通同志 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并作了语重心长的发言 (全文另发 )
。

雷洁琼副会长作

卜重要发言
。

罗青
、

李正文
、

林耀华
、

陈道副会长分别主持了会议并发了言
。

代表们就胡绳同志和费孝通同志的讲话结合各地的工作情况展开了讨论
。

大家认为
,

我

国的社会学 自重建以来
,

经过全体社会学界的努力工作
,

取得了显著成绩
,

赢得了社会的重

视
。

七年来
,

学会工作所遵循的方针是正确的
。

在团结社会学界
、

推动学科建设
、

协助有关

部门开展社会调查研究
、

发现
、

培养人才
、

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和国际学术交流以及普

及社会学知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
。

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针
,

为社会

学界的团结和社会学研究打下了新的基础
。

会议指出
,

振兴经济
,

实现四化
,

是 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一切工作的中心
。

社会学研究

工作必须紧紧围绕这个中心
,

服务于这个中心
,

要继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

大力开展调查研

究
,

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合作
,

在全面改革中
,

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 设

中作出新的贡献
。

大家深切感 到社会学的发展还有赖于人才的培养
。

培养师资和科研骨干仍然是 目前学科

建设面临的迫切任务
。

加速学科建设和人才的涌现
,

必须进一步坚定不移地贯彻百家争鸣的

方针
,

为学术上的大胆探索
、

自由争鸣创造 良好的环境和气氛
。

为了更好地发挥学会的作用
,

学会要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
。

坚持自身的改革
,

同时为改

革
、

开放服务
。

中国社会学会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学术团体
,

是各地方学会的联合

体
,

是为学者服务的联络机构
。

要通过 自己切实的工作
,

增强团结
,

端正学风
,

搞好会风
,

推动学科的发展
。

关于学会的组织机构问题
,

鉴于日前各地方学会
一

〔作和学科研究都有很大的发展
,

原来

的个国性组织形式 已不适应新的形势
。

这 届理事会任期已满
,

理事会的工作也存 在着不少



应兴应革的问题
。

但是专为改选而召开人数众多的理事会和代表大会
,

劳民伤财
。

常务理事

会认为应当从体制上进行改革
。

建议由各团体会员推选一名代表召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
,

讨

论修改会章并选举领导机构
。

上述意见 已在会上初步讨论并请各地代表回去后广泛征求所在

地的全国理事和当地学会的意见
,

八月底前通知常务理事会秘书处
。

会议要求各地学会指派一名通讯员
,

以便通过全国学会组成通讯网
,

及时沟通信息
。

我国现实与现代化社会的十项标准的对照

美国现代问题专家在调查各种不同类型国家后
,

提出了现代化社会的十项标准
,

这十项

标准大体概括了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水平
。

我国离国际现代化社会的标准差距有多大?

请看下表
:

美国现代问题专 我国 ( 1 9 8 4年 ) 实

家提出的现代化 际指数

社会标准

1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

3 0 0 0美元以上 3 00 美元左右

2
.

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

比重

3
。

服务部 门 (第三产业 ) 的产值在

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

4
.

非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 中

所占比重

5
.

有文化的人 口在总人口 中所 占比

重

6
.

青年受高等教育的人数

不超过 12 一巧 % 4 1%

4 5 % 以上 2 2%

超过 70 % 3 2 %

超过 80 %

3 0% 以上

7
.

城市人 口 占总人口比重

8
.

平均多少人 口有一名医生

9
。

平均预期寿命

10
。

平均多少人 口有一份报纸

50 % 以上

8 0 0人

6 0岁

3 人

25 % (初中以上 )

60 % (小学以上 )

1 7%

1 8
.

5% (城市人 口 )

3 1
.

9% (城镇人 口 )

7 5 0人

6 8岁

2人

(方 着 )

注
:
现代化社会标准摘自 2 月18 日 《社会报》 ; 中国数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有关资料计算

,

第 5项为 19 82 年人 门普

查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