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调查研究学科化雏议

于 真

在我国科学的百花园中
,

有一门迎着时代的召唤
、

社会的发展
,

应运而生的学科行将破

土而出
,

它就是社会调研学
,

或简称之为调研学
。

它在社会学的母体中孕育成长
,

它的出生

将为我国的方法科学的发展开拓一个崭新的领域
。

如果说社会学在我国恢复之初人们提出的

是社会调查科学化
,

那么经过 8 年的社会凋查实践和方法理论的探索
,

今天我们应提出社会

调查研究学科化
,

建立社会调研学的任务
,

为这一学科的诞生鸣锣开道
。

本文将从社会滴研

学科化的客观需要
、

主观条件
、

发展前景和学科理论体系框架等方面加以探讨
,

以求指正
。

一
、

社会调查研究学科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1
。

各级各类决策与管理需要调研学

历史证明
,

决策与管理具有决定性意义
。

战略决策决定着国家的兴衰成败
,

经济决策决

定着国计民生
。

三中全会后
,

各级领导人都面临着如何决策的问题
。

科学决策来自于对情况

的掌握和科学的预测
,

其基础则是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
。

现在人们认识拍脑袋决 策 的危 险

性
,

一

依靠参谋
、

顾间
、

咨询
,

利用了外脑
,

扩大了思路
,

进行比较
,

使决策逐步科学化
。

但

这些参谋 ; 顾问
、

咨询的可靠性
、

科学性如何
,

仍然取决于他们调查研究是否科学和所下功

夫的深浅
。

管理也是一样
。

近年来管理科学是个热门
,

各种各样的管理学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

促进了

国家对社会各方面的管理
,

但是中国的管理学要发展
,

要有中国特色
,

这同样需要调查研究

开路
,

抓管理而不抓调研
,

也是无本之木
,

’

各级各类膏理的基础仍然是调查研究
。

在决策与管理之间
,

还有个发展战略规划的制订
,

同祥迫切需要调研学
。

规划研究也是

目前当务之急
,

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性的体现
,

而很多规划研究并没有进行详尽的科学

的社区的调查研究
,

把规划论证建立在一般的绕计报表和粗略的调查研究工作基础上
,

同样

会受到不利影响
。

就在决策
、

管理
、

规划这些极为董要的领域里
,

调查研究的作用是无法取代的
,

因之
,

作为决策与管理科学化的前提
,

社会调查研究科学化应走在前面
,

然而事实上创造前提条件

的学科现在还没有 出生
。

2
.

广 大干部需要调研学

面 向社会作调查研究是广大干部的基本工作内容
,

不会作调研的干部是没有 发 展 前 景

的
,

而一个好干部的标准则是精通调研之道
。

一位省委书记说他就是搞调研专业的
,

他是深

知此中三昧的
。

因为干部要出主意
,

好主意来自调研
,

即使上级有指示
,

也仍然有结合具体

情况进行实施的间题
,

同样需要调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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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作领导干部
、

政策研究干部
、

宣传组织干部
、

一

纪检千部
,

行政统计系统
、

工青妇系

统
、

财贸
、

文教系统
、

企业系统干部等等何只万千
,

尤其是政研
、

调研
、

统计部门
,

他们每

日
.

每时所进行的工作都离不开作调查研究
。

然而
,

就正是这样广泛的工作领域所 需 的
』

有 关

调查研究科学知识
,

几十年来主要靠来自哲学的抽象定性
、

思辨的研究方法和传统的访谈
、

座谈
、

蹲点的调查方法以及上级的文件指示精神
,

可选择性是很低的
,

几十年一个套套做下

去
。

对于调研方法
,

没有一个学科和专业认真地加以总结提高
,

大量的数据材料也是用完就

存档或丢失
,

不能积极发挥资料的作用
,

形成一种虽说是最重要的领域也是最荒芜的领域
,

其原因是很缺乏这方面的研究和关注
。

3
。

开拓社会情报信息资源的需要

开拓社会信息资源是发展商品经济
、

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条件
。

国情
、

民情
、

民意的

动态信息 ,’ 国内外经济
、

科技
、

社会信息是无价之宝
。

而调研实质是搜集信息
、

整理信息
、

优化信息使之成为有价值的情报的工作
。

没有调查研究
,

掌握不了信息源
,

一些有用的情报

来源不畅
,

分散
、

封闭
、

互不通气
,

了解社会信息指标不一
,

缺乏比较一致的规范
,

各凭各

的经验
,

必然使情报价值不高
。

情报工作的质量
,

首先是信息的真实牲和及时性
,

没有调研学的知识
,

既不能检验资料

的偏息和效度
,

也不能使情报工作提高速度
。

许多情报信息中心
,

只是在现有文献中兜圈
、

孔 吸收外部信息乳 发掘本地区的内部信息少
。

其原因就是舍本逐末
,

开拓信息源不足
,

也缘缺乏调研学
。

统计工作是整理
、

储存信息重要的一乐 统计工作有统计学科的依托
,

业务专一
、

队伍

检定沙
.

但是它的前后工序—
调查与研究却十分薄弱

。

长期以来
,

大量的统计资料
,

,

没有得

到充分的利用
,

就是只有统计学而役有调研学配套
,

使本来可以在调研领域发挥巨大作屏的

统计学的功能得不到发挥
。

过去城市抽样调查队和农村抽样遐查队两支重要调研力量集中搞

价格与家计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要求他们作更多的社会调查
,

他们也十分需要调研方面的系

统知识
, 以适应工作的需要

。
t .

因州肠 从开拓情报信息的角度
,

调班学的建立也是十分必要的
。 · 、

乌

4
。

发展社会学的理论的需蚕
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角度

、

通过调查研究各种社区和社会群体
、

各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

与机制来综合研究社会的学问
。

它必须对社会词研具有比较全面性的知识
,

所以它以研究社

会调查方法为 己任
,

在其他学科不专门研究方法的情况下
,

承担着这个任务
,

这是由社会学

学科性质决定了的
勺

_

社会学尸方面有理论层次比较高的理论社会学
,
一方面又有广大的分支社会 学 研 究领

域
,

还有更微观的具体问题的研究
。

这些研究的广泛性必然需要方法的多样化与之相适应
,

因渗它要求重视各种层次的调森研究的方法论
、

方法直至技术
。

这就造成一种可能
,

由社会

学承担孕育调研学的任务
,

_

实际上调研学一经建泣
,
它的作用就会扩大到各个学科

,

因为对

社会的调研是每个学科都要做的 , 只是社会学更富有编合性
,

所以在完成一般方法研究这个

任务中
,

社会学是可以出大力的
。

、

发展社会学理论有赖于对社会劝勺遇研
,

调研是理论与实际的中介
,

没有这个中介
,

实践

经验提不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

社会学的理论也无法付诸实践
,

并接受实践的检验
。

尤其是耍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
,
更是少不了这个中介

,

可以说社会学中国化
、

本土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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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题决定千对社会调查研究的广度
,

`

深度及其科学化程度
。

所以
,

光论是从社会学理论建

设的角度
,

还是从实践的角度
, 都紧迫地需要建立调研学这门科学

。

在另一方面
。

方法学科的建立也依靠理论的支持
。 任何方法都是与一定理论有联系的

,

受 * 定理论指导的
,

买体认识的那珠也有助丁刀 试阴佣间
’

一 , “ , “ ”

“ “
目 , ’ 尸 , ’ ` “

学的建立
,

目标明确也有助于各分支社会学从理论方法相统一的角度加强方法论的研究

、 。 、 一 二
_ .

_

_

~
_ . _

一
” 工 , 已 ~小刁 , 名

.

人八 J咬」 门

白
.

买体认识的那徕也有助丁刀 店阴拢间
一 书幻组栩胃加琳的旅田 调研

对

理论与方法双方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

5
。

整个社会杆学发展的需要

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

受着方法简单
、 单一的制约很大

。

三中全会后
,

学术界便提出需

要充实与更新方法
,

来解决本学科的间题

各学科也都在尝试着用现代科学方法
, 尤其是系统方法与定量分析方法

。

但是
,

还远远跟不上形势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
。

调研学的建立有助于

总结各学科的方法成果
, 使它系统化

、

规范化分这对社会科学各学科是有直接意义的
。

社会

科学方法更新间题是社会科学当务之急
, 建立调研学

,

可以使经济
、

政治
、

法律等学科具有

社会调
查研究的有力手段

,

从而推进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
。

充实哲学的需妥

拐们的哲学基础是牢固的
,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给人们提供了最基本的认识世界万事

万物的方法理论
。

但是由于长期从单一角度
、

固定模式观察间题
,

一方面对各种哲学思想的

补方面
,

哲学的抽象缺乏社会 调 研 的 具鉴别
、

研究不够
,

处于封闭
、

缺乏发展的状况多 另
·

体
,

投有在大量的实践经验材料上来丰富哲学理论
,

世界观的哲学理论需要对社会发展新阶段
、

新内容
、

造成哲学陷于停滞的局面
。

所以
,

作为

新间题的正确的具体认识作概 括和 抽

氛
: 尤其是作为方法论的哲学更需要新的认识方法来丰富和发展它的理论

。

任何学科没有发

展就没有生命 哲学也不能例外
。 因此

,

调研学的建立对丰富哲学具有积极的意义
。

唯物主义认识论要求我们坚持
“
实事求是

”
,

这也是党的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
。

讲了儿十

年的
“ 实事求是

” ,

为什么
“
实事求是

”
在调研领域中难以实现

,

除了社会制约条件
,

在人

的因素中
,

缺乏达到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也是重要的方面
; 即使有良好的意愿

,

方 法 不 科

学
,

程序不严谨
,

也达不到目的
。

许多没有达到实事求是的调研
,

因为他们没有鉴别真伪的方法
,

没有一门学间去解决这一类问题
。

责怪当事人也是冤枉的
,

二
、

建立社会调研学的主观条件

一门学科的建立
,

社会需要仅是它的生长
、

发展的外部条件
,

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它的

内因
,
它的主观条件成熟与否

。

缺乏学科建立的主观条件
,

社会需要再迫切
,

也只是“ 种设

想而己
,

并不能成为现实
。

下面论述调研学建立的主观条件
。

我们知道一般学科的形成需要 5个条件
,

即①要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 ②要有

一套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和概念范畴 ; ③有属于本学科特定的研究方法
,

对于方法学科来说

则男求有较完备的理论基础的支持 ; ④有丰富的经验材料及发展的历史 , ⑥有较充分的精神

与物质准备
,

包括形成学科的各种工具手段
。 我们分别考察这些方面的内容

。

1
.

社会调研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
社会润研学是研究人们正确认识杜会现

象的活动过程中的客观规律的科学
, 它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则

,

在唯物辩证法哲学思

想指导下
,
对调查研究社会现象的程序

、 方法
、

技术进行研究
,

找出规律
,

以达到科学的认

, 飞孚 ,



识社会的目的
。

它既是哲学方法的具体化
,

又是各学科方法的系统化
。

它依托于一般理论社
;

会学和各分支社会学的具体理论
,

又不限于社会学调查的实证方法
。

它的任务是综合社会科

学各学科的方法
,

总结
、

提高使之系列化
、

规范化
,

为整个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服

务
夕
它有两个相互联系又有哪叨的部分

,

即其核心部分与外围部分
。

核心部分是 纯 方 法 部

分
,

是方法科学的一般层次
,

具有普遍的意义 ; 其外围部分是结合社会调研具体 领 域 的 内

容
,

即适合各学科领域的具体方法且和它的理论结合得更为紧密的部分
,

是方法科学的有社

会实际内容的部分
。

它是方法的特殊性的层次
。

它对实际调研的意义更为直接
。

就在这个层

次
,

社会调研学将会出现许多更具体的分支
,

拓展并丰富其内容
。

社会学与社会调研学虽有紧密的联系
,

但对象不同
,

前者以实体为内容
,

后者以方法为

内容
,

是研寒方法的本身
,

它们是不难区分的
。

社会调研学与哲学的关系
,

是被指导与指导

的关系
。

、

哲学方珍是思维科学方法
、

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的再抽象
。

它的理论厚只叭
适应于这 3个领域

·

但社会调研学是在社会科学范围内的方法学
,

也是容易分辨的 ,
、

几
.

:

据此
,

社会调研学的特定研究对象是成立的
。

它甚至比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更确定
。 } :

.

笑
,
社会调研学有较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和一系列本学科的概念范畴

。

由于长期的调矶
实践在历史上形成的方法理论

,

并不断从各学科吸取营养
,

目前已经初步形成对社会调查研

究的科学知识体系
,

虽然尚待充实 、 提高
,

但仅以拙编的 《当代社会调查研究科学方法与技

术 》
一书中 已见端倪

,

可以作建立调研学之参考
。

该书从调研方法诊
、

一般调研方法到
、
、

基

础
气

技术按内在逻辑线索构成一个体系
,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攀体
。

而且
,

这一知识体系
.

,
.

又是
由这个特定学科领域的概食、 范畴所构成的

。

例如
,

操作定义
、

社会变量及其指标
、 :

间卷值
度和效度等

。

至于调研方法知识领域
,

遍及思维科学
、

系统科学
、

信息科学
、

情报科学等可
用于社会调查研究的各类知识

。

在具体调研领域的方法知识
,

更是种类繁多
、

内容丰富
,

如

社区调查
、

群体调查
、

各专业学科领域的调查
、

各社会现象
、

问题的调查
,

不胜枚举
。

3
.

有较完备的理论基础
。

一般研究实体理论的学科要有本学科的独特方法
,

,
、

但社会调

研学是研容方法的
,

则需要完备的方法理论
。

在这方面
,

马克思主义哲学
、

逻辑学
、

「

系统理

论
,

给它提供了坚定的理论基础
。

通过调查研究的历史实践
,

在方法层次上又有思辩方法
、 。

实证方法
、

经验方法的序列
,

还有各学科特有的方法如心理学的心理分析方法
、

控制论中的

功能模拟方法
、

数学中的数理统计分析方法
、

未来学中的社会预测方法等等有关的理论
。

同

时
,

还有更为具体的层次
,

如抽样技术也存在着技术理论
。

又如社会现象的变异性
、

模糊性

和随机性
,
模糊数孚运用于研究社会的方法有新的发展

,

又构成新的理论层次
。

这样
,

`

这个

学科不仅有它的方法论
,

其中有总体理论
,

而且有它的操作的
、

技术的相应理论
。

因此
,

社

会调研学的建立必将在它的现有理论框架中
,

从广度和深度同时拓展开去
,

大大促进人们对

于社会现象的认识
。

·
,
` 、

4
.

有长期的经验积累和发展的厉史
。

社会调查从现代社会调研的第一个系统报告
, 二

即

1 7 7 7年英国霍华特出版的 《英伦与减尔士的监狱状况
,

以及外国监狱的初步观察和报告 》 算

起
,

也有 210 年的历史
。

之后随着社会学的建立
,

社会调查更是不断增多
。

马克思主义的崛

起更捉进了对社会的宏观研究
,

革命实践又使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而推动了调研的发

展` 各学料流派都从不同角度提出
一

各种观点进行社会研究
,

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材 料
。

在 我

* 于真主编: 《 当代社会调查研究科学方法与技木》 , 工入出版社
,

1985 年拐月山版
。

工a
·



国
,

凋研土作羌时不在进籽
,

也积累了丰富无比的经验材料
,

并形成党的调研方法体系和侧

研传统
。

5
,

有较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物质准备
,

包括思想准备
、

人才准备
、

教材准备
。

与其他新

学科不同
,

社会调研学不仅只是一张兰图
,

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
,

而且在理论上有了基础
,

在实践甲有 日益丰富的经验
,

而且发展到接近成熟的阶段
,

是有现实基础的学科
。

在 我们现在所提的社会调研学中的一部分内容
“
社会调查

” ,

旧中国社会学系列为必修

课程
,

解放战争期间
,

有些中学也有社会调查课
。

虽然现在看来是些很粗浅的常识
,

然而
,

在中国古老大地上
,

毕竟是先进的研究社会的科学
。

社会学 1 9 7 9年恢复以来
,

社会学界在进

行实体理论研究的同时
,

也开始方法研究
,

由于发展理论和社会学中国化的需要
,

方法变得

更为重要
。

社会学教学单位和科研单位都充分注意方法研究对实体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

二者

都把方法作为恢复社会学研究的突破 口
,

道理很简单
,

不掌握调研方法怎样去作社会学研究

呢 ? 因此
,

这方面成果也是较多的
,

到 目前为止
,

出版书籍
,

包括翻译的
,

已超过 10 本
。

有

8 本是社会调查方法方面的
,

有 3 本有研究方法的内容
。

其他各大学还编有各自的教材
。

时

德
求箱实际工作的需要

,

只讲社会调查是木够的
,

必须发展为调研
,

只有调查与研究齐备

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
,

这就是本文要提 “ 社会调研李 ,, 而不提
“
社会调查学

”
的

:

原因所

在
。

就是以调查研究整体来衡量
,

以上成果为新学科的建立也奠定了一定基础、 其实
,

调查

研究学科化的问题远非自今日始
,

1 9 5 8年
,

有识的学者从社会经济统计的角度看到还有比统
L

计学对认识社会更为直接的社会调研也应该是一门学科
,

并向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

导建议建立调研专业
。

近 30 年过去了
,

这个被历史湮没的有益建议 , 随着时代的洪流又把它

卷勿了发展科学的议事日程上
,

且日益显露其重要橙
。

目前
,

应该是为这个学科的建立理直

吃壮地提出来的时候了
。

’ ,

当然
,

建立社会调研学
,

还有许多关要攻
,

还有许多事要做认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的量

度土其一
社会指标

,

还未成体系
,

社会研究法还有待继续深入探讨
。

从上述扩个方面看
,

建立社会调研学的主观条件是比较成熟的
,

理论上有基础
,

实践上

才即时实
,

形成学科
、

设置专业也是可行的
。

三
、

社会调研学企方法科学中的重费地位

一 _
_

方法科学
,

或
“
方法学” 是各门学科方法逐步丰富起来后必然要出现的

。

从体系上它有
`部九 即 (

·

l
李

) 自然科学方法 (合然辩证法晕它的物臼部分 ) , ( 2 ) 技术科 学 方法 ,
、

:(3 )
电

社会科学方法 , ( 杏 ) 思维科学方法、 四者是柑互横存
、

相互促进的
。

·

社会调研学就
、

是社会领域内的方法学
。

社会调查研究与自然科学实验研究有很大不同的地方
,

它是从两个

认识主体交互作用中反映认识社会的活动过程中的规律的
,
简言之

,

调查主体与 客 体 都 是

大
。

因出肠 较之客体为物的研究
,

更为复杂多变
,

规律更难把舞 社会科学方法的发屁
丫二

方面有救干集他 3 个领域方法科学的发展
;
另一方瓦 它的发展又向其他 3 个领域提出更新

更深的何题
,

更高的要求
,

从而也会促进它们的发展
、
社会调研学必须广泛吸收

、

综合
、

提

炼各方法科学的成果
,

使之应用 于认识社会
,

从而对哲学
、

其他方法科学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

正因为我们长期不重视方法研究
,

如调研结论不间其取得的方法与程序是否科学
,

命题

判断是否合乎逻辑
,

科研不总结方法
,

教学不讲授教学法等等
。

只见其果
,

不问其根 , 只见



其流
,

不索其源
,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

形成一种习惯
,

这也是教条主义得以肆虐的原因

所在
。

建立社会调研学将使我们能补救这方面的缺陷
,

对认识社会
、

改造社会有更直接的意

义
。

因此
,

对我们国家来说
,

社会调研学在方法科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四
、

社会调研学的理论框架及内容体系

下面是一张社会调研学的理论构架的方框图
,

它展示学科知识的内容体系
,

初步描绘社

会调研各层次的关系及其内部结构
,

并标出它在方法科学中的地位
。

在这个社会调研学的理论构架方框图中
,

展示出学科内容体系的 4 个层次
。

( 1 ) 哲学

基础
。

它是由哲学方法论即唯物辩证法指导下或者说占突出地位的方法
,

结合系统方法
、

逻

辑方法和实证方法
、

思辩方法并重的方法组成
,

同时接受哲学实体理论的指导
。

( 2 ) 方法

论层次
。

在哲学方法指导下
,

通过社会科学诸理论和方法论所构成的学科方法论
。

实线所表

示的是纯方法学理论体系
,

虚线则表示结合各学科实体理论的实用方法体系
。

( 3 ) 方法层
,

次
。

它又分为调查方法群和分析研究方法群
。

其所以称群
,

是因为这部分内容十分丰富
,

并

且多是平列的互相渗透交错的
。

调查研究不可能 只采用单纯某一个方法
,

而是有效地综合利

用
。

除了本学科的一般方法
,

还需包括其他各学科的特殊方法
,

才能完善整个调研学方法
。

图示中的虚线表示尚待广泛
、

深入研究其他各学科的经验方法
。

( 4 ) 技术
、

手段
、

工具的层

次
,

它们是人与物的结合
,

构成学科的技术基础
。

在学科内容体系之下
,

综合为社会科学方法
,

然后与 自然科学方法
、

工程技术科学方法
、

思维科学方法共同组成方法科学是它的发展前景
。

一

在哲学基础部分
,

为了使唯物辩证法更能发挥它的核心指导作用
,

把系统方法— 这个

更具体的表明事物普遍联系规律 的科学方法也提高到基础的位置
。

把逻辑方法还其应有的地

位 (方法学离开 了逻辑
,

简直不可想象 )
。

在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中
,

我们主张实证方法与

思辨方法相结合
。

这样
,

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就比较完整而具体了
。

对于哲学实体理论
,

我们

不把它封闭为某种单一的理论
,

而承认各哲学流派在方法方面可以提供某种适合考察社会的

角度和有益观点和观念
。

有的流派尽管它的总体是错误的
、

唯心的
,

或者是该理论产生的社

会条件与我们大相径庭
。

但是作为研究方法是不愿舍弃任何一种有利于观察社会 的不 同 角

度
,

即使它对考察本国社会毫无用处
,

但观察国际社会
、

他国社会也总是有益的
。

当然这里

还有很多工作要作
。

有了宽实的哲学基础
,

社会调研学就会在方法理论原则方面不致走入歧途或者钻进狭小

的天地
,

方法技术才能因科学的指导而充分发展
。

摆在学科建设面前的主要间题之一是社会指标体系的建立
。

在调查研究中
,

需要一套适

合我国实际的描述性和评价性的社会统计指标
,

以作为社会调查定量分析的基础
,

量化资料

的依据
,

同时主观指标即人们主观感受指标的设置及其量化方法也急待研究解决
。

五
、

建立社会调研学是学术界
、

尤其是社会学工作者和

全国广大实际调研工作者的共同任务

社会调研学要总结前人认识社会的方法
,

它是综合的
、

开放的
、

发展的
、

不断完善的知

识体系
。

它将不仅从社会学
、

从社会科学等方面去总结
、

探索
,

而且还要到白然科学
、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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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思维科学领域里去吸取营养
,

以丰富学科的方法内容
。

它无论是对国内与国外
,

都采

取择其真理性而从之的科学态度
。

它将遵循继承 (包括对革命传统研究方法和大量历史遗产

的继承 ) 移植与创新相结合的学科方向
,

采取实验
、

总结
、

提炼的具体步骤
,

不断探索前进
。

为了繁荣我国的社会科学
,

不仅是社会学界
, 整个学术界都可以为社会调研学作出贡献

。

广

大的实际调研工作者
,

有暑丰富的经验
,

只要认真总结
、

提炼
,

同样可以为学科建设作出成

绩
。

以上所述
,

乃是笔者的一种构思
,

也是天津社会学调查方法学术讨论会
.
中 的 集 体 看

法
。

尚望有志于方法学研究的同行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

冀能从构想成为现实
,

促进社会调研

学的诞生
,

推动方法科学的前进
。

作者工作单位
: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 任 编 辑
:
张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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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十大城市老龄问题及对策研究
”

项 目首次工作会议在津召开

“
中 国城市老龄问题及对策研究

” 项 目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
一

划领 导 小 组 批

国家重点项目
。

为保证研究工作 的顺 利 进
了首次工作会议

。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项 目组

成员外
,

中国老龄间题全国委员会
、

中国老年学学会
、
天津市老龄间题委员会和天

津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同志或代表也应邀到会
,

并做了重要讲话
。

本项目研究的基本内容包括
: ( 1 ) 城市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 ( 2 )

老年人生活方式特点和特殊需求 ; ( 3 ) 人 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 ( 4 )

人 口老龄化向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 ( 5 ) 解决老龄问题的对策建议

。

要把人 口老

龄化提出的问题和对策作为研究的重点
,

使四化建设的进程同老龄问题的解决彼此

同步
。

本项目是我国从社会学角度对老龄问题进行全国性
、

大规模综合研究的第一次

尝试
,

由北京
、

天津
、

哈尔滨
、

上海
、

武汉
、

广州
、

成都
、

贵阳
、

西安和兰洲等十大城市的

12 个科研
、

教学和实际工作部门的有关专家
、

学者和研究人员共同承担
。

将在上述
十大城市进行抽样调查

,

搜集资料
,

做为研究的基础
。

样本总量将达 7 5 0 0份之多
。

数据经电子计算机统计后
,

将编印 《统计资料汇编 》
,

写出调查报告
,

并 最 后 完

成研究专著
。

为给研究工作提供借鉴
,

还将编辑出版 《国外老龄对策辑要 》 一书
。

此次会议制定了项 目工作实施计划
。

会后
,

研究工作即正式开始
。

现在正积极

乳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_ 漏_ _
_

_
_

_活

半 天津社会学调查方法学术理论会于 1986 年11 月在天津市召开
。

参见 《 社会学研究 》 1987年第 2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