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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当今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 要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需要

社会学的支撑, 这给社会学提供了难得的大好发展机遇, 社会学的春天来了。社会学家要在迎接社会剧烈

变革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过程中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 提供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支撑、发挥社会学学

科描述记叙的功能、加快社会学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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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学的春天

�社会学的春天� 这句话是胡锦涛同志在
2005年 2月政治局第 20次集体学习会后, 对景

天魁、李培林同志讲的。原话是: �现在提出建
设和谐社会, 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时机,

也可以说是社会学的春天吧! 现在是社会学发展

的难得的好机遇�。

纵观当今中国改革开放 30年来的形势, 可

以用两个出乎意料来概括: 一是经济建设取得的

巨大成就出乎意料。从 1978年至 2008年, 我国

的GDP 由3645亿元人民币增加到 30万亿人民币

(约合 4万亿美元) , 人均GDP从 381元人民币飞

跃至突破 3000美元大关, 进入了世界中等收入

国家的行列。目前我国经济总量排名位居世界第

三, 而且经济发展的势头很好, 有望继续保持发

展。经济发展、经济建设能有如此巨大成就, 这

是改革开放发韧时许多人没有想到的。�邓小平

年谱� 曾经多次讲到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取得的
辉煌成就, 他事先是没有预料到的。2007 年基

辛格在上海曾经说过: 我 1972年第一次到上海,

如果那时有人说 35年后上海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是不会相信的。

另一个出乎意料的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形势。

经济形势好了, 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反而大量增

加了, 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没有预料到的。

改革开放之初, 社会上曾经有个比较普遍的

说法, 我们现在遇到的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和困

难都是因为穷, 听党中央的话, 把经济搞上去

了, 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30年过去了, 经

济形势好了, 但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不是少了,

反而是更多了。不错, 经济发展了, 原来的问题

是解决了一批, 但新出现的问题, 比原来的问题

更多、更复杂。有些原有的问题现在更加严重,

如城乡、地区、贫富的差别问题; 有些在建国后

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现在又死灰复燃, 如黄、

赌、毒、黑问题, 又如干部贪污腐败的问题, 自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已有数十名省部级、

300多名厅局级、3000多名处级干部被查处, 今

年上半年全国检查机关立案查处贪腐案 19204

件、24514 人, 其中大案 12888件、处级以上干

部1527人, 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从未这样严

重的。还有些是新问题, 如群体事件, 这是 20

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才有的新名词。为了顺应

形势需要, 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 政治报告就

明确提出 �社会要更加和谐�。2004年十六届四

中全会提出 �要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
力�, 明确提出 � 社会建设� 的概念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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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就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 要在坚持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条件下, 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放到突出的位置。十七大修改党章, 把社会

建设列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

中, 使原来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

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

并且明确提出要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

社会建设�。

十六大以来, 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央提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 在社会建设方面作了

大量工作,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例如在农村进行

税费改革, 全部免除农业税, 增加三农投入, 给

农业多种补贴, 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医疗体制改

革, 在农村恢复重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

对教育体制进行了改革, 着手构建城乡一体的社

会保障体系, 国家加大了对教育、医疗、社会保

障等方面的财政投入, 使上学难、看病难、住房

难等方面的问题有所缓解, 社会建设取得了一定

的进展。

但是就目前的社会形势看, 伴随着发展进步

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仍然很多:

1�发展不平衡,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

会阶层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

2�关系国计民生的教育、医疗、住房、社
保的体制正在改革, 还没有按社会主义市场体制

的要求改变过来, 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

老难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3�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加大, 耕地减

少, 能源资源短缺, 污染严重, 直接制约着经济

的持续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

4�社会治安事件、刑事犯罪案件频发, 群

体事件增加, 社会稳定的形势受到挑战。

5�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 道德失范, 一

些领域领导干部的贪腐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官风

业风不正, 一些地区的民风也不正。

所有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着经济的持续发

展, 影响着和谐社会的构建, 其中不少问题已经

存在多年了, 党和政府已经采取了诸多措施, 但

总是屡解不决, 有的还在继续发展甚至越来越严

重。而这些问题又必须解决, 否则, 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目标就

难以实现, 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而这也给我们

提供了分析、解决这些问题的机遇。

二、社会学家的历史任务

中国社会学家的历史任务其实也是中国面临

的历史任务。中国正在经历 �三千年未有的大变
局�, 正在由一个农业社会、乡土社会、传统社

会转变为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建国 60年

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 30年来, 我国的经济建设

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 但是我们的社会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还相对滞后, 今后改革发展的

任务还很重。

现在, 我们面临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 是矛

盾多发期, 应对处置解决得好, 实现了经济社会

持续协调发展, 就能顺利通过关键时期, 进入现

代化社会。

十七大政治报告指出: �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
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

刻的变革, 机遇前所未有, 挑战也前所未有, 机

遇大于挑战。� 如何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 抓好

用好这个千载难逢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求真务

实, 善于应对, 锐意进取, 攻坚克难, 加快推进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使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世界

上重新崛起, 这是我们党和人民面临的历史任

务, 也是社会学家面临的历史任务。

就现阶段来说, 中国社会学家面临的任务有

三个方面:

第一,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调查

研究, 出谋划策, 为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和谐

社会建设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支撑。

费孝通教授曾经指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需要社会学, 社会学也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

中发展繁荣起来。现在, 我们可以说, 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社会学, 社会学也将在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展和繁荣起来。

我们是个刚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

在完善过程中; 我们又是个刚刚从农业、农村社

会转变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 整个社会还处

在转型过程中。对待这种新的历史阶段面临的新

形势, 十六届六中全会作了很好的概括和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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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要看到, 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 社会结构深刻变动, 利益格

局深刻调整, 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

会变革, 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 也必然

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过去我们主要是, 用经济的办法来解决问

题, 因而把主要精力放到经济建设上, 这当然是

必要的, 但现在看来, 经济发展虽然解决了一批

问题, 却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 而且在经济发

展之后, 还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

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仅是经济建设, 还

有社会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还要靠社会

的、政治的、文化的理论来综合解决这些问题。

例如这次世界金融危机, 就不是单靠经济的办法

所能解决的。

社会学家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就

是关乎国计民生、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成败的问

题。我们要运用社会学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

分析这些问题。分析这些纷繁复杂的问题提出我

们社会学家的看法, 研究出解决的方案。

社会学研究社会问题有宏观方面的课题, 也

有微观方面的课题。从历史上看, 欧美等国的社

会学家早期主要是从宏观方面。二战以后, 特别

是20世纪 60~ 70年代以后, 社会学研究的问题

却比较具体, 微观方面的研究多起来。

处在空前社会大变革过程中的中国, 产生的

多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如何解决, 新生的各种

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关系如何协调、新的社会

体制如何建立 (如新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

体制如何建立完善) , 这些都是宏观方面的大问

题, 研究的好, 解决的好, 整个社会才能协调健

康运行, 社会才能和谐、长治久安、可持续发

展。当代的中国社会学家们应该主要研究这些宏

观问题。

第二, 发挥社会学学科的描述、记叙的功

能, 把中国正在发生的千年未有的社会大变迁记

录下来, 这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既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小

城镇调查�、�百县市经济社会国情调查� 都属于
这一系列工程的一部分。

从社会学发展历史上看, 我们的社会学大师

们 (马克思、斯宾塞、迪尔凯姆、帕森斯等) ,

他们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初期, 或是工

业化的中期的某一阶段, 其一生在漫长的社会变

迁中只经历了几十年功夫。我们很幸运, 生活在

中国从传统的农村社会转变为工业化、城市化的

现代社会的时代, 经历了中国工业化前期、初

期、中期, 乃至工业化后期的全过程, 同时又经

历了由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的全过程。这样

的经历在短短 60年间,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30

年间发生了。这种经历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把中

国的这场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从各个方面、用

各种形式尽可能如实的记录下来, 这是一项很重

大的学科建设, 意义非凡, 而且以后历史越久,

这些记录就越有意义, 弥足珍贵。这不仅是研究

社会学的宝贵资源, 而且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也有

重要价值。

中国社会学有一个好传统, 就是从社会学传

入中国以来, 社会学家就很重视社会调查, 例如

定县调查、江村经济、禄村调查等现在都成了研

究中国那个时代国情的最重要的依据。社会学重

建以后, 费先生的小城镇调查, 雷先生的全国五

大城市的婚姻家庭调查, 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国情

丛书 � � � 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和北京大学的口述

史的调查, 都是把这场大变革记录下来的宝贵资

料。

我们要继承这个传统, 开展这方面的调查研

究, 不仅做农村城市的调查, 也做各行各业的调

查, 做各个阶层的调查。这不仅对学科建设有意

义, 其实通过这种调查和记录, 也是进行现实课

题研究的重要环节, 是基础性研究的重要部分。

从学科建设角度看, 是建立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

的基础部分, 或者是中国社会学理论的起点。

第三, 要加快进行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队伍

建设, 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 这支队

伍的灵魂和骨干应该是社会学和社会学家队伍。

中国的社会学自重建以来, 30 年时光虽历

经坎坷仍不断发展。特别是开头 10年, 重建和

恢复相当艰难, 到 1987年全国只有 11个大学有

社会学系。社会学是在世纪之交后, 也就是

1999年大学扩招后蓬勃发展起来的。

我们现在已有了约 80 多个社会学系, 180

多个社会工作系, 全国约有 1万多在校本科生,

一千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高校有专职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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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4000多人。社科院等单位的社会学研究工

作者近千人。30 年来, 也有了一大批社会学的

专业技术论著, 应该说, 恢复重建社会学已经有

了飞跃式的发展, 取得了很大成就, 这首先要肯

定。

但是就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专业队伍论, 与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来说还

很不相称。从社会需要来说,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 调整社会结构, 协调利益关系, 进行社

会体制改革, 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 都需要

大量社会学工作者开展工作, 提供社会学的理论

和方法的支撑。然而目前的社会学的发展现状还

不能适应这种需要,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队伍

偏小。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 �要建设宏大的社
会工作人才队伍, 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迫切需要。� 有关方面计算过, 如按工业化国家

每千人口有 1�5~ 2个社会工作者计算, 中国需

要195万~ 260万社会工作者。现在各地正在建

立社区委员会, 北京率先在市和区两级建立了社

会建设工作委员会, 在街道建立了社区委员会

(社工系毕业的学生就业状况很好)。二是社会学

队伍的总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专家和学科带

头人相对缺乏。重建以后, 从社会学的专业队伍

看, 主要是四类人: 一类人是费孝通、雷洁琼等

一批解放前学有专长的社会学专家, 现在已相继

谢世, 硕果仅存的几位也都在 90 岁以上高龄,

退出了学术舞台; 第二类是社会学重建初期, 从

哲学、历史、外语等专业转过来, 现在也都逐渐

超过退休年龄; 第三类是 50~ 60年代以后出生

的, 改革开放后学习、进修过社会学专业, 或从

国外学成归来的中青年专家, 现在是各条战线上

的业务骨干; 第四类是 1970 年代以后出生的、

科班出身的青年学者, 他们正在成为社会学的中

坚力量。

目前, 人才队伍中最大的问题是素质的提

高, 要培养一批学有专长的学科带头人和著名专

家。虽然有 200多个系, 但硕士点博士点仍很

少。截止到 2005 年全国社会学硕士点只有 87

个, 博士点 25个 (其中 9 个是人类学的) 每年

毕业的硕士、博士很少, 这是制约队伍成长的瓶

颈。三是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还处于继续打基础、

增门类, 扩大社会影响的基本建设阶段。就社会

学理论方法和社会学史的建设方面, 从费先生主

编第一本 �社会学概论� 起至今, 我们已经取得

了很大的成绩, 但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中

国社会学理论体系和找到和掌握符合中国国情需

要的社会学方法等方面还有待努力。社会学学科

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国外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约有

100多个。我们现在只有 30多个, (中国社会学

会下的专业委员会只有 10多个)。有的还刚刚建

立, 连教材还未编出来。所以, 就学科建设来

说, 仍需扩大门类。

社会学学科建设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把社会

学这门学科的理论、方法, 乃至社会学的一些概

念、词条用多种方式、多种途径传播到社会上

去, 扩大社会学的社会影响, 使广大干部和群众

能知道社会学, 应用社会学在实践中起作用。

The Spring of Sociology and the Duty of Sociologists
LU Xue�yi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Today� s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period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sociology is required in both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oordinate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se

requirements have provided a rare opportunity for sociology� s development. The spring of sociology is coming. To

provide support of sociological theories and methods, play function of sociology narrat ive descript ion an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ology and the team, those are historic responsibility of sociologists in opportunit 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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