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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社会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陆学艺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

北京 100 732)

[摘 要」当前
,

社会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已经被着重提了出来
,

社会学工作的主要任务应 当是发扬深入实

际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

运用社会学特有的记述功能
,

把中国近二十年的社会大变迁记录下来
,

通过调查和分析当前中国的社

会阶层结构
、

城乡结构
、

人口结构
、

就业结构
、

区域结构
、

社会组织结构
,

从社会结构的 角度提出化解和谐社会构建中各种问题的

对策建议
,

在社会学工作的实践中
,

加强学科建设
,

培养和壮大队伍
.

逐渐建立起中国的社会学派
。

〔关健词」调查研究 ;记述功能;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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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应用学科
,

从诞生到现

在只有一百六十多年
,

传到中国来才一百多年
。

但是
,

中国的社会学在加时世纪 30 年代曾经繁荣一时
,

其中

包括晏阳初和李景汉到河北定县 (今定州市)所作的新

农村建设实验
,

产生了《定县调查》这样一部著作
。

这

本书流传很广
,

影响很大
,

不仅在中国
,

在德国
、

法国以

及许多欧洲汉学家那里
,

一般都有这本书
。

他们了解

中国农村靠的就是这本书
。

抗日战争爆发后
,

日本帝

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的社会学打击很大
,

社会学家迁

到内地去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人了
。

新中国成立后
,

19 52 年院系调整时取消了社会学系
。

而杜会学系的恢

复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

可以说
,

现在重建的中国社

会学与改革开放同龄
。

1叨9 年 3 月 31 日
,

邓小平在一

个讲话中专门讲到中国的社会学
、

政治学和法学要补

课
,

要赶快补课
。

社会学就是在贯彻邓小平讲话精神

后恢复或重建起来的
,

中国社会学学会也是在 1卯9 年

3 月成立的
。

在中共中央的关怀下
,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

的支持下
,

在费孝通
、

雷洁琼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带领

下
,

中国社会学在二十多年中间有了很大发展
,

特别是

在 1粥年以后
。

现在全国的社会学系和专业有九十

多个
,

社会工作系和专业近二百个
,

有近百个硕士点
,

十一个博士点
,

今年可能还要增加 ;再加上研究机构
,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所
,

各省的社会学所
,

各部的社会学所
,

这些加起来共有四十多个研究所 ;还

有党校和军队系统
,

从事专门的社会学科研和教学的

人可能要超过五千人
,

在校的学生可能要达到一万人
。

在不少工业化国家
,

社会学和经济学是同样重要

的两大显学
,

社会学仅次于经济学
。

相对于经济学来

说
,

社会学虽然这些年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

但相差还甚

远
。

我们的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之后
,

由于经济与社

会协调发展的需要
,

社会学的发展现在已被提到重要

的日程上来
。

最近社会学的变动相当大
,

胡锦涛总书

记的说法是
“

社会学的春天来了
” 。

2(Xj 5 年 2 月 21 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
,

请中国社会科

学院社会学所所长和党委书记去作了关于构建社会主

义和i皆仕会问题的报告
。

会后
,

胡锦涛总书记对他俩

和在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说
:
现在现在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好时机
,

也

可以说是社会学的春天吧 ! 你们应当更加深人地进行

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调查研究
,

加强对社会建设和

社会管理思想的研究
。

可见
,

中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

展对社会学的需要
,

社会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的作用
,

已经被着重提出来了
。

么X巧年 2 月 22 日

《人民日报》报道了胡锦涛总书记在这次集体学习会上

的讲话上对社会学研究和发展的纲领性意见
。

第一

点
,

提出了今后要加强社会建设的问题
。

大家知道
,

过

去中央一般强调经济建设
、

政治建设
、

文化建设
,

这次

特别讲到社会建设和管理
,

强调社会建设在经济建设

中的作用
。

足可看出社会建设在我国今后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
。

过去是三位一体
,

政治
、

经济
、

文化 ;现在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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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

经济
、

社会
、

文化四位一体
。

社会建设包括社会事

业建设
,

社会结构调整
,

也包括社会学的发展
,

这一点

我们要很好地领会
。

第二点
,

为了构建好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
,

胡锦涛要求各级领导要加强对于社会结构的

调查和研究
,

而且专门讲到
,

首先要调查社会阶层结

构
、

城乡结构
、

人 口结构
、

就业结构
、

区域结构
、

社会组

织结构等六个结构
。

我觉得我们具体要做的工作
,

就

是这六个结构的调查研究
,

从社会结构上解决构建和

谐杜会中的问题
。

胡锦涛的讲话及构建和谐社会任务

的提出
,

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人一个新的阶段
。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或者说构建和谐社会
,

需要社会

学
,

需要社会学去调查研究
,

进行理论思考
,

提出政策

建议
,

以此来解决新问题
,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

另外
,

社会学研究只有参与到这个伟大的实践中去
,

中国的

社会学本身才能获得大发展
,

改革开放二十六年来中

国社会学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

根据当前中国社会学发展所面临的形势
,

社会学

研究应主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

第一
,

社会学是一门应用学科
、

实证科学
,

它应该

注重实际的调查研究
,

同时为实际服务
,

也就是说社会

学应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
,

要深人到实际中

间去
,

为当前构建和落瞥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

只有这样

才能提高和发展社会学
,

离开实践来搞
,

是绝对不行

的
。

我国目前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
,

由

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同时
,

又面临着由

讨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个转轨

的过程中
。

中国的问题
,

好的一方面是这两个转变推

动的
,

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

也可以用这两个转变来解

释
。

改革开放二十六年来
,

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
、

经济

体制改革方面
、

经济事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全世

界都公认了
。

在这二十六年中
,

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的

CD P平均每年以 9
.

4 % 的速度在发展
,

已经翻了两番
、

三番了 ;城市的变化
、

农村的变化都是历史性的大变

迁
,

经济的发展从中起了很大作用
,

当然
,

我国的经济

改革还没有彻底完成
,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

程还没有完成
,

经济方面的许多事情还要加以解决
。

但比较而言
,

我们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应当充分

给予肯定
,

这些年经济学研究确实做了很大贡献
,

经济

学家一枝独秀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来只有一个经济研

究所
,

现在一分为七
,

有七个研究所是搞经济的
。

前不

久
,

还成立了一个金融研究所
,

经济学确实做出贡献
,

因为要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务
。

中共十六大提出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
,

四中全会又提出构建和谐社会
。

这些情况说明了这样

一个问题
,

中共十六大提出差距在扩大
,

城乡差距
、

地

6 0

区差距
、

贫富差距在扩大 ;再就是几个发展不平衡
,

城

乡不平衡
、

地区不平衡
、

经济与社会不平衡
,

出现了若

干社会问题
。

我个人认为
,

我们到 Za万)年经济上再翻

了两番己经没有什么问题
,

经济学家这么看
,

国际上很

多学者也这么看
。

这方面没有问题
,

再翻两番问题不

大
。

但是经济变化了
,

社会结构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现

在却显得落伍了
,

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
。

现在所出现

的问题有些比改革开放之初还严重
。

最近
,

我在广州

开的一个会上提出
,

经济上翻两番问题不大
,

完全有把

握
,

而社会结构的变化还没有过关
。

我们提出的经济

指标可以完成
,

如果说我们这些年出现的几个关键性

问题
,

根本体制上的问题不改变的话
,

那么我们所提出

社会指标蒯动准完成
。

比如
,

我国的社会结构构成
,

现

在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
,

再比如城乡结构
,

现

在应该具有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印% 的城市化率
,

但

实际上只有 41 %
。

2(X孙 年为41
.

8%
,

这是国家统计局

统计的数据
。

如果按农业户 口和城市户口分界
,

按照

农业与非农业来划分
,

则是 32 %
。

现在
,

有关户口的说

法
,

外国人是弄不懂的
。

什么城市户 口
、

农村户 口
、

农

业户 口
、

非农业户口
,

他们对此布觅准弄懂
。

现在又增加

一个
“

常住人 口
”

的说法
,

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亿二千万

农民工
。

他们明明是农民工
,

却跟城市人的待遇不一

样
,

但现在的统计已经把他们统计到城市常住人口里

面了
。

二元结构原来是城乡分割
,

现在
,

这个城乡分割

的二元结构搬到城里来了
。

城市里也是一城两制
,

对

市民是一种政策
,

对农民工是一种政策
,

所以社会问题

很多
,

刑事犯罪率之多甚至超过了
“

文化大革命
”

的时

候
,

超过改革开放之前
。

最近
,

我们在北京做了个杜会

调查
,

有一个区的调查报告说
,

第一
,

现在为% 被抓的

嫌疑人是外来人
,

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 ; 第二
,

现在

70 % 被侵害的人也是农民工
,

也是外地人 口
。

两个

力%说明
,

我国现在社会结构中的严重问题
。

现在中

国社会学界在搞中国社会分层研究
。

在现在的社会分

层里面
,

社会阶层结构跟经济结构是不一致
、

不相适应

的
,

我国的 G DP里面三大产业已经是二
、

三
、

一了
,

但就

业结构中 50 % 还是农民
,

即农业劳动者
。

在 14. 6 的

CD P 里面占有功% 的人是农业劳动者
,

这些农业劳动

者怎能不穷呢?

社会学工作者现在要进行社会结构的研究
,

社会

学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

给有关部门决策提出一些建

设性意见
、

建议
。

现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
,

这方面的文

章已经写了很多了
,

胡锦涛的讲话也见诸报刊
,

每一天

都在宣传这方面的事情
,

但是如何付诸实践? 构建和

谐社会大家都认准了
,

就像 加以 年宣传科学发展观一

样
,

我们要可持续发展
,

要以人为本
,

这个道理人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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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
。

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也是这样
,

要各尽所能
、

各

得其所
、

和谐相处
。

现在有些地方是乐业不安居
。

最

近
,

华东师范大学做了一个调查
,

发现在国人目前的需

求里面
,

社会安全感是一大问题
。

经济上去 了
,

吃饱

了
,

喝足了
,

住房也不愁
,

但晚上却不敢出门
。

我们中

国历来讲究安居乐业
,

目前这种状况就有些不和谐了
。

现在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很得人心的
,

在这方面
,

理论和宣传部门已达成共识
,

但怎样来付诸实践
,

需要

中国社会学界做点事
。

最近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所的课题组与四川大学合作
,

对四川一个县做了一个

调查
,

市
、

县的领导同志对经济结构
、

经济建设
、

G D P 这

一套已经很熟悉了
,

因为干了二十多年的经济为中心

吗 ? 所以
,

无论你到哪一个市里面
,

市长都会告诉你当

地今年 G DP 是多少
,

人均 GD P多少
,

财政收人多少
,

本

地可用财政是多少
,

农民净收人多少
,

居民净收人多

少
。

这些他
一
一 口气都能给你讲下来

,

但是你问他社会

结构方面的问题
,

如当地的就业率怎么样? 贫富差距

怎么样? 社会治安怎么样 ? 一般人回答不上来
。

和谐

社会建设的任务已经提出来了
,

大家也有了共识
,

怎样

付诸实践呢? 在对这个县进行的近一个月的调查中
,

我们重点调查了这样几个方面
:
第一

,

这个县的社会结

构是什么
,

按照胡锦涛提出的六个结构
,

人 口结构
、

就

业结构
、

区域结构
、

城乡结构
、

阶层结构(最难的要把阶

层结构弄清楚 )
、

社会组织结构
,

现在正在整理资料
。

第二
,

目前几个主要社会阶层的关系
。

人与人之间的

和谐实际上是阶层关系的和谐
.

为此
,

我们大致研究了

这样五个方面的和谐关系
。

第一
,

老板同工人的关系
,

特别是私营企业主与农民工的关系
,

或者叫劳资关系 ;

第二
,

基层干部同农民的关系 ;第三
,

老板同干部的关

系 ;第四
,

县以上干部同基层干部的关系
,

在现在的乡

村干部中
,

乡和村两级干部的身份是双重的
,

一面要代

表国家利益
,

一面要代表农民利益
,

他们同县以上的干

部不一样
,

所以会遇到很多尴尬的事情
,

特别在中国的

中西部 ;第五
,

知识分子或专业技术人员同群众的关

系
。

现在我们到农村去调查
,

农民说
,

农业税免收以后

不收皇粮
、

国税了
,

干部不来收费了 ;但看病乱收费
、

教

育乱收费成为农民意见最大的问题
。

我们通过问卷
、

访谈
,

把五种关系概括出来
,

现正在研究的过程中
。

前

面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
,

第三部分就是如何在一个在

县里面构建和谐社会
。

一方面还要求发展
,

工业还要

搞
,

城市化
、

农业产业化还要搞 ;另一方面则是在这个

过程中怎样来协调和调整社会结构
,

协调社会阶层间

的关系
,

使全县人民工业化
、

城市化
、

现代化过程中各

得其所
、

各得其利
,

又能和谐相处
、

安定团结
,

并相应地

提出如何实践的建议
,

我们做的就是这种工作
。

总之
,

怎样将和谐社会的构建付诸实践 ? 这正是中国社会学

界应当做的工作
,

即为现实服务
,

为决策服务
,

要积极

发扬当年晏阳初和李景汉老一辈的优秀传统
。

这是中

国社会学界的一个好传统
,

许多老社会学家
,

比如今年

刚刚去世的费孝通
,

他前年还到农村去调查
。

这种精

神
,

应该继承
。

第二
,

社会学本身有系统的理论
,

在实践中也总结

和概括出了一整套特有的调查研究方法
。

在社会学的

多种功能中
,

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记述的功能
,

就是把

社会变迁的事实用各种方式
,

如文字
、

摄影
、

录像
、

图表

等记录下来
。

中国当前的变化太快了
,

城乡变迁太快

了
。

特别是近十年
,

如高速公路
、

高楼大厦
、

农村的城

镇化
,

从外表上看日新月异
。

在北京
,

几个月不出门
,

大片的新建筑就会拔地而起
。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内

心思想的变化会比这些外在的东西变化得更快
、

更大
。

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把中国近十年
、

二十年的社会变化

记述下来
。

现在的中国社会学要想在近些年建立起宏

观的
、

国内的
、

国际的大的理论体系
,

不太容易
,

但我们

躬逢盛世
,

遇到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

就要把这

场社会大变迁记录下来
。

在这方面
,

社会学大有可为
。

我们这一代人在旧社会待过
,

更了解新社会
,

原来是搞

市场经济的
,

后来搞计划经济
,

现在则是搞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
,

这样的发展过程我们都看到了
。

目前
,

这些人

还在
,

应当把中国社会的这些变化记录下来
,

不仅现在

有用
,

将来也有用
。

有些调查研究
,

有些数据
、

问卷调

查
,

再加上某些录像
、

录音资料
,

这些东西在一定意义

上比写大块头文章作用更大
。

为什么 ? 因为有些事物

当时看不清
,

事后来总结却是一个很珍贵的材料
,

比如

要想了解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
,

通过晏阳

初
、

李景汉的《定县调查》
,

就可以知晓那时候的人们穿

什么
,

戴什么
,

怎样结婚
,

怎样种地
,

用什么工具
。

当时

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什么样 ? 风俗习惯是什么 ? 所有

这些看看《定县调查》就知道了
。

再过三十年
,

现在的

大学生不知道什么叫人民公社
,

什么叫三级所有
,

什么

叫评工记分
。

如果现在去做调查
,

还有人会告诉你
,

你

把它记录下来就成了社会学研究的资料
。

现在的农民

工
,

一年算一次账
,

按照中央的说法
,

农民工也是工人
,

因为农民工是工人阶级重要的组成部分
。

但这类工人

阶级才反隆
,

国内和国外的工人都是一个月发一次工资
,

有些国家的工人七天发一次工资
。

而我们的农民工一

般都是一年发一次工资
,

他怎么受得了 ? 不给农民工

签合同
,

反正就是一年发一次工资
。

更奇怪的是
,

农民

工平时用钱需要向老板借
。

本来老板欠农民工许多

钱
,

反过来却说借给农民工多少多少钱
。

什么原因?

就是过去人民公社时候的评工记分
、

年终结算延续来

6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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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一年分一次红
,

他习惯了
,

所以能够接受
。

我们远 哲学的可以在书斋搞出学问来
。

搞社会学的则不行
,

的讲定县调查
,

近的看费孝通的小城镇调查
、

雷洁琼的 搞社会学的不走出去
,

不走到下面去是不行的
,

无论多

五城市婚姻家庭调查
,

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搞的百县 大的社会学家
,

他的研究成果必然是从实践中取得的
。

调查
、

百村调查
。

做这些工作
,

对年轻人来说是最基本 其次
,

社会学要与时俱进
。

由于社会学需要在全球化

的训练
,

你得学会去做这种田野工作
,

这是研究的前期 的环境中发展
,

我们引进了不少国外经典的东西
,

还有

准备
,

学会了不光对社会学
,

对经济学
、

政治学等其他 一些新的思潮
,

对这些我们要不断地吸收进来
。

尽管

学科都有用
。

对于社会学的这种记述工作
,

中国社会 社会学传人中国才一百多年
,

但社会实践
、

社会建设
、

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一些人正在调查社会主义发展历 社会管理在中国源远流长
,

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社会

史
,

做口述史的调查
,

比如当年的合作化是怎么回事? 思想相当发达
,

从先秦到孙中山积累了丰富的遗产
。

当年的大跃进是怎么回事? 当年的大炼钢铁是怎么回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
,

只有中华文明留传了下来了
,

事 ? 把它都记载下来
,

其中的有些成果已经在香港的 这说明中国的文化包括社会思想是有生命力的
。

中国

凤凰台播放了
。

社会思想的丰厚内涵需要挖掘
,

同当前的伟大社会实

第三
,

要进行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社会学的队伍 践相结合
,

把中国的社会学派逐渐建立起来
。

建设
。

经过二十六年的发展
,

中国的社会学已经初具 第四
,

社会学工作者本身要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

规模
,

但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

向
,

正确的道德标准
,

正确的治学方法
。

在为 世纪五

无论在学科的理论建设
、

方法建设
、

人才建设
,

还是队 六十年代
,

老师要求学生先学会做人
,

然后再做学问
。

伍建设等方面都还远远不够
。

中国社会学队伍的人员 这个话听起来好象有些陈旧
,

但实践了几十年
,

感觉的

总量大概有五千人
,

在一个十三亿人 口的大国
,

一个具 确是那么回事儿
。

这些年的社会风气
,

包括学术界
、

教

有五千名专业工作者的学科
,

与兄弟学科相比
,

如经济 育界的风气确实需要认真整顿一下了
。

在社会学界
,

学科
,

我们差得太远了
。

同国外比
,

美国一个不到三亿 应特别强调社会学家
、

社会学工作者的道德标准和思

人口的国家
,

却拥有两万社会学家
,

在人员数量上我们 想素质
。

在这方面
,

我们前面有很好的榜样
。

雷洁琼

还差得很远
。

由此可见
,

中国的社会学还有巨大的发 教授今年整一百岁了
,

她既是革命的老人
,

也是一位学

展空间
,

年轻的社会学工作者将来必然大有可为
。

在 者
。

无论做人还是搞学术研究都堪称楷模
。

从革命来

学科基本建设方面也有很多工作要做
,

中国现在的社 说
,

她是民进的领袖
,

勇敢地同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作斗

会学只是一些基本的学科
,

比如说社会学概论
、

社会学 争
,

为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她早年在美国学社会

方法
、

西方社会学史
、

工业社会学
、

农村社会学
、

家庭社 学
,

回国后先后在多所大学当社会学老师
,

培育了一大

会学等
,

许多分支学科还未建立起来
,

社会学需要开拓 批社会学工作者
。

她是社会学恢复和重建元勋之一
,

更广阔的研究领域
,

包括加强社会学基本理论和基本 身体力行地为社会学的重建做出了巨大贡献
,

是中国

方法的建设
,

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及社会学中国 社会学界的骄傲
。

我们在做学问的同时还要注意人格

化等重大课题
。

目前
,

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
,

应当重 修养
,

要甘愿坐冷板凳
,

不能急功近利 ;要为人师表
,

做

视这样两个问题
。

首先
,

在实践当中
,

在为实践服务当 出榜样
,

你的学问才有人信
,

才有人听
。

中国社会学要

中去总结和发展
。

社会学是应用学科
,

更是与实践密 发展
,

必须解决好这四个方面的问题
。

切结合的学科
,

所以必须从实践中来
,

到实践中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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