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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需要研究的 6 个重大问题,并提出社会学必须要有研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重大问题的/问题意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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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步入本世纪不久,以江泽民为代表的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给予了高度

关注。江泽民同志就此连续 3 次发表讲话,提出要/ 加强哲
学、经济学、政治学, ,社会学等各学科的研究0。这表明,

曾经中断 30 年、恢复重建后获得了巨大发展的社会学将进

入一个新的黄金时期。

一、当前的经济社会形势以及社会学的任务

经过 23 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对于新时期的前景, 国内外

有不少议论,有的是公开的, 有的是潜在的, 有非常乐观的,

也有十分悲观的。国外的议论很典型: 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

期,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提出 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预

言。但当时就有人评论 :亚洲不行, 已经潜在着危机。1995

年美国未来学家布朗发表了52030 年谁来养活中国?6他指
出: /到 2030 年中国要进口 3 亿吨粮食 (全世界只有 2 亿吨

商品贸易粮)0。中国有钱可以进口, 这样, 发展中国家就要

面临粮食危机。2000 年初国际上又响起了中国崩溃论。美

国经济学家发文指出, 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假的,数据有

水分,中国面临着资源危机, 生态破坏, 水资源匮乏;政治改

革滞后,国内贪污腐败盛行, 国内矛盾重重,社会不稳定。将

面临着苏联式的危机。

国内也是议论纷纷。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经

济进入了新阶段,长期的短缺经济克服了, 从卖方市场到买

方市场,主要商品 80%都供过于求, 许多产品卖不出去, 这

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中国已经走上了民族振兴的大路, 前途

似锦,将会成为经济、政治、军事大国, 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

之林。小平同志三步走战略已经实现了两步。江泽民同志

提出的 GDP 到 2010 年翻一番, 2020 再翻一番(人均 1000 美

元) ,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有望实现。

但是我们有许多人还是心存疑虑。实现现代化的条件正在

成熟,但有几个坎必须过。如经济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

要有成效;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要解决;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要融洽; 社会结构要调整过来, 形成中等收入者阶层为主体

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 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进行。所有这些

难题都要解决好。否则拉美型市场经济的负效应也不是不

可能再现, 那是前车之鉴。

我是谨慎的乐观派。我们这些问题在发展中是会解决

也是可以解决的。但前提是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

方针路线要坚持, 要继续深化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

路要继续走下去。对于这些宏观问题, 社会科学要有研究,

要有正确的判断, 有对策性的建议。这方面做了一些,但显

然是不够的。这正是江泽民同志不到 1 年时间, 3 次同社会

科学家座谈, 发表 3 次重要讲话, 提出殷切希望的真正要义

所在。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复兴、要前进, 最重要的是要有正

确的理论指导, 政治上要有正确的方针、路线。从国际现代

化的历程看, 后发展国家技术可以引进,经济可以赶超, 但经

济发展了, 并不等于社会就进步了,并不等于能够长治久安。

社会学就是要研究、要提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人民幸福安

康, 社会全面进步,国家长治久安的治本的理论和策略。

就中国社会科学的现状说, 这有客观原因, 也有主观原

因, 内部发展也很不平衡,这些年经济学是一枝独秀。前 20

年经济学家做了很多工作,很多贡献, 今后 20 年社会学者要

大有作为, 经济还要继续发展, 但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社会

进步的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这为社会学的发展拓展了更广

阔的空间, 也提出了更为艰巨的任务。

今后 20 年,也是中国社会学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改革开

放需要社会学,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社会学, 社会学也

将在这项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重建起来, 发展

起来和繁荣起来。今后 20 年中国社会要继续前进, 就要基

本解决上述这些难题, 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华民族就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

二、社会学要有研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重大问题的/ 问
题意识0

中国社会学在 1979 年重建以后, 23 年来有了很大的发

展, 现在全国教学系统已建立有 50个社会学专业,有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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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和科研的专业工作者 5000 余人。每年有 1000 多篇论

文和调查报告, 200 多部著作和译作问世, 可以说是空前繁

荣了。但对于我们这样大的国家来说,对于现代化建设的需

要来说, 社会学还应该继续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社会学工作

者的队伍还要继续扩大(现在全国还有 10 个省、自治区的高

等院校没有建立社会学系) , 当然社会学工作者的素质要进

一步提高,社会学学科建设也要继续进行。所以有同志认为

/ 社会学还要继续补课0 ,这是有道理的。

前面说过,社会学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这个伟大的事业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和提高。其

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有研究重大问题的/ 问题意识0。在
研究中出成果、出人才。

目前,我认为有以下一些重大问题需要研究, 也值得研

究。

1.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

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大多数人民群

众都得到了实惠。但是,社会并不安宁, 相当多的人有意见。

/ 生活从来没有这样好过, 意见和牢骚从来没有这样多过。0
这是为什么?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经济

社会还没有协调发展;怎样才能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这是

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

2. 社会结构变迁问题。经济结构已经变化了, 但社会结

构还没有相应调整过来。例如,我国的工业化已到了中期阶

段,但城市化还只达到初期阶段, 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

城乡关系不协调,城乡差距还在继续扩大, 城乡矛盾是当前

主要的社会矛盾, 许多矛盾是由此派生的。怎么解决? 又

如,随着经济发展, 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有些阶层分化了, 有些阶层新生了,整个社会阶层

结构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如何通过调查研究, 正确认

识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作出新的概括, 并据以制定新的

经济社会政策,协调好国家和各社会阶层的关系, 进一步调

动各个社会阶层的积极性,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维护

社会稳定,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3.农业、农村、农民嗡题。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 我国

的农业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粮食和农产品供给充裕,满足了

城乡人民的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但是农村问题、农

民问题还未解决。农民太多 ( 2001 年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

的 62. 3% , 农民身份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73. 2% )城乡差距太

大, 而且还在继续扩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总不能只

在城市里建设, 让 70%多的农民仍在穷乡僻壤, 过小农经济

的生活吧! 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4.城市化和中国实现城市化道路问题。城市化是工业

化、现代化的必然之路,也是大势所趋, 这一点上上下下正在

逐渐取得共识。但中国怎样实现城市化? 是大城市化? 中

等城市化? 是小城镇化? 还是大、中、小城市综合发展? 事

实上存在着分歧, 要有一个明确的决策。国际的经验是一个

国家城市化率超过 30%以后,将是加速发展的时期 ,中国目

前正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 应该有个明晰正确的方

针, 不能等到化起来之后再改正, 那就损失大了。

5.社会保障问题。建立符合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 是现

代社会的稳定器。90 年代中期以后, 全国城市的社会保障

工作有了很大进展, 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但这主要都是

在城市, 在新时期如何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还没有

破题。

6.社会学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社会学工作者的队伍将继续

扩大, 社会学学科的自身建设也要求继续加快发展和提高。

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研究要继续加强,应用研究要进一步

扩展。国际上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有 110多个, 我们现在还只

有 40 多个,还有许多空白。社会学学科建设中的一个大问

题, 怎样实现社会学的本土化, 怎样使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

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 更好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服

务, 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 这是当代中

国社会学工作者要担当的历史任务。以上列举了几个重大

研究课题, 当然决不止就是这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

重大问题还很多, 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去思考、去发现、去探

索, 选题本身就是一门学问。课题选准了, 下功夫去做了, 持

之以恒就会做出成绩来, 就会有所贡献。就我的体会,一个

重大问题, 一门学问,没有 10 年、8 年的功夫,是做不出名堂

来的。古人云: / 十年寒窗, 十年磨一剑0。范文澜先生说:

/ 板凳要坐十年冷0, 讲的就是这个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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