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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方会长的开幕词

同志们
:

中国社会学会1 9 9 2年年会
,

经过充分准备
,

今夭在这美丽的城市— 杭州隆重举行
。

我

代表会议主办单位
:

中国社会学会
、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

浙江省社会学学会
,

向苍临会议指

导的中共浙江省委
、

省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表示诚挚的谢意
,

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代

表表示热烈的欢迎
。

这是中国社会学会九十年代第二次年会
,

年会主题是
“ 当前中国 社 会 变 迁 与 小康 生

活 ” 。

这是紧密联系九十年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

大家知道
,

本

世纪最后十年
,

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
,

非常关键的十年
。

因为它是在

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
,

进一步促进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
,

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

巩固与发展
,

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

按照十年规划和 ,’j 又五 ”
计划纲要 的 要 求

,

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 1 9 8 0年翻两番
,

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
。

这是一项十分宏伟而

又艰巨的任务
,

也是十分令人兴奋的事
。

实现小康生活
,

将使中国广大人民摆脱
一

长期以来那种贫困或饥饿的困境
。

这是一个既有

重大理论意义又有实际意义的研究课题
。

这次年会提出这个课题研究和讨论是十分必要的
。

因此受到有关各方面的领导
、

学会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重视和支持
。

这次我们收到来

自全国的论文
、

调查报告共 1 29 篇
,

这些论文都有一定的水平
。

在此应感谢论文的 作 者
,

对

小康生活方面的研究作出了有益的成果
。

党中央重视小康生活的研究
。

去年
,

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国家有关部门立项研究小康生

活 目标的量化指标
。

这个目标的量化系统
,

至少包含着
:

社会结构
、

人 口素质
、

经济效益
、

生活质量
、

社会分配
、

社会稳定等等方面
。

只有这些方面的互相促进
、

互相制约
,

形成一个

良好的
、

协调的社会环境
,

才能健康地步入小康生活的社会
。

十年规划和 ttj 又五
”
计划纲要提出

:

小康生活既有物质方面的内容
,

又有精 神 方 面 的

内容
。

因此
,

我们认为研究小康生活
,

需要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
。

小康生活需要多学

科进行综合研究
,

在综合研究中
,

社会学能发挥重要作用
。

什么叫小康生活 ? 怎样测量小康

生活 ? 小康生活与温饱的区别和联系 ? 实现小康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这都需要深入

研究和论述
。

如何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分析小康生活等等方面
,

社会学工作者是能

够做出它应有的贡献的
。

中国社会学会 1 9 7 9年成立以来
,

一直支持会员面向实际
,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

研究现实

社会中的重大理论和社会问题
,

从中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
,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为建设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学作出贡献
。

在这种鼓励和要求下
, “ 六五 ” 、 “ 七五

”
时期学

会会员积极参与国家社会科学规划中社会学项目的制订和实施并承担研究课题
,

其中有些研

究成果
,

在我国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较大成绩
,

受到中央和地方有关党政部门重



视
。

今后社会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
,

在国家社会科学规划的制订和实施中
,

应继续发

挥这种积极作用
。

十年规划和 ,’ / 又五 ”
计划纲要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明确提出

,

要特别加强对 九 十 年 代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以及改革开放中重大问题的研究
,

如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等
。

因此
,

社会

学应紧密结合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发展中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
,

为社会协调发展服务
。

这次年会还将认真总结和审议 1 9 9 1年 以来的学会工作
,

讨论和研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主要任务和重点工作
。

可以相信通过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
,

我们一定能够圆满完成会议的

各项工作
。

如果说八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阶段
,

那么九十年代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的

发展和 日趋成熟的阶段
。

为了到本世纪末使具有中国特色的
、

理论结合实际的
、

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社会学健康成长起来
,

学会应支持会员做好 以下工作
:

一
、

要按照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
,

进一步解放思想
,

大胆探索
,

勇于创新 小平同志一直

重视和关怀社会学发展
, 1 9 7 9年 3 月他说

: “
政治学

、

法学
、

社会学以及 世界政治的研究
,

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
,

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 。

正是在这一指示下
,

社会学才得以恢复和重

建
。

最近在北京召开的人大和政协两会都以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为指导思想
,

两会代表们都能

畅所欲言
。

我们开好这次年会也要以小平同志的讲话为指导思想
,

今后学会工作以及九十年代

社会学的发展和成长都要学习和贯彻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
,

并联系近年来社会学发展中遇到

的种种阻力和 困难
,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

大胆探索
,

勇于创新
,

只要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建设
,

我们社会学工作者都要勇于承担任务
,

任何困难都是能克服的 ; 也只有进一步解

放思想
,

面对中国实际
,

才能促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迅速成长起来
。

二
、

加强团结
,

求同存异 我们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研究课题
,

应组织力量
,

加

强协作
,

集中攻关
,

发挥社会学综合研究优势的特点
。

这也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研究具有

时代意义的新特点和新的研究方法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

因此所

谓团结
,

就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
,

其 目的是为 了更好地协力攻关
,

更快更好地出新成果
。

老

一辈社会学者费老
、

雷老经常关心社会学界的团结
。

费老说
: “

社会是个整体
,

在这个整体

中
,

谁 也离不开谁
,

你中有我
,

我中有你
,

共生互补
,

学其所长
,

补其所短
。

作学问
,

更应

该是这样
” 。

在学科发展中
,

当然会出现不同的观点
,

形成不同的学派
,

这是正常现象
。

我

们应求同存异
,

加强团结
,

互相促进
,

求得学科日益发展繁荣
。

三
、

大力提离杜会学工作者的专业紊质 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

我国

社会学应有一个大的发展
,

这取决于我们能否重视提高社会学工作者的专业水平
,

特别是社

会学师资的素质这一关键问题
。

从现在起我们应把提高社会学工作者的专业水平作为重要任

务
。

同时也要采取各种办法如脱产进修
、

短期培训等提高社会学工作者的专业水平
。

在这次讨论中
,

希望大家各抒己见
,

畅所欲言
,

围绕着这次的主题
,

热烈讨论
,

交流不

同看法
。

关于今后的学会工作
,

也希望大家多多提出宝贵意见
,

使我们的学会越办越好
。

在这里
,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
,

下城区长庆街道作为这次会议的承

办单位
,

为会议的召开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

提供 了多方面的支持
,

对此请允许我代表会议

的主办单位和全体与会代表同志
,

向他们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

谢谢大家!

2 9 9 2年 3 月 2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