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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社会学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建设暨陆学艺学术思想研讨会”述要 
 

本报记者   张怡恬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单位主办的“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建设暨陆学艺学术思想研讨

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与会者高度评价了陆学艺的学术思想，讨论了当前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点

问题。 
  与会者指出，陆学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取得了许多基于扎实调研、富有

理论创见的研究成果，赢得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赞誉，为我国社会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三

农”研究领域，陆学艺认为，解决好“三农”问题，归根到底要解决好农民问题，破除城乡二元

结构体制。在中国社会变迁和社会建设领域，他的研究始终紧跟实践步伐。上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他深入考察农村社会分化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把当时的中国农民划分为 8 个阶层，

受到国家有关部门重视。上世纪 90 年代末，他全方位研究社会变迁、社会流动、社会公平等问

题，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进入 21 世纪，他提出中国的社会建设就是要建设社会现代化，

其核心是在不断改善民生的同时加快调整社会结构。作为一位有国际影响的社会学家，陆学艺始

终主张并大力倡导发展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社会学，在社会学中国化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与会者认为，社会学者应继承陆学艺的学术思想和严谨学风，加强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

研究，特别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在社会学研究方面，与会者提出，社会学发展中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现代社会学研究怎

么和我国学术传统接续起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好地融合起来。一些社会学者对西方社

会学了解不少、很重视，但对中国学术传统不了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够自信。如果研

究的东西不接地气，路子就会越走越窄。因此，社会学研究必须以社会学中国化为己任，坚持正

确方法，增强问题意识。 
  在社会结构方面，与会者认为，目前我国的分配结构呈金字塔形，中等收入者偏少。形成以

中等收入者为主的橄榄形结构，应特别重视大学毕业生、白领、个体户和中小工商业经营者、技

术工人这 4 个群体。最近 10 年来，技术工人在社会人群中的占比略有下降，须引起高度重视。

应提高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加强教育和培训。比如，对进城农民进行培训，使他们成为技术工

人。 
  在社会建设和管理方面，与会者认为，有效的社会管理需要采取综合性手段，需要政府、社

会组织、个人和家庭共同努力。当前，社会管理面临亟待破解的两大课题：一是包括流动人口在

内的实有人口的服务管理，二是虚拟社会的服务管理。解决这两大课题，必须大力落实依法治国

方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完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吸取一些国家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重视服务和管理相结合。与会者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建设具备加快发

展的有利条件，如果能在改革创新上取得突破，就可以像经济建设那样实现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