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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与社会建设暨陆学艺学术思想研讨会举行

李瑞英

2013-09-02 09:15:00   来源：光明网 2013-08-31 

   

  为纪念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国家行政学院文化与

社会教研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建设暨陆学艺学术思想研讨会”，2013年8月31日在北京隆重

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副院长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北京工业大学校长郭广生，中国社会学会会

长宋林飞等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致开幕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党委书

记、副所长汪小熙主持开幕式。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学界、政府部门以及基层的相关人员近300人出席会议。 

  李培林在开幕词中指出，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前进入了一个新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国民经济转入一

个新的成长阶段；另一方面，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亟需加快社会建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要把推进社会现代化发展

的社会建设工作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把社会建设纳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总体框架。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和新形势，中国社会学界大力开展社会建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是中国社会学学科

获得具有中国气派和特色的发展的新契机，也是广大社会学者为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事业贡献学识和智慧的新契机。 

  李培林强调，陆学艺教授是我国著名的 “三农”问题专家。他毕生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推进农村发展而孜孜不倦地

研究和探索，直到去世前夕，他还在思考“三农”问题。陆学艺教授始终坚持把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用研究

主题，把解决这些问题、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作为研究志趣。他始终主张并且大力倡导，要发展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社会学，就

要在科学借鉴西方社会学的同时，立足本土，研究中国问题，说中国话，把握好做学术研究与为社会服务的关系。陆学艺教授是

继费孝通先生之后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一位不可多得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 

  李培林希望全国社会学工作者秉承陆教授的学术遗志，更好地研究中国社会建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更好地推动中国社

会学的发展，更好地为中国社会建设伟大实践服务。 

  李捷在致辞中指出，陆教授是一位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始终坚持为广大人民群众的

福祉服务，为解决广大农民群众面临的发展问题而呕心沥血，为党的事业、为国家和民族的富强而殚精竭虑，为实现中国社会现

代化和促进社会和谐和公平正义而上下求索。正因为如此，陆教授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卓著成就，而且为党和国家决策贡献了

许多充满智慧的意见和建议，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李捷强调，陆学艺教授在其一生的学术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民情出发，一切以深入而扎实

的调查研究为起点。他始终坚持做属于中国的学问，坚持在学问中说中国话。他并不反对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学术理论思想，但坚

决反对人云亦云，拾人牙慧，认为那绝不是发展中国学术尤其是中国社会学的正确道路。相反，扎根中国本土，依靠改革开放以

来发生的伟大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和发展所提供的丰富学术资源和土壤，不断探索创新，一定能够做出既属于中国又属于世

界的学问。 



  李捷最后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从2011年起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努力推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研创新、管理创新、

人才创新。通过三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广大学者和党员干部的共同努力，现在已经初见成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创新工程，不仅

追求学术上的创新，而且追求学风、文风上的改进。陆学艺教授以他毕生的努力和成就，以及他的学术品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者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目前，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一个大型学术机构来说，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目标任务，就是要在广大科研人员和工作人

员中，更加牢固地确立起正确的学术立场、学风、文风和工作作风。总结和研究陆学艺教授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创新，学习和发扬

他的学术品格和学术精神，可以并且应当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搞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汝信、郭广生、宋林飞在致辞中深切缅怀陆学艺先生的思想品格、学术品格、做人品格，希望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实际工作部

门的同志学习陆学艺先生的优良学风和工作作风，为中国的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开幕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上海大学副校长李友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江苏省太仓市委副书

记陆卫其分别作了题为《郑重确立陆学艺的历史地位》、《公平收入的合法性机制》、《形成社会转型的新思维》、《太仓“家

里人”怀念陆教授》的主题发言。 

  会上，还发布了由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新书发布仪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

长谢寿光等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和社会价值。本书系陆学艺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

新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也是陆学艺教授领导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推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之后的第四部研究成果。本书提出社会建设具体9个方面的内容，重点围绕社会体

制改革完善和社会结构优化调整。该书基于社会结构调整以推进社会现代化的视角，深入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系列重大现

实问题与理论问题，具有前瞻性、现实性与权威性。 

  下午，会议分“农村社会变迁研究”、“三农问题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研究”、“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研究” 

专题进行深入的研讨，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领导参加了学术研讨。此外还举办了陆学艺先生老友座谈会。 

  研讨会后，召开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第三届优秀成果奖颁奖仪式,为获奖者颁奖。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第三届优秀

成果奖共评出优秀专著3部，优秀论文6篇。 

  “优秀著作”3部（以姓名拼音为序）： 

  葛延风、贡森 等著：《中国医改：问题·根源·出路》，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年6月。 

  应星 著：《“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3月。 

  周怡 著：《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 

  “优秀论文”6篇（以姓名拼音为序）： 

  蔡禾、李超海、冯建华：《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基于珠三角企业的调查》，《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

1期。 

  陈光金：《市场抑或非市场：中国收入不平等成因实证分析》，《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6期。 

  李路路：《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毛丹:《村落共同体的当代命运：四个观察维度》，《 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期。 

  吴愈晓：《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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