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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乡发展研究》，费孝通主编，1989，                            湖南人民出版社 

2.  《城乡协调发展研究》，周尔鎏、张雨林主编，1991，                江苏人民出版社 

3.  《东亚社会研究》，研究所主编，1993，                            北京大学出版社 

4.  《边区开发论著》，潘乃谷、马戎主编，1993，                      北京大学出版社 

5.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与运行机制》，马戎等编，1994，          北京大学出版社 

6.  《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研究的探索》，研究所编，1995，              天津人民出版社 

7.  《多民族地区：资源、贫困与发展》，潘乃谷、周星主编，1995，      天津人民出版社 

8.  《边区企业的发展历程》，邱泽奇著，1996，                        天津人民出版社 

9.  《集体企业个案调查》，邱泽奇著，1996，                          天津人民出版社 

10.  《双二元结构社会的分化与整合》，钱灵犀主编，1996，              远 方 出 版 社 

11.  《西藏社会发展研究》，北大研究所与中国藏学中心合编，1997，      中国藏学出版社 

12.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马戎、龙山主编，1998，          福建教育出版社 

13.  《中国基础教育问题研究》，马戎、龙山主编，1998，                福建教育出版社 

14.  《中国乡镇组织变迁》（调查卷），马戎等编，1998，                山西人民出版社 

15.  《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卷），马戎等编，1998，                山西人民出版社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1.  《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 潘乃谷、马戎主编, 

     邱泽奇、王铭铭执行主编,  1996,                                  天津人民出版社 

2.  《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周星、王铭铭主编，1997，             天津人民出版社 

3.  《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王铭铭著，1997，       天津人民出版社 
4.  《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王铭铭著，1997，                       天津人民出版社 
5.  《象征与文化》，王铭铭、潘忠党主编，1997，                     天津人民出版社 
6.  《现代化与少数民族文化》，高丙中主编，1997，                   天津人民出版社 
7.  《田野调查与文化自觉》,马戎、周星主编, 
     潘乃谷、王铭铭执行主编, 1997,                                     群 言 出 版 社 
8.  《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 马戎编, 1997，                   天津人民出版社 
9.  《汉人的民俗宗教》, 渡边欣雄著, 周星译, 1997，                   天津人民出版社 
10.  《环境与社会》，Charles Harper 著，肖晨阳等译，1998，           天津人民出版社 
11.  《蒙古游牧社会变迁》, 色音著, 199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2.  《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 钱民辉著, 1998,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3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与发展》, 马戎、周星主编, 1998,            北京大学出版社 
14.  《中国多民族社区发展研究》，马戎、周星主编，1998，            北京大学出版社 

15  《中国区域发展模式的社会学研究》, 张敦福著, 1999,                 山西人民出版社 

16.  《体制与运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与现状》, 蒋力蕴著, 1999,              (待定) 

17.  《乡镇行政：北园镇的个案研究》, 刘能著, 1999,                               (待定) 
18.  《乡土社会的权威体系与纠纷解决》, 赵旭东著, 1999，                        (待定) 

19.  《变迁与重构：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 方李莉著, 1999，                (待定) 

20.  《近代华北农村的社会结合》, 张思著，1999,                                 (待定) 

 

 

【学术短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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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地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座谈会”在京召开 

 

 自 1996 年起，在费孝通教授主持和指导下，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承担了国家教委

“九五”期间的重大课题“当代社会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这一课题在很多方面涉及到我

国社会学与人类学总体学科建设问题，为了进一步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问题的讨论引向

深入，在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司的鼓励和支持下，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于 1998 年 1 月 10

日，组织召开了京津地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座谈会。来自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司的领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央

民族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以及《中国社会科学》

杂志社、《光明日报》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 30 余人参加了为期一天的学术座谈会。与会者主要

围绕如下几个问题展开了讨论：（1）对于中国社会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的问题；（2）社会学与

人类学相结合的问题；（3）社会学与人类学学科的应用问题。 

 在这次学科座谈会上，与会者大多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学人类学在现实社会中的应用。有

的学者以费孝通教授的小城镇研究和边区开发研究为例，指出社会学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于认

识中国、改造中国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目前的应用研究，还缺乏规模和力度，要在主流社会的

研究中注意深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最后，学者们就社会学人类学的人才培养，及其这两个学科的学术规范化进行了讨论。为了

今后的学科建设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一定要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注意加强学科的研究规范性。大

家认为以社会文本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在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需要的是一种对本土

的悟性，来建构我们的知识体系和概念体系，进而解决理论层面与经验层面的问题。  （麻国庆） 

 

“京津地区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研讨会”（研究生部分）在京召开 

 

1998 年 3月 22 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召集召开了“京津地区社会学人类学‘学

科建设’研讨会（研究生部分）”。出席讨论会的有来自北京和天津地区的北京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南开大学等单位的社会学、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共

30 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马戎教授致欢迎词。在与会的二十二位同学的主题发言中，

大家就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广泛地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涉及到许多与我国当前社会

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密切相关并且为广大研究生所关心的议题。如“关于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几

点看法”（刘能）、“关于社会学中国化问题”（王万俊）、“谁需要一门科学社会学？——科

学社会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状况”（赵万里）、“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的关系”（马福云）等发言

都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现会议已经收集了与会者二十几篇论文，在由北京大学社

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辑后，将以专刊的形式发表，以为纪念。大家表示希望今后能够多组织这样

的活动，把广大研究生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师生携手，共同投身于我国社会学与人类学重建

工作这一神圣事业中去。                                                   （赵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