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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我做了些研究，写了些文章，主要是在“第一跳”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有过不少挫折，我研

究过小城镇问题、中等城市问题，后来进入了区域发展的研究。但再“跳”到信息时代，我已经没

有条件研究了。而你们要去“跳”，要去研究。工业化这一段发展很快，而信息化表现为电子化甚

至光子化，会更快一些，因此，我国的社会变迁之巨大和迅速，让社会学家紧跟时代的步伐成为

很不容易的事。你们这一代比我们面临的困难更大，任务更重，但不能不跟上去，否则是要被淘

汰的。我指的是我们人类要适应这种变化，就要能解释这种变化，知道它如何变化和走到哪里去，

这应该是社会学者的任务和责任。目前有些学术领域已经在研究太空了，将来还会进入太空时代，

做太空时代的文章可能是第三代人的事情了，你们作为社会学重建以来的下一批学术骨干，这第

二跳如何去跳，是很值得认真探讨的。 

我最后还想说点老话，也是老人的话。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大家可以放开手努力去做，

要做事，可以研究的领域太多了，要认真踏实地去做。团结起来，携手共进，要各美其美，美人

之美，为了学科的发展而共同努力。当然，这不等于没有竞争，在改革开放的社会里，不竞争也

就不会有进步和发展。 

科学工作的动机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民族、国家以至于人类的共同利益，要有一条缰绳—

—事业的缰绳把大家集中在一起。同时也要发挥个人的长处，不要埋没人才。但最终，事业是大

家的，是人民的，这也不只是为了社会学这个学科，而是为了现代化，这是人类发展的方向。正

如我在 1982 年已经讲过的，希望大家投身进去，成功也许不在我们这一代人，但可以做一种科

学地研究中国社会的先驱者。 

                                                                                                                            

2000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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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在未来的发展趋势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研究员、副所长 

 

本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近 20 年来，在国际学术界，社会学快速发展，并且出现了下述比

较明显的发展趋向： 

 

社会学理论在反思与重建方面有了突破性进展 

社会学的发展使它们越来越远离形而上学的庞大体系，也基本上放弃了如孔德、斯宾塞、帕

森斯那样试图构建解释一切的宏大理论的努力。社会在各个层次上的快速成长、变迁与重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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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社会边界的模糊化和社会间的相互渗透与相互影响，社会的客观性与主体性之间的复杂关联，

使社会的复杂性和多维度越来越呈现出来，过去那种简化复杂性的还原论，二元论、“客观”论，

对现实越来越缺乏解释力。与此同时，社会学为了克服宏大理论缺陷，加强了理论本身的反思和

建构，在社会交往与沟通，结构化与反思性、公共领域与结构转型、权力—话语与组织—制度、

民族—国家与暴力、阶级—阶层分化与职业流动，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社会组织与社会网络、

性别与性、全球化与地域化，意识形态与文化认同等方面，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些都使社会

学的理论阐释力度显著提高，学术渗透力明显增强，同时又避免了形而上学“无所不包”的狂妄，

从而使社会学逐步成为一门既具有理论深度又日益规范的学科。 

 

社会统计分析方法的完善和运用 

在整个国际社会学界，20 年前，10 个研究者中大概只有 3 个使用社会统计方法从事研究，

但今天，这个比例也许正好要倒过来。以随机抽样和对抽样数据的统计分析为标志的社会统计方

法，在过去 20 年中有了长足的发展并日益完善，其对社会变迁的描述、分析和追踪能力，使得

社会学越来越成为专门化程度很高的，可用经验数据加以验证（或验误）的社会科学门类。社会

统计方法在社会学中普遍运用和强势扩展，虽然仍然受到具有人文理论取向的学者的怀疑、抵制

和批评，但却得到了注重应用的社会学研究者的普遍认同。社会统计分析方法之所以得到如此迅

速发展，一方面是由于计算机和统计软件的惊人进步使社会统计成为一种非常便于入门的“基本

技术”，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统计的定量化和定性化分析，以及其数据也因此同时具有可积累、

可比较和“可重复”的性质，符合了对社会科学的某种“科学化”要求。当然，比较适合于“大

范围”、“远距离”和“追踪性”的研究，也是社会统计方法在社会学界日益盛行的原因。 

 

跨学科研究领域的不断增多 

随着社会学自身的分工化和专门化，它与其他学科之间在研究领域方面的区分也日益模糊

了，大量跨学科、多学科或边缘学科、综合学科的研究涌现出来。一方面，社会学的一些传统研

究领域，如家庭、婚姻、组织、犯罪、社区、行为等，已经不再是社会学的绝对优势领域，经济

学对生育行为和集体行动的研究，法学对社会法的研究，历史学对社会史的研究，心理学对人际

交往和互动的研究，都对社会学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优势提出了严峻挑战；另一方面，社会学也超

越了传统的研究边界，在诸如权力结构、区域发展、话语实践、市场网络、消费行为、信息传播、

生态环境等过去陌生的或属于其他学科的领域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意味着学科划分已不

再仅仅是以研究对象为分界，研究方法和学科视角日益成为学科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理由。 

 

社会学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 

在社会职业分化日益要求社会学专门化和社会需求日益迫使社会学研究具有应用性的背景

下，社会学逐渐成为社会科学中与经济学和法学并驾齐驱的第三大支撑性、基础性社会科学学科。

在就业、社会保障与福利、社会组织与第三部门、城市发展与社区服务、人口生育—教育与劳动

力的培训—安置—家庭与婚姻生活、社会安全，社会工作等各处领域。社会学都肩负着培养职业

人员和专门人才的重大责任。这种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趋势，要求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提供比以往

更实用的知识和更加专业的技能。特别是随着社会流动规模和速度的加剧，老龄化程度的提高，

社会学工作者的需求正日显急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