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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学术研讨会会议文集。
《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分为三编，第一编“社会转型与社会学理论自觉”；第二编“
发展模式转变与中国经验”；第三编“转型中的问题及文化遗产保护”。
这三编文章，从不同的视角和领域探索了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这一议题，从总体上明确
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问题和主要矛盾是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这是我们现在所有社会问题的根
源。
由此进一步探讨了社会政策、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新思路、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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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杭生，1936年9月生于浙江杭州。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社会学系第一任主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评审组成员和召集人。
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社会学评审组组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学部委员，教育部社会学学
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等。
2004年开始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社会学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
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及教育部等的项目，出版专著及国家级教材数十部，发表学术论文约300篇。
着重研究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迄今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
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等。
1991年10月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证书。
2009年被评为第四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50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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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社会转型与社会学理论自觉
　“理论自觉”简要历程和今后深化的几点思考
　社会运行学派：理论自觉历程中成熟的中国社会学学派
　促进社会学传统范式和研究方法的融合聚汇 ——个体安全研究假设及方法中的“多棱透镜原则”
　元理论意义上的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郑杭生学术思想研究
　意识形态的理论形式与感性形式
　社会政策体系构建的社会理论基础
　文化自觉、理论自觉与方法论自觉——兼论人文区域社会学的建设与发展
　关系社会学研究反思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交往成本、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之间的关系分析
第二编　发展模式转变与中国经验
　从中国经验走向中国理论——法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探索
　中国社会政策的演进、特点及趋势
　理论自觉与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走向环境友好型发展的博弈规则——环渤海环境治理机制的个案分析王书明
　结构优化与体系变革：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组织管理的路径选择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论析
　乡土中国的转型与后乡土性特征的形成
　从“家长制”到“逆家长制”——意识形态转型与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变迁
　法治、社会动员与中国现代化
　乡土场域中的信任逻辑与合作理性：定县翟城村个案研究
第三编　转型中的问题及文化遗产保护
　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特征分析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研究——基于江苏省扬州市两个失地农民社区的调查
　需求与寻求：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中的资本和策略——六省个案研究的扩展
　“社会不确定性”问题初探
　云南跨境民族地区艾滋病流行特征研究
　城市化过程中农转居人群的角色转换研究
　小日志与大事件：互联网的公共话语
　社会转型时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思考
　当代蒙古民族游牧文化相关问题之新解读
　城市蒙古族教育的调查分析——以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为例
　试论走向现代经济社会的中国庙会文化
　社会互构视角下就业秩序变迁的探讨
　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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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谓“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改变话语权状况的必要条件，是指“理论自
觉”能使我们增强学术的主体性、反思性，从而使我们觉悟到，适合西方社会概括出来的那些话语，
并不都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要根据中国的情况，概括、创造出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学术话语，
从而打破、改变学术话语权一直为西方社会学垄断的状况。
如果连这种想法都没有，如何谈得上改变学术话语权一直为西方社会学垄断的状况！
　　所谓“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增强自主创新力的必具前提，是指“理论自
觉”能使我们增强学术的主体性、反思性，从而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社会学界也同样担负着理论创新
的责任，同样有可能是创造者，而不仅仅是外国理论的贩卖者或掮客。
　　上述三个必由之路、必要条件、必具前提，充分说明“理论自觉”是提高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
学格局中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力的增强，外国社会学者已经对我国社会学
界刮目相看，过去那些很难见到、很难请到的外国大牌学者，现在已经相对来说容易见到、容易请到
了，这是因为他们现在也渴望进一步了解中国，深入研究中国，他们的心态改变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自己不提高主体陛、反思性，不拿出真正有水平的东西来，最终是得不到别
人的尊重的。
　　其次，我们还要认识到，“理论自觉”是提升中国社会学理论内涵的内在要求，因为只有“理论
自觉”才能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元理论的转向、实现本理论的创新、实现分理论的开拓。
　　在中国社会学的元理论回归或转向上，我想向大家推荐王道勇博士提供给这次会议的文章--《元
理论意义上的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郑杭生学术思想研究》。
这篇文章指出：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研究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
在社会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郑杭生通过论证社会学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对社会学元问题进行全面
探究，以及对社会学发展进程进行社会学研究，对社会学元理论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性的积
极回应，为社会学赢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再次，我们要进一步认识，“理论自觉”还是形成社会学中国理论学派的巨大动力，因为只
有“理论自觉”，才能推动学派核心理念的提炼，促进核心团队的凝聚，推进学派氛围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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