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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
新“黄金时代”

*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和行政体制改革，而且迫切需要强化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处理好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处理好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关系。

经济新常态阶段的到来，对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和探索提出了新的任务，也为中

国社会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广阔空间。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社会学会2015年学术年会上的讲话。*

2015年非同寻常，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

关键一年，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

还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和“十三五

规划”的谋划之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

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

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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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

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

大逻辑。

经济新常态的核心要义就是经济增长变

速、产业结构升级、发展动力转换，即我国

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

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

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

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不能简单地把经济新常

态理解为增长速度的变缓，经济新常态下面

临着诸多新挑战，但也同样孕育着一些必须

把握的新机遇。

经济新常态还有着深刻的社会意涵，经

济新常态下社会转型和社会进步的巨轮仍在

破浪前行。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社会

的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

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而且迫切需要强化社

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我国经过37年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与此同时，

在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不同社会

发展阶段容易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也集中显

现，如城乡、区域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发展差

距较大，利益格局调整中的矛盾较多，就

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体

制还不完善，不符合社会进步、和谐、文明

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矛盾和问题，在经济

高速增长时期容易被暂时吸纳和遮蔽；但在

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动力转化和财政

压力增大的新形势下更容易凸显。

我们必须要通过深化经济和社会体制

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

制，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加快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和现代化转型

进程，激发社会活力，处理好社会矛盾，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体系

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不仅涉及到要处理好政

府与社会的关系，还涉及到要处理好市场与

社会的关系，以及处理好不同社会阶层和群

体之间的关系。必须全面系统地弄清楚，哪

些社会事务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承

担，哪些需由各自分担，从而建立起高效、

快捷、低成本的经济社会运行体制机制。

在全面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加快

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转

型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态势值得我们高度关

注，这些新态势包括城镇化发展的新态势、

就业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新态势、收入分配

变化的新态势、职业结构变动的新态势、居

民生活消费的新态势、老龄化的新态势，等

等。在这些方面，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况，

与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时期的情况相比，已

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有些变化是带有

转折性的变化。我们社会学工作者有责任弄

清楚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新的机遇和挑战，为

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在第二个30年中的

持续稳定发展作出贡献。

经济新常态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

了新机遇、新动力、新变化，经济新常态也

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新风险。社会改革

与社会治理不仅关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挑战，也关乎中国

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经济新常态阶

段的到来，对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和探索提出

了新的任务，也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

新的机遇和广阔空间。如果说过去30年是中

国社会学发展的“黄金30年”，经济新常态

下社会各界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空前重

视及中国社会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将开启中

国社会学发展的另一段新的更高水平的“黄

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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