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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变革和发展，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其中，最根本的

标志和成就，就是创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四位一体”所构成。

◆ 新中国70年的伟大变革和实践，为中国社会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厚的土壤。历

史和现实都深刻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社会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

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

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社会学的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

动力和广阔空间。

◆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首要的就是扎根中国社会沃土，特别是要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新

中国70年来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二是立足基本国情和历史传统；三是坚持问题导向

和实践品格；四是坚持融通创新和原创特色。

* 本文系作者2019年1月13日在中国社会学会新春论坛暨京津冀社会学界座谈会上的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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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迎来70年华诞。2019年的中国社会学会新春论坛暨京津

冀社会学界座谈会，以“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回顾与思考”为主题，总结研究70年来我国社会

建设、社会治理和社会学发展的历程与成就，很有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

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总结历史创造的成就和经验，思考历史留下的记忆和启示，有利于我们

更好地认识现实、把握未来，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助推国家现代化和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以1978 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行历史阶段划

分，可以划分为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前一历史时期，是我国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个新时期的历史还没有结束，如果把这个历史时期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

再作一个划分，则是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将这三个时期的历史贯通起

来，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光辉历程，是中国社会发展极不平凡的历史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历史，中国人民真正地站立起来，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这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

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两场伟大的社会革

命。一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进行的。这一时期，我们完成了从

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全面确立了社

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包括我国现行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的；这个

时期还开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尽管遭受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到1956年第

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时，从前连铁钉都要进口的中国，第一次有了自己生产的飞机、机床与

电子工业。另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场社会革命，围绕

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全面、系统、深入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

队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全方位实行对外开放，不失时机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市

化、现代化，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城乡社会面貌大为改观，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两场伟大的社会革命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前一场社会革命为

后一个社会革命奠定基础、提供前提，后一场社会革命是前一场社会革命的历史演进和必然趋

势。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大逻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发展、创新的理

论大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变革和发展，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其中，最根本的标

志和成就，就是创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四

位一体”所构成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的主题。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

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丰富发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但它根植于

新中国成立70年长期奋斗的基础上，是我们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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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千辛万苦、接力探索取得的。创造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

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也为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大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物质基础、政治基

础、制度基础和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70年一路走来，奇迹屡创、成就辉煌、令世人叹服。但也历经了披荆斩棘、风

风雨雨、曲折与坎坷。其间，饱尝了各种重大风险与困难，经受了许多艰辛探索和严重曲折的

考验，也付出了多方面巨大的代价。我们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研究与看待新中国的历史，坚持以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科学精神，分清主流与支

流、本质与现象、成就与失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入研究社会发展规律，从社会变革

思考中汲取智慧，从理论上诠释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历史必然，牢牢把握中国社会前行的方

向与发展趋势，为人类社会现代化建设提供中国方案，这是中国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生动体

现，也是中国理论工作者特别是社会学界的责任与使命。

新中国70年的伟大变革和实践，为中国社会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厚的土壤。历史

和现实深刻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社会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

有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

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社会学的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

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这就要求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规律、本质特点和内在

要求，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探索新理论，助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一系

列重大课题，包括：社会学界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导下研究和概括新中国70年的社会变革与发展史？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和新时代的历史承继

与伟大转折的基本理论与现实依据是什么？如何认识新中国70年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发展历

程、巨大成就和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学发展如何既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植根于

中国基本国情，又如何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丰富内涵、精神特质与理论范式中

加以充分体现？这些问题的破解，必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学不断创新发展。可以相信，随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学创新发展又迎来一个新的春天，必将开创我国社

会学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境界。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中国社会学界应该也可以大有

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

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

和优势。”社会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坚持这一根本原则。正如已故著名社

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言：“要在中国泥土里培植中国的社会学。”从这个角度而言，构建中国特

色社会学，首要的就是扎根中国社会沃土，特别是要全面、深入研究新中国70年来革命、建设

和改革的伟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这里需要把握如下几点：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方向。任何学科建设、学理研究都

有一个为了谁的问题，社会学科也不例外。在社会学科建设中，我们要坚持立足于中国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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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与历史传统，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坚持推进国家社会治理体系

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坚持和谐社会建设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些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科

的根本。二是立足基本国情和历史传统。“社会学”既是“西学”，更应是“中学”。新中国70年

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经济实现大发展、社会发生大变革，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独特

发展经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提供了现实依据和历史根

基。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伟大时代，呼唤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三是坚持问题意识和实

践品格。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深

入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准确把握住历史脉络和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学术创

新、学科创新。中国社会学应围绕中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不断丰富和优

化社会学学科体系，提升回应现实问题的学科能力。四是坚持融通创新和原创特色。一方面，

要发挥多学科、跨学科优势，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社会学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比如

社会治理学、社会政策学等。另一方面，要总结中国经验，勇于创新，不断概括出中国特色社

会学的新概念、新范畴、新术语，打造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解决长期以来社会学

话语体系中“西强我弱”等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成立八年来，积极探索高校智库建设与学科建设相结合

的新路子。坚持双轮驱动，着力推进社会治理智库与社会学学科一体化建设，进行了一些积极

探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2017年9月，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作为北师大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

院重要支柱被纳入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培育单位；2018年3月，国务院学位办正式公示了2017年

全国学科授权点审核结果，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获得通过，社会学院是主

建单位。几年来，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九个方面工作：一是向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建议。截止

2018年12月，有76项决策咨询研究成果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批示，决策影响力不断提高。

《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治理的新进展》获得包括中央主要领导

在内多位领导同志重要批示。二是连续举办八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每次论坛都产生了一批高

质量研究成果，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三是组织编撰和出版大型文献图书《当代中国社会大事

典 （1978-2015）》，四卷320万多字。这部大事典全景式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领域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目前，我们正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的支持下，组织编撰《当代中国社会大

事典（1949-1978）》。四是组织编写《中国社会治理通论》。这本教材历时两年、十易其稿，已

经交付出版社。五是建设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信息库，开发和推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百

科”。六是创办我国首家社会治理领域的杂志《社会治理》，为理论界与实务部门创新社会治理

与社会建设提供了平台。七是组织开展“百村社会治理调查工程”。八是推进社会学、公共管理

学、历史学、经济学在内的交叉学科建设。九是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与英国相关大学机构联合

举办三届“中英社会治理现代化论坛”等，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坚持双轮驱动，两副重担一肩挑，既建设新型社会治理

智库，又建设一流社会学学术重镇，培养高层次社会建设人才。我们要充分发挥高校人才培

养、学科建设和科研资政的优势，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作出自己应

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杨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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