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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调查研究是这样一个交汇点，它逻辑地勾连着现实与理想——理论，也逻辑地让众多社会科
学归———现实。
这正是社会调查研究的魅力所在。
如果再给这个点赋予时间上的属性，它勾勒出的就是一部社会调查史。
本书以“为什么书写中国社会调查史”为起点，展开基本概念与书写方法的理论界定，考察发现社会
事实、解决社会问题等一系列行为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
从中国古代社会调查开始，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学术界与共产党人进行的社会调查；新中国
成立初期至“文革”结束（1949—1976）进行的社会调查；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组织的社会调查，学
术机构所作的调查研究，以及民意调查与市场调查的兴起与发展等，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
最后，对社会调查史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科学发展趋势、社会进步的作用，作了总结与思考。
本书适合从事社会调查研究的教学、科研人员，社会学、新闻学、管理学、历史学等人文社科专业的
本科生和研究生，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调研、决策研究的公务人员，以及一切关心和爱好社会
调查研究及其方法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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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至今一、社会学学科恢复与社会调查的再次兴起（一）社会学的恢复（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调查
研究综述二、以社会学学科为主进行的社会调查（一）综合性调查（二）专属性、地域性调查三、其
他社会科学各学科进行的社会调查（一）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二）党史（三）哲学（四）理论
与应用经济学（五）政治学（六）社会学（从略）（七）法学（八）历史与考古（九）民族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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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与网络调查方法的应用第九章 中国社会调查史的理论启示一、社会调查促进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
一）人类学的本土化努力（二）社会学的本土化努力（三）社会调查本土化的现状二、社会调查对复
杂性科学方法的促进（一）实质性与形式性（二）真实性与复杂性（三）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革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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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研究（三）调查研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后记 历史深处的中国社会调查史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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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中国古代的社会调查　　在奠定了思想基础之后，中国社会调查开始出现了与西方现代社会
调查类似的雏形和模式，而这无疑为研究中国调查史的源头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本章将从资料收集部分和资料分析部分进行阐述。
　　（一）资料收集　　1．《史记》与《汉书》　．　　汉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
在经历了先秦的纷争与秦朝的腥风血雨之后，古代中国在汉朝建立之后，进行了大量地对文化作梳理
和整合工作，而这无疑促成了古代调查史雏形的建立和进一步完善。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司马迁对于西汉之前古代社会现象和事实的文献考证。
“然而其中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
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
”①20世纪以来，《史记》的文学研究呈现出喜人的局面，具体而全面的研究涵盖了《史记》的各方
面影响，这为其综合的、深广的义理阐释提供了资源。
通过对《史记》研究文献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调查研究离不开历史材料的梳理。
　　《史记》全书由五部分构成：《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
列传》七十篇，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余万字。
其中，“八书”（《书》八篇）的主要政治思想总体来说属于黄老道家的思想。
司马迁所讲之“道”，发展了老子的“道”，具体而言，与国家的兴衰发达息息相关，即“王道”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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