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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社会学年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学专业文献书刊，创办于l989
年，至今已出版5卷。
近年来，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使社会学的发展面临着良好机遇。
社会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成果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社会学对社会各领域的影响力也在
日益增强。
　　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学事业的发展，扩大社会学的社会影响力，《中国社会学年鉴》自第5卷
起扩版为16开。
为保证学术性、权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邀请资深社会学者组成《中国社会学年鉴》编
辑委员会。
《中国社会学年鉴》（2003～2006）仍延续新版的体例，设“学术综述”（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分学科
综述，热点、难点及前沿进展综述）、“论著论文题录”（此间出版或发表的主要社会学著作与论文
题录）、“社会学界重大活动”（中国社会学重大事件）、“社会学大事记”（学界学术交流活动及
机构变化等）、 “社会学界重大课题介绍”（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社会学部分]等）、“社会学博
士点情况介绍”、“全国社会学机构目录”（社会科学院系统、社会学教学机构、学会机构）等栏目
。
《中国社会学年鉴》（2003～2006）全面反映中国社会学研究现状与动态，重点展示社会学优秀科研
成果，忠实记录社会学重要事件，完整搜集社会学机构名录，学术性强，信息密集，资料翔实，是社
会学研究机构、教学机构、各级政府决策部门、各类社会组织的专业研究人员、教师、学生和实际工
作者必备的社会学权威参考资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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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社会理论学科发展报告　　张旅平　　社会学的产生是与传统社会的解体和现代社会的形成分不
开的。
因此，现代性或现代文明的问题始终是社会理论关注的重点。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变迁，社会理论越发把更多的目光投向非西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
的现代性问题，其中主要是关注现代性或者说现代文明传播到东方以后引起的变异问题。
这大体包括“多元的现代性”问题、对韦伯有关理论的再认识以及文化的冲突与共生问题。
　　一多元的现代性：对非西方现代性的再认识　　现代性首先产生于西方。
作为社会理论的一个分析范畴，它是指源于欧洲罗马法复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启蒙运动和产
业革命后臻于成型的社会变迁现象。
对于这种现象，社会理论界的讨论和争论持续不断。
为了便于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有更深入的认识，我们有必要简略回顾社会理论有关基本共识。
　　首先，现代性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动态过程。
现代性首先发端于西欧，然后向北美等世界其他地区扩散，直至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至今已有三四
百年的历史。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其在某些地区，如欧美，已逐渐趋于成熟并“定形化”
（crystallization，或译结晶化）（Eisenstadt，2001），也就是说，从社会一文化进化的角度看，现代文
明在这些地区正进入发展的相对“高台区”（文化在自我发展的单线脉络上趋于阶段性的尽头，“历
史的终结”论是这种趋势的一种反映）；而在另一些地区（非西方）现代文明则处在变迁一形成或加
速变迁一形成阶段。
这两个阶段存在共性，也有重大区别。
　　其次，现代性不仅是一种文明，而且是一种新型文明，它虽然滥觞于以往的社会历史，从传统社
会演变而来，但又有自身的独特性。
这种文明是史无前例的。
其独特性凸显出现代性文明与以往社会文明的本质区别。
也就是说，现代性与以往社会虽有联系，但更侧重历史的非连续性。
异质性远大于同质性，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把现代性看做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断裂
”现象的根本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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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社会学年鉴(2003-2006)》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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