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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进一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的精神，在有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电子期刊《社会学视

野》已于 2003 年 7 月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信息网正式发刊。 

《社会学视野》电子期刊的创建，是一项具有多方面意义的工作。对于加强本重点研究

基地的建设，进一步提高研究基地的发展能力和创新水平，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

对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研究水平的提高、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也将起到发

挥有效的推动作用。从社会学的传播和交流来看，《社会学视野》电子期刊也是一项极有意

义的事情。由于多种原因，我国的学术传播和交流的发展水平还很有限。其突出的表现之一，

是过于依赖纸媒方式进行传播和交流，造成了研究成果发表的渠道狭窄、学术交流的瓶颈效

应、社会影响的滞后效应等等弊端，这种状况已经对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和研究水平的提高形

成了极大的束缚。为此，我曾经多次向有关部门及领导同志反映这一情况，希望能够采取有

效措施尽快改变社会学学术杂志太少的现状。 

对于我国高校社会学专业来说，学术杂志太少的状况、纸媒传播和交流方式的制约现象

尤为突出。可以说，在 1000 所左右的高等学校中，几乎没有一本真正的社会学的学术杂志。

这对于我国高校社会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极为不利，当然更谈不上产生应有的社会效益。所

以，在当前的情况下，以网络传媒形式进行社会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是一种较为合适的方式，

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纸媒传播和交流方式的束缚，缩短传播的时间周期，拓宽交流的空

间范围，形成更为广泛和深入社会影响。这将有利于现有社会学学术资源的共同开发和运用，

推进本专业各分支学科和不同研究方向的整合，以促成专业内部共享机制的建立和发展。在

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仅将《社会学视野》视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的

学术平台，也视为我国高校社会学专业的一个学术平台。我们将尽可能地为各高校的社会学

教学、研究及学术的交流，提供有利条件。在此，我衷心地希望《社会学视野》能够得到高

校社会学专业教师和研究者的关注和支持，将它建设成为我们共同拥有的一块学术园地。 

2001 年以来，江泽民同志对发展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连续发表了三次重要讲话，强

调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四个同样重要”，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五个高度重

视”和“五点要求”，和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五点希望”，概括了哲学社会科学的“两

个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又提出：“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

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些重要的论述，是我国哲学社会科

学在 21 世纪的新形势下发展和繁荣的基本纲领，当然也是《社会学视野》办刊的根本指导

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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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是随现代性兴起的社会知识体系。在现代性过程中，社会学对于提升人类智慧、

解除社会忧患，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始终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对于改善人与自然、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克服社会病态、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中

国社会学与中国的现代性共同发展和相互推进，这一学科的发展对于我国现代社会运行规律

的理解和把握，对社会生活的复杂现象和多重真实进行更好的研究和解释，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社会学视野》的宗旨，就是要体现社会学的深层理念——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

代价，体现社会学的精神本性——关注当代，指向未来。21 世纪头二十年是我们国家的重

要战略机遇期。“社会更加和谐”是战略机遇期我国社会的主调。《社会学视野》将高扬这一

主调，为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努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竭尽自己一份

绵薄的力量。 

上述宗旨和目的决定了《社会学视野》寻求的基本风貌——多样异质的学术风格的聚

会和交流，多种不同的观点见解的对话和争鸣。多样异质的风格能够丰富社会学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多种不同的观点见解可以开阔社会学的视野、拓宽社会学的思维空间。这将有助于

我们不断提升自己的学养，自觉地追求更高的学术境界，使我们的研究真正产生原始创新性，

从而不断增进社会学研究的学理内涵，为学科和专业注入新的生命力 。 

总之，《社会学视野》将以社会学的本土化、中国化为基本方向，以实现中国社会学的

国际化为目标，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外国、创造特色，通过密切我们的交流，来进一

步加强互动互补和相互促进，以加快我国社会学的整体发展速度，最终改变中国社会学在现

有社会学世界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和边陲处境。让我们共同为打造有世界眼光和国际品质的、

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社会学大厦而夯土打基，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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