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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社会学研究人员基本现状与学术发展的相关数据分析和探讨"从性别$职称$最高学历$是否

担任公职$主要研究领域$学术产出$学术影响等几方面为我国社会学研究队伍描绘出一个大致的状况"着重指出

了其中在社会学研究人才的分布以及学术产出$学术影响上显著存在的地区和高校层次间的差异"这从整体上来

看影响着我国社会学的协调发展"制约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前进步伐% 因而"在今后的社会学学科建设中"需不断注

意研究人才在不同地区和高校层次上的培养和调配"推进我国社会学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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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自 ABCB年我国社会学恢复至今# 已经历了 %#余

载的发展#学科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积极适应了我国现

代化事业发展的需要#$社会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DAE

& 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

成就#这与我国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坚持在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下不断推进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是密切相关

的&而在这其中#我国社会学研究队伍的共同努力是最

为关键的因素& $截止 ABBA年不完全统计#在高等院校

和社会科学院系已设立社会学研究所或室 %A个#设有

社会学系或专业的有 AF个# 教学和科研研究人员约

"GG人%

D!E

#$经过 AH&AC年的努力# 我国有了一支相当

规模'较有实力的社会学研究'教学和工作队伍& 从事

社会学研究'教学的人员已达 BGG余人#其中有中级以

上职称的科研' 教学人员 HGG多人%

D%E

#$截止到 ABBH

年#全国已有 !H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 %F个社会学

研究所#AC个省市 !F 所大学成立了社会学系或社会

学专业& 全国现有从事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的专业工作

者队伍约 %GGG人#其中教授和研究员约 AHG人#副教

授和副研究员约 FGG人& 我国社会学研究队伍在不断

壮大#中国社会学会现有会员 FGGG多人%

DAE

& 费孝通先

生认为#一个学科的建立至少要包括五个部分#即学会

组织'专业研究机构'各大学的社会学系'图书资料中

心'出版物& 这五个部分建设起来后#这个学科就初具

规模& 韩明谟认为# 在我国社会学成长期中有三条枝

干#$三条枝干中#一条被人们认为最普通的枝干#就是

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系统的社会学%

DIE

& 因而# 可以看

出#在我国社会学研究队伍中#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机

构中的社会学研究人员是一支主要的力量#$受过系统

专业训练的研究员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力军%

DFE

& 他们

发挥自己所受到的专业训练# 通过自身所从事的职业

推动着我国社会学的发展# 成为我国社会学发展的中

坚力量&

ABB!年#(社会学研究) 编辑部连续刊登了 AA期

的(中国社会学现状调查)#对各地社会学学会'社会学

研究所'社会学系或专业'社会学刊物的建设情况进行

了简单介绍#其中包括研究人员基本构成'学术发展等

内容#大致描绘了我国社会学在当时的建设状况&AB"B

年至 !GAG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相继出版了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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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中国社会学年鉴#$从社会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状况!

社会学界重大活动等方面对我国社会学的发展进行了

概述% .,,%年至 .,%,年$郑杭生先后主编了著作"跨

世纪的中国社会学& 回顾与展望#!"新世纪中国社会

学&'十五(回顾与'十一五(展望#!"新世纪中国社会学

).,,!*.,%,+***'十一五(回顾与'十二五(瞻望#$从

我国社会学已取得的成绩以及社会学各分支研究领域

在未来的研究重点进行梳理$ 描绘了社会学的学科建

设与发展状况%同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于

.,,!年!.,%%年先后出版了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十

五(研究状况与'十一五(发展趋势#!"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十一五(研究状况与'十二五(发展趋势#$其中对社

会学在理论! 方法等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以及主要存

在的不足进行了总结$ 并对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和

重点课题进行了展望% 袁方曾对我国高校社会学的现

状与发展进行了简单的论述$ 指出了我国社会学学科

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倡议$ 但并没有对我

国高校社会学的教师队伍进行相应阐述% 也有学者对

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学科建设进行了研究$ 如王晋等人

就教育社会学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路径进行了

分析% 还有学者对我国社会学发展过程中里程碑式的

人物$其中包括严复!孙本文!费孝通!郑杭生的社会学

贡献进行了分析%由此可见$对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进

行关注是十分有意义的$但是就目前相关研究来说$很

少有对社会学研究队伍进行专门的论述$ 并在此基础

上来探讨社会学的学科建设$ 更多的只是对社会学研

究人员的数量!机构设置等基本情况进行简单介绍%不

可否认$严复!孙本文!费孝通!郑杭生等人对我国社会

学本土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并不断影响着社会学的发

展进程$但与此同时$对于其他普通但同样献身于我国

社会学发展的社会学研究人员给予一定的关注也是不

容忽视的%基于此$本文尝试对我国社会学研究人员的

基本现状与学术发展进行相应的分析和探讨$ 正如前

文所述$ 在我国社会学研究队伍中最为主要的力量就

是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的社会学教师和研究人员$ 因而

本文所指的社会学研究人员即是来自高校的社会学教

师和科研机构中的社会学研究人员%

二!研究设计

本文的调查对象来自于具有社会学硕士点或者本

科点的高等院校的社会学专业中的教师$ 以及具有社

会学硕士点科研机构中的社会学研究员%截止 .,%"年

"月$在我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所中$共有 $+ 个社会学

二级学科硕士点$$+个社会学本科点$ 即共有 %%!所

高等院校具有社会学二级学科硕士点或者社会学本科

点$/所科研机构具有社会学二级学科硕士点% 样本采

取定额抽样与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法进行抽样%

根据高校层次即普通院校!科研所!$/0!.%%工程院校

和所在地区即东!中!西部进行定额抽样$总共抽取了

!.所院校!科研所$再根据整群抽样的方法$将这些院

校!科研所中社会学系)所+中符合研究要求的教师!研

究员全部抽取$最终获得的有效样本规模为 +--人%

本文的调查指标主要分为两大块$ 一个是关于基

本状况$其中指标包括性别!年龄!所在地区!所在高校

层次!职称!最高学历!留学经历!是否担任公职!

,另一

个是关于学术发展$其中指标包括主要研究领域!著作

数!核心论文数"

!核心论文总引用频次!核心论文最大

引用频次% 这其中要说明的是留学经历主要是指有在

国外高校攻读并获得社会学硕士或博士学位的经历$

著作数是指调查对象专著!合著!译著!主编并出版的著

作数量$关于核心论文的数量及其引用频次$是根据中

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得来的%以上所有指标的调查

数据皆是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调查对象

的相关介绍而获取的% 表 %为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三!结果与分析

"一#社会学研究人员基本状况的分析

!"社会学研究人员性别状况

从总的情况来看$在社会学研究队伍当中$男女比

例为 !"#$1!"!#%1$男性多于女性% 从地区来看$在东

部$ 男女比例为 !-#.1!".#/1$ 在中部$ 男女比例为

0-#/1!+.#.1$在西部$男女比例分别为 0/#$1!+%#%1%

由此可见$中西部地区男女比例较为平衡$而在东部地

区$男性达到了女性的两倍% 从高校层次来看$在普通

院校$男女比例分别为 !.#%1!"-#$1$在科研所$男女

比例为 0+#%1!+0#$1$ 在 $/0!.%%工程院校中男女比

例为 !0#!1!"+#+1$可见$在高等院校的社会学研究队

表 ! 样本基本情况""#$%%#&

/



伍中男性远多于女性! 加之在东部地区"!"#$%的研究

人员分布在 &'(#)$$工程院校"因而"&'(#)$$工程院

校中社会学研究人员中的男女比例较不平衡!

!"社会学研究人员职称状况

在现有的社会学研究人员中"具有讲师#副教授#

教授职称的比例分别为 )'*&+#"$,)%#"&,'%! 从地区

的分布来看"在西部"讲师#副教授#教授的比例分别为

"",&%#"",&%#"),$%$在中部"讲师#副教授#教授的比

例分别为 "','%#"$,-%#".,)+$而在东部"讲师#副教

授的比例分别为 )/,"+#".,'+" 教授的比例则达到了

//,&+"相比与中西部#东部地区教授比例明显高于讲

师的比例!从高校层次来看"普通院校的社会学研究人

员中讲师#副教授#教授的比例分别为 /(,0+#"$,$+#

)","+"在科研所中"相当于讲师#副教授职称的研究人

员的比例为 ',$+#)!,-+"而相当于教授职称的研究人

员比例为 0/,&+"在 &'(#)$$ 工程院校当中"讲师#副

教授# 教授的比例依次为 )0,$+#"$,'+#/),$+! 也就

说" 位于东部地区的 &'(#)$$工程院校和科研所集中

了大部分具有高级职称的社会学研究人员!

#"社会学研究人员最高学历和留学经历状况

在社会学研究人员当中"最高学历为学士#硕士#

博士的比例分别为 &,)+#$0,/+#!/,/+"其中具有留学

经历的比例为 $-,"+" 在社会学研究队伍当中获得博

士学位的研究人员占较大比例! 从所在地区的情况来

看"在西部"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的比

例分别为 $&,0+#)$,/+#(',&+"而在中东部"获得博士

学位的研究人员的比例则较高" 分别达到了 !/,$+和

!!,/+"同时"在东部具有留学经历的研究人员比例为

$/,'+! 从所在的高校层次来看"在普通院校中具有学

士#硕士#博士学位的比例为 ',!+#"",-+#(',"+"具有

留学经历的比例为 $,&+"在科研所中具有学士#硕士#

博士学位的比例为 "),/+#)/,"+#/",)+" 具有留学经

历的比例为 (,/+"在 &'(#)$$工程院校中具有博士学

位的比例达到了 '),'+"而学士#硕士学位的比例只有

0,'+和 $-,/+"具有留学经历的比例也比普通院校高"

达到了 $",/+!不难看出"相比于普通院校"&'(#)$$工

程院校的社会学研究队伍受过更为系统专业的训练"

位于东部地区的 &'(#)$$工程院校集中了大部分具有

高学历的社会学研究人员!

$"社会学研究人员担任公职状况

总体上来看" 担任公职的社会学研究人员比例为

"0,!+! 从地区来看"在西部地区担任公职的研究人员

比例为 )0,'+"中部#东部的比例为 "(,"+#"&,-+! 从

高校层次来看"普通院校中的比例为 $&,/+"科研所中

的比例为 0/,&+ "&'(#)$$ 工程院校中的比例为

"',&+! 科研所中的社会学研究人员担任公职的比例

较大"这与其学术影响力是密切相关的"因而在学界

也具有较大的权威! 同时东部地区和 &'(#)$$工程院

校中担任公职的比例相比其它地区和普通院校也较

大"这些地区和院校中的研究人员在学界也具有较大

的权威!

!二"社会学研究人员学术发展的分析

%"社会学研究人员主要研究领域状况

目前社会学研究人员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社会

学理论#农村社会学#社会学方法#经济社会学#发展社

会学" 其所占比例分别为 $-,(+#&,0+#0,"+#0,"+#

0,$+!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指出"社会学%十

一五&期间的重要研究领域主要为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经济社会学研究#社会发展研究#民族社会学等几个方

面"这与上述结论较为一致! 陆学艺也曾指出"目前中

国社会学面临着社会保障#城乡关系#阶级阶层#可持

续发展#贫困这五大急需研究回答的问题"%此外"关于

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也是社会学自身要继续完

善提高所面临的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

1$2

! 从目前主要

的研究领域来看" 社会学同仁正在努力的研究并解决

陆学艺指出的中国社会学所面临的任务! 在主要研究

领域中"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之外"对社会学的研究存

在着地域差异" 在西部民族社会学相比于其它社会学

分支学科集中了较多的研究人员"而在中#东部研究发

展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的人员则相对较多! 在高校层

次上"研究人员的主要研究领域没有什么差异"研究的

主题较为相似!

!"社会学研究人员学术产出状况

对于社会学研究人员的学术产出" 主要是根据著

作数和核心论文数这两个指标来进行考量的! 总体上

研究人员所出版著作# 发表核心论文的平均数分别为

"本和 33篇! 从地区来看"西部#中部#东部的著作平

均数依次为 3*3#)*/#/*-"对于核心论文数"西部#中部#

东部的平均数分别为 !*3#3-*(#3)*)! 根据方差分析发

现"著作数中存在显著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研究人员的

著作数量显著高于西部地区'456),''0"7!-,-(("核心

论文数的地区差异则不显著'76-,-()"-,-((!从高校层

次看"普通院校的著作#核心论文平均数为 -,&#0,("科

研所的著作# 核心论文平均数为 /,0#$",'"&'(#)$$工

程院校的著作#核心论文平均数为 ",&#$),"! 同样"根

据方差分析发现" 著作数和核心论文数在高校层次上

也存在显著差异"如表 )所示"科研所中的社会学研究

人员的著作数以及核心论文数均显著多于普通院校中

&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检验 !$%& 事后比较 '()*(+,-法

总引用频次

组间 ./01234&561 2 757.7/48.53 7.&562 &444 科研所!普通院校

组内 694/5.69&6/1 /5/ 72/652&/33 936#277院校!普通院校

总和 12/5.1/4&.42 /51

最大引用频次

组间 ./1514&1/5 2 75..34&.2/ 72&6.4 &444 科研所!普通院校

组内 1663565&7.7 /5/ 7.3.5&4/4 936#277院校!普通院校

总和 1946675&553 /51

的研究人员 !":;.&5.7$<;4&447"4&46%":;5&255$<;

4&421"4&46"$936#277 工程院校中社会学研究人员的

著作数以及核心论文数也显著多于普通院校中的研究

人员 !":;.&421$<"4&46%":;6&593$<"4&46"$936#277

工程院校与科研所之间的差距则不明显& 因而可以看

出$在社会学研究中东部地区#936#277工程院校以及

科研所中的研究人员的学术产出显著多于西部地区#

普通院校中的研究人员&

!"社会学研究人员学术影响状况

周晓虹认为$'学术影响力虽然是无形的$ 但它是

以论文或著作等有形的学术成果为基础的& 除了数量

以外$ 单篇的论文或著作在某一领域内的影响力常常

也是甚至更是学术影响力的标志(

=1>

&因而$本文基于核

心论文总引用频次和最大引用频次这两个指标$ 对社

会学研究人员的学术影响状况进行分析&要说明的是$

之所以加入最大引用频次这个指标$ 主要的考虑是有

影响力的论文可能与研究者的年龄没有关系或者关系

较弱$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发现$年龄与最大引用频次的

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48295!<"4846"$年龄与总引用频次

的皮尔逊相关系数!?;48.97$<"4846"$表明发表出个人

比较有影响力的论文与年龄的关系不是很大$ 但学术

影响力与年龄存在着中等正相关关系&总体上$核心论

文总引用频次# 最大引用频次平均数分别为 76589#

6781& 按地区来看$西部的论文总引用频次#最大引用

频次平均值分别为 //81#7/89$ 中部的总引用频次#最

大引用频次平均值为 958/#.481$而在东部$总引用频

次和最大引用频次的平均值达到了 24785和 118.& 通

过方差分析发现$ 核心论文引用频次间的地区差异显

著$如表 .所示$东部地区研究人员所发表论文的被引

用频次!包括总引用频次和最大引用频次"显著大于中

部地区 !":;74/8265$<;48442"4846$":;.681/9$<"

4846"$而中部地区显著大于西部地区!":;628346$<;

48421"4846$":;76819.$<;48442"4846"& 在高校层次

上$ 普通院校的核心论文总引用频次和最大引用频次

的平均值为 .382#7.87$科研所的总引用频次和最大引

用频次的平均值为 .3/83#72.82$936#277 工程院校的

总引用频次和最大引用频次的平均值为 71981#668/&

在高校层次上$ 社会学研究人员所发表论文的被引用

频次也存在着显著差异$如表 / 所示$科研所和 936#

277工程院校中社会学研究人员的论文被引用频次显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检验 !$%8 事后比较 '()*(+,-法

著作数

组间 59486/7 2 .968257 98721 8444 科研所!普通院校

组内 24629896/ /5/ /.8.72 936#277院校!普通院校

总和 27.248/96 /51

核心论文数

组间 2921853/ 2 7/1.8.92 18515 8447 科研所!普通院校

组内 742674843/ /5/ 2718211 936#277院校!普通院校

总和 746/.18313 /51

表 ! 著作数!核心论文数在高校层次间差异比较的方差分析摘要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检验 !$%8 事后比较 '()*(+,-法

总引用频次

组间 7525/398.72 2 31.5//8161 185/4 8447 东部!中部

组内 145/17648939 /5/ 7237618/.5 中部!西部

总和 12/5.1/48.42 /51 东部!西部

最大引用频次

组间 7924478946 2 914448962 18553 8447 东部!中部

组内 157.676835. /5/ 7/71.86.1 中部!西部

总和 19466758553 /51 东部!西部

表 " 核心论文被引用频次在地区间差异比较的方差分析摘要表

表 # 核心论文被引用频次在高校层次间差异比较的方差分析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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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大于普通院校的研究人员 !!"#$%&'())"*#+'+,,!

+'+("!"#,,+'+%,"*#+'+,-!+'+(#!"#,$,'$()"*!+'+("

!"#%.'.%%"*!+'+($"而科研所与 /)(%.,,工程院校之

间的差距则不明显& 同时"在分析中发现"在核心论文

被引用频次中存在担任公职与否的差异" 担任一定职

务的社会学研究人员所发表论文的被引用频次明显大

于那些没有担任公职的研究人员& 所以"在东部地区%

科研所和 /)(%.,,工程院校中的社会学研究人员相比

中西部地区% 普通院校中的研究人员拥有较大的学术

影响力&

!"对学术发展的进一步分析

在上文中" 对学术发展中的学术产出与学术影响

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并着重指出了其中存在地区和高

校层次上的差异" 但并没有就社会学研究人员基本状

况中的一些指标与学术发展有何关系进行相应讨论&

因而"接下来本文将就基本状况中的一些指标如职称%

最高学历与学术产出%学术影响的关系进行分析&

由于职称%学历皆为间断变量"而学术发展中的变

量都是定距变量"因而"在分析之前将职称变量转化为

虚拟变量职称虚拟 ,!教授 "讲师'%职称虚拟 .!副教

授 "讲师'"学历转化为虚拟变量学历虚拟 ,!博士 "

学士'%学历虚拟 .!硕士 "学士'& 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之后"发现职称虚拟 ,即(教授 "讲师)以著作数为依

变量时"其 !值为 +'%(+**!+'+($"以核心论文数为依

变量时"其 !值为 +'()$**!+'+($"以总引用频次为依

变量时"其 !值为 +'%+%**!+'+($"以最大引用频次为

依变量时"其 !值为 +'$,,**!+'+($& 也就是说"无论是

在学术产出上"还是在学术影响上"教授都明显高于讲

师& 对于(副教授 "讲师)虚拟变量来说"在核心论文

数为依变量时"其 !值为 +',+(**#+'+.%!+'+($"表明副

教授的学术产出显著多于讲师" 在学术影响上则不够

显著& 在对学历的虚拟变量与学术发展的相关变量进

行偏相关分析之后"也就是在控制年龄变量之后"发现

(博士 "学士)虚拟变量与著作数的相关系数为 +',+,

**#+'+.-!+'+($"与核心论文数的相关系数为 +',/$**!

+'+($"与总引用频次的相关系数为 +',&(**!+'+($"与

最大引用频次的相关系数为 +',(+**#+'++,!+'+($& 可

以看出" 获得博士学位的社会学研究人员在学术产出

和学术影响上整体大于获得学士学位的研究人员& 同

时也发现"在控制年龄变量之后"担任公职与学术影响

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这也就与之前的结论相互

印证&所以"经过上述分析可以说明职称%学历%是否担

任公职与学术产出%学术影响具有很明显的正相关性"

加之上文关于基本状况的分析"发现高职称%高学历的

社会学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以及 /)(%.,,工

程院校和科研所当中" 这也就能够解释在学术产出和

学术影响中为什么会存在地区和高校层次间的差异&

因而"社会学研究人员的分布不平衡"高职称%高学历

研究人员在某些地区%高校的集中"导致了整体上学术

发展的不协调" 进而影响我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发

展进程&

四!结 论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对社会学研究人员

的基本状况与学术发展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为社会学

研究队伍的整体状况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描绘& 研究结

果表明+第 ,"在社会学研究队伍中"整体上男多女少"

而在东部和 /)(%.,,工程院中" 男女比例失衡较为严

重#第 ."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占较大的比例"同

时在地区和高校层次上存在显著差异" 东部的 /)(%

.,,工程院校吸纳了较多的高学历研究人员# 第 $"整

体上研究队伍的职称结构较为合理" 但在地区和高校

层次上" 具有高级职称和学术权威的社会学研究人员

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 /)(%.,,工程院校% 科研所当

中#第 %"在主要研究领域上"存在着地区差异"相比而

言中东部地区研究发展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的较多"西

部地区研究民族社会学则较多#第 ("在学术产出和学

术影响上"东部的%/)(%.,,工程院校以及科研所中的

研究人员明显大于中西部的%普通院校中的研究人员&

因而"可以看出"在我国社会学发展中"在研究人员的

分布和学术发展上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和高校层次上的

差异"东部地区"尤其是 /)(%.,,工程院校在国内社会

学中独占鳌头&

因历史% 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国家政策等因

素" 导致现如今东部地区的 /)(%.,,工程院校和科研

所成为了我国社会学研究的中心" 在我国社会学发展

过程中具有较大优势地位&但是"对于中国社会学本土

化的解答不能只依靠东部地区的 /)(%.,,工程院校以

及科研所中的研究人员&(社会科学的实践品格又要求

它能够对当时和当地的问题做出自己及时而恰当的反

应)

0&1

"因而"中西部及普通院校中的社会学研究人员必

须依托当地社会现实发声" 增加学术成果并扩大学术

影响力"积极参与到我国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来"也为

了尽量避免发生陈文江所指出的局面"即(我们无不感

到在知识界和决策层实际上存在着一种针对西部发展

的,东部主义-话语体系)

0-1

&所以"在今后我国社会学学

科建设过程中" 对于社会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和调配一

定要注意地区和高校层次之间的差异" 推进我国社会

,,



学的协调发展!同时"西部地区和普通院校中社会学研

究人员也要不断增强自身的主体意识" 使得社会学在

本土化过程中能够更好的解答我国在社会发展中所面

临的各种问题"不断推动我国的社会现代化建设!

注释!

!所谓担任公职!是指在政府职能部门及政府挂靠单位

担任一定的领导职位"

"本文中的核心论文!是依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

库的划分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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