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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年鉴》

内容概要

《中国社会学年鉴(2007-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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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至今已出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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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0)
仍延续新版的体例，
设“综述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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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学大事
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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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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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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举行建所三十周年系列庆祝活动⋯⋯⋯⋯⋯⋯⋯⋯⋯⋯／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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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社会学年鉴(2007-2010)》设“综述部分”、“论著题录”“社会学界重大活动”“社会学大事
记”“社会学界重大课题介绍”“社会学博士点情况介绍”“全国社会学机构目录”等栏目，以学术
借鉴价值高、导读性强、信息密集、资料浓缩为原则，突出学术精品意识；以准确反映中国社会学研
究动态与现状，展示社会学优秀科研成果，介绍社会学机构，记录社会学重要事件，不断推出社会学
学术精品和新人为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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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系列性
2、这本书让我喜欢社会学，坚定学习社会学。但是，有一点不好，就是太贵了，其他的时间的年鉴
还没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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