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乔晓春教授多年来持续呼吁改革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不科学”的现状，

积极推广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 

《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秉承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揭示了中

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不科学”“非科学”“伪科学”现象长期泛滥的原因，警示了这

种状况延续下去的严重后果，指出了走向“科学”的方法和路径。 

  

内容简介 

蔡元培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从前无所谓科学，唯用哲学、以玄想独断推测事物。 

近一百年来，这种情形不但没有得到改变，而且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甚至更

为普遍。   

《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揭示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不

科学”“非科学”乃至“伪科学”的现状，剖析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缺乏科学性的深

层原因，阐述了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理念，并系统介绍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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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晓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博士后。现任北京大学

人口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 2006 年开始发起并组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暑期班”，

曾开设过多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领域的课程：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社会科学应用统

计学、应用线性回归模型、分类数据分析、生存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应用多元统计分

析、社会项目评估方法、生命历程理论与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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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引  言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特别是喜欢数学和物理学，对社会科学不

是很感兴趣。我上大学时学的也是数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统计局工作，并参加了

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后来去读人口学研究生，从此进入了社会科学领域。此后很长一

段时间，我一直感到很茫然，主要是因为摸不清社会科学研究的思路，似乎感觉社会科

学研究并没有什么规矩，既没有研究规范，也没有具体的研究方法。论文怎么写的都

有，有“开门见山”式，有“夹叙夹议”式，还有“倒叙”式。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

有谈感想、谈体会的，有领导讲话，更多的是论述作者个人想法的、给政府提建议的。 

    研究生学习期间，我有两件事情一直搞不懂。一是在很多社会科学教科书里，论述

社会理论和社会问题时，基本上依靠的是主观判断。人们经常会把两件关系很远的事

情，论述成相互联系的甚至是有因果关系的事情。很多论述，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似乎

有联系，但仔细想想会发现二者之间关系并不是那么密切，而是存在很多中间环节，甚

至根本就构不成“因果联系”。然而，作者却非要用一些思辨的语言把二者硬拉到一

起，并以因果逻辑进行推演和论述，很难让人信服和接受。但是到底怎样做才会更好，

自己也说不清楚。二是在学校学习时从来没有人讲过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和论文

写作规范。开始学习写论文时，只能依靠阅读学术刊物，看别人的论文是怎么写的、结

构是什么样的，然后再照猫画虎，照着人家的样子去写。后来论文看多了才发现，社会

科学论文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规范和格式，也不存在大家公认的好的结构，写作方式

五花八门。后来索性不去照搬任何体例，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习惯，自成一体，倒也



感觉很不错，读者的反应也很好。我由此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即社会科学既没有明确的

研究规范，也没有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可以随心所欲、自由发挥的学科。 

    读研究生时，也看过本专业的一些国外学术论文，发现国外的社会科学论文几乎

每一篇都有数据，而且都用数学或统计学模型。我从来没有学过这些数学模型，既看不

懂人家写的是什么，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一定要用模型，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像中

国学者那样用哲学的或思辨的方法分析问题，感觉二者的研究完全不是一个路子。当

时我给出的解释是，可能是政治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导致研究视角不同、思

路不同、方式不同，所以索性不再去关注国外的研究了。尽管如此，外国学者为什么要

那样做研究，在我的脑袋里仍然是个没有解开的谜。 

    后来我有机会去了美国，在国外学习和工作了几年后，才知道在国外社会科学并

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进入的学科，而是有自身的规矩和规范、使用

特定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领域。那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不可能进入到这一学科中

来，更不可能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相比之下，中国社会科学并不是这样的，在中国做

社会科学很容易，甚至什么人都可以做。中国社会科学是以科学的名义做着非科学的

事情。国内社会科学研究与国外的研究差异如此之大，是我以前未曾意识到的。 

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曾有一位中国留学生问我：“你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与美国比

能差多少年？”我发现，要想回答中国社会科学与美国相差多远，首先应该回答“中

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  ，然后才可以回答“差多少年”的问题。从此我开始

反思和思考：为什么中国和美国社会科学会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们与国外的差距到底

在哪；如何来尽快缩小差距；等等。这些正是本书要讨论的主题。 

    本书讨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问题，其目的是希望有关部门以及社会科学学

者能够了解和认识到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努力改变这一局面，使中国社会科学能像自

然科学那样，早日走上正轨，并尽快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使中国不仅能够在经济上走到

世界的前列，而且在教育、文化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也能够走到世界的前列。 

尽管本书特别强调要做科学的研究，要以事实为依据，但本书并不是一本科学研究著

作，而是在讨论什么是科学以及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做得并不科学的问题。正如回答

“什么是科学”的问题是哲学家的任务一样，本书同样采用的是哲学史的思辨式讨论，

其中很多是笔者个人的感受，给出的很多也是价值判断，与某些人的判断可能并不一

致，这也是很正常的。如果本书能够引起大家关注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并

能够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做得越来越好，也就达到了其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