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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马社区安邦衬平面图



安邦村卫生服务站(安邦办事处) (2009年1月 20曰王谦摄)



安邦村侨心小学(安邦小学) (2009军1月 22曰王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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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村村民活动的中心区(杨增辉摄)



社区工作人员到安邦村宣传法制知识(跑马路社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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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际、开展国情调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肩负

的重要科研任务，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履行好党中央、

国务院赋予的"思想库"、 "智囊团"职能的重要方式 。

中国边疆省区占国土面积的 60% 以上，边疆区情及当地

的民族社会调研(边疆调研)是中国国情调研的重要组

成部分 。 正如一位边疆工作者所说:不了解少数民族，

就不了解中华民族;不了解边疆，就不了解中国 。 198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建立后，特别

是 1990 年以来，一直将边疆调研作为学科研究的重点

三乙- 。

2004 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承担国家哲学与社

会科学基金特别项目"新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 (简称

"新疆项目" ) 0 2006 年，中国边疆' 史地，研究中心牵头，

立项开展"当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典型百村调查" (简

称"百村调查" ) ，作为此特别项目的子课题 。 "百村调

查"以新疆为重点，在全国新疆、西藏、内蒙、宁夏、

广西五个民族自治区和云南、吉林、黑龙江三省基层地

区同时开展，共调查 100 个边疆基层村落 。 调查工作在

"新疆项目"领导小组和专家委员会指导下，由"百村调



陆疆侨乡苟言

查"专家委员会暨编委会组织实施。 在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中心主持拟定的调查大纲框架下，发挥每个省区的优

势，体现各自的特色 。

本项目的实施得到了边疆地区各级地方党政部门的

支持 。 首先，调查工作注意与地方党政部门的相关工作

衔接、听取意见，在实施调查之前，主动向各级党政部

门汇报情况，听取指示和意见 。 其次，调查组主动让各

级党政部门了解调研的全过程，在调研过程中出现问题

时及时向相关党政部门请示 。 再次，调研阶段成果和最

终成果的副本同时提供地方党政部门参考 。

"百村调查"的调研主题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边

疆基层村落的民族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具体内

容包括:乡村概况、基层组织、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民

族、宗教、文教卫生、民俗风情等 。 项目调研的时间是:

2007 -2∞8 年(资料下限至 2∞7 年底或适当延长) 。

"百村调查"的调研对象为 100 个具有典型意义与特

色的中国边疆基层村落。 课题以基层乡、村两级为调查基

点，大致每个省区选择 2 个地州，每个地州选择 1 - 2 个

县，每个县选择 2 个乡，每个乡选择 2 个村。 新疆共调查

22 个村，其他地区均为 13 个村(辽宁、吉林、黑龙江以

东北边疆为单元 ， 共调查 13 个村) 。 调查点的选择要求:

(1)本地区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中具有典型意义的

基层乡和村。

(2) 存在边疆现实政治、社会或经济发展的热点 、

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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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 20 世纪 50 年代全国边疆民族调查能有一定的

衔接。

"百村调查"采取学术调查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的方

法，以社会人类学入村入户调研方法为主，同时关注现

实政治 、 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热点 、 难点问题:一般共

性调查与专题专访调查相结合，在一般综合性调查的基

础上，选择好专访或专题调研的"切入点"一一总结经

验与完善不足相结合，在总结各项工作经验的同时，善

于发现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调研注重入

户访谈和小范围座谈的专访调查 。 在一般性问卷和统计

资料收集的基础上，注重对基层干部、群众典型、教师、

宗教人士等特定人员的专题访谈，倾听和收集他们对基

层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看法、意见和建议，形成能说

明问题的专访或专题调研报告 。

"百村调查"的成果形式分为调查综合报告与专题报

告两大类 。

(1)调查综合报告:依据大纲规定，撰写有关乡村

经济社会等发展状况的综合报告，课题结项后分期公开

出版。 专题报告及调查资料可以公开发表的，在篇幅九

许的情况下，作为附录附在综合报告末尾。

(2) 专题报告:内容较敏感、不适宜公开出版的专

题报告，集成《专题报告集> ，内部刊印 。

"百村调查"主编厉声谨识

2009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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