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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

胡 荣

根据抽样调查结果
,

本文从工作
、

居住环 境
、

财产与消费
、

家庭生活以及业余文化

生活五个方面分析 了厦 门市居 民的生活质量
。

调查表明
,

厦门市居 民对工作总体上

是满意的
,

但愿意调动工作者却占很大比例 ; 人们对环境不满最主要 的原因是环境污

染和卫 生不好 ; 人们对经济状况普遍表示满意 ;夫妻兴趣的差异是导致家庭矛盾的主

要原 因 ; 由于家务劳动 占用 了大量的业余时间以及内容高雅
、

消费大众化的娱乐设施

太少
,

致使居 民业余文化生活质量不高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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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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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 门大学哲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

厦门是最早对外开放的 4个特区之一
,

又是全国唯一可以实施某些自由港政策的城市
。

自

改革开放以来
,

随着特区经济的迅速发展
,

厦门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
。

为了了解厦

门市居民的生活情况
,

我们于 1 9 9 5 年 5 月在厦门市的思明
、

开元
、

湖里
、

鼓浪屿 4 个区共选取

100 0 户居民进行抽样调查
。

一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000 份
,

回收有效问卷 7 81 份
。

以下从工作
、

居住环境
、

财产与消费
、

家庭生活及业余文化生活等 5个方面对调查的结果作一初步分析
。

一
、

工作

在所调查的 7 81 个对象中
,

填写了工作单位的被调查者中属个体户者 34 人 (占 4
.

4% ) ;

私营企业 23 人 (占 2
.

9% ) ; 三资企业 62 人 (占 7
.

9 % ) ;集体企业 105 人 (占 13
.

4 % ) ;国营企业

2 6 5 人 (占 3 3
.

9 % ) ;党政机关 7 8 人 (占 1 0% ) ;学校和科研单位 10 5 人 (占 1 3
.

4 % ) ;其他 7 0 人

(占 9 % )
。

对于每个成年人来说
,

找一个好工作是很重要的
。

在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单位体制下
,

单

位不仅付给职工购买生活资料所需的货币
,

而且还要给职工分配住房
,

同时还负担着许许多多

有关职工生老病死的各种职能
。

尽管这种
“

单位办社会
”

的情况 已开始改变
,

但目前就业单位

仍从多个方面满足职工的需要
。

从表 1 可以看出
,

尽管对收入不满意的人 (占 28
.

1% )多于满

意的人 (占 1 1
.

6 % )
,

但因为在与同事及领导关系
、

工作的稳定性
、

工作条件以及单位在社会上

的地位等方面表示满意的人较多
,

因此当问到对 目前的职业是否满意这一问题时 ,,表示
“

非常

满意
”

和
“

比较满意
”

的人占 37
.

2%
,

表示
“

不太满意
”

和
“

很不满意
”

的人占 14
.

3 %
,

前者大大超

过了后者 (参看表 2 )
。

在旧有体制下
,

个体对其就业的单位不仅有着很强的依附性
,

而且调动和变换工作是十分

困难的
。

有句话说
: “

姑娘就怕嫁错郎
,

工作就怕进错行
” 。

令人欣喜的是
,

在改革开放的厦门

特区
,

这种情况 已开始有了变化
。

尽管 目前机关单位
、

国有企业的职工流动的渠道还不多
,

但

在
“

三资
”

企业
“

跳槽
”

却十分频繁
。

尽管 目前对职业表示满意的人大大超过了不满意的人
,

但

在可能情况下愿意变换工作单位的人仍高达 42
.

5% (参看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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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请对与职业有关的几个问题作出评价

满满满意意 一般般 不满意意

单单位的工资收入入 11
.

6%%% 6 0
.

2%
`̀

2 8
.

1%%%

与与单位同事的关系系 4 1
.

9%%% 57
.

4%%% 0
.

7%%%

与与单位领导的关系系 3 1
.

6%%% 6 5
.

2%%% 3
.

2%%%

单单位的工作条件件 1 6
.

8%%% 59
.

7%%% 10
.

1%%%

单单位中的提升机会会 1 1%%% 56%%% 32
.

8%%%

单单位中的福利待遇遇 1 1
.

6%%% 6 3
.

4%%% 2 5%%%

自自己才能的发挥挥 1 4
.

2%%% 6 9
.

9%%% 1 5 9%%%

工工作的劳动强度度 1 5
.

7%%% 7 5
.

6%%% 8
.

7%%%

工工作的稳定性性 2 5
.

1%%% 6 5
.

9%%% 9%%%

单单位在社会上的地位位 2 1
.

9%%% 6 2
.

4%%% 15
.

7%%%

离离家远近近 37
.

7%%% 4 7
.

2%%% 1 5
.

2%%%

表 2 对职业的满惫度

满满意程度度 非常满意意 比较满意意 一般般 不太满意意 很不满意意

个个 案 数数 1 1444 15999 35666 6 111 4 444

比比 例例 1 5
,

5%%% 2 1
.

7 %%% 4 8
.

5 %%% 8
.

3 %%% 6 %%%

表 3 是否愿惫改换目前的工作单位

愿愿愿意意 不愿意意 没想过过

个个 案 数数 29000 5 888 33 777

比比 例例 4 2
.

5 %%% 8
.

4 %%% 49
.

1%%%

二
、

居住环境

住房的类型和面积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
。

改革开放和建立经济特区以来
,

厦门人的居住

条件已有很大改善
。

调查显示
,

平均每户的住房面积为 54
.

犯 平方米
,

标准差为 58
.

43 平方

米
。

平均每户拥有住房 3
.

44 间
,

标准差为 3
.

88 间
。

如果与住房拥挤的大中城市相比
,

厦门人

的住房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
。

因此
,

当间到
“

您对现在的住房满意吗 ?
”

这一问题时
,

有 24
.

1%

的人回答
“

满意
” 、

5
.

1% 的人回答
“

非常满意
” 。

当然
,

调查也表明
,

部分居民的住房还是相当拥

挤和简陋的
。

拥挤的表现是仍有 12
.

6% 的家庭居住面积不到 20 平方米
,

9
.

4 % 的家庭 只有一

间住房
,

仅有 4
.

3 % 的家庭住房面积达 100 平方米以上 ;简陋的表现是 巧
.

6 % 的住户合用自来

水
,

15
.

5 % 的住户合用洗澡间
,

1 3
.

8 % 的住户合用卫生间
,

17
.

7 % 的住户没有卫生间
。

此外
,

还

有 8
.

5% 的家庭没有自己的住房
,

其中一部分 (占 6 % )租用私房
,

另一部分 (占 3
.

5 % )借用亲

友的住房 。

表 4 对现在的住房条件是否满愈

非非非常满意意 比较满意意 一般般 不太满意意 很不满意意

个个 案 数数 3 999 1 8 555 29 999 1 5000 9 444

比比 例例 5
.

1%%% 2 4
.

1%%% 3 9 %%% 19
.

6 %%% 12
.

3 %



值得一提的是
,

多达 50
.

3% 的家庭住的是由单位分配的房子
,

私有住房的比例仅占 17 %

(参看表 5 )
。

长期以来
,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

我们形成了一种由政府投资建房
,

单位无偿分配

住房的制度
。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

这种
“

公房
”

分配制度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它不仅为少数人利用职权多占公房提供了方便
,

而且还成为人力资源 自由流动的最大障碍
。

因为住房不仅是每家每户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
,

而且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

许多人为了住房与

所在单位形成了一种难分难舍的依附关系
。

所幸的是
,

目前这种住房制度正在改革之中
。

表 5 住谁的房子

私私私有有 单位分配配 租用私房房 租用房管部门的的 借亲友的的 其他他

个个 案 数数 1 2 777 子9333 4 555 11 777 2 666 3999

比比 例例 7%%% 52
.

3 %%% 6 %%% 1 5 7%%% 3
.

5%%% 5
.

2 %%%

在对居住环境的评价方面
,

表示
“

非常满意
”

和
“

比较满意
”

的达 30
.

8 %
,

超过 了表示
“
比较

不满意
”

和
“

很不满意
”

的 (占 25
.

4% )
。

当进一步间到不满意的原因时
,

在回答
“

比较不满意
”

和
“

很不满意
”

的 194 人中
,

有 72 % 的人认为环境污染严重
,

64 %的人认为环境卫生不好
,

46 %

的人认为文体娱乐设施少 (详见表 6 )
。

衰 6 对环境不满意的原因

环环境污污 环境卫卫 居住地居居 购 物物 子女上上 上 班班 娱 乐乐 缺 乏乏

染染严重重 生不好好 民素质低低 不方便便 学不便便 不方便便 设施少少 安全感感

777 2 %%% 6 4 %%% 35 %%% 3 2%%% 2 1%%% 2 5%%% 4 6 %%% 3 7 %%%

三
、

财产与消费

调查显示
,

大多数厦门人的工资都在 300 元至 900 元之间
,

其中月薪在 300 一 600 元者占

3 8
.

2 %
,

6 0 0 一 9 0 0 元者占 33 %
。

月薪在 1 200 元以上者仅为 8
.

1%
,

15 00 元以上者更是凤毛麟

角
,

仅占 4
.

7 %
。

尽管在收入方面
“

脑体倒挂
”

现象仍十分普遍
,

表 7 的数据表明
,

从整体看收

入与受教育程度还是呈正相关
。

丧 7 不同文化程度的职工收人情况比较

33333 00 元以下下 300一一 600一一 9 00一一 120 0一一 1500一一 180 0一一 2 1 00 元以上上

666666600 元元 9 00 元元 120 0 元元 150 0 元元 1800 元元 2 100 元元元

识识字不多多 3 3
.

3 %%% 2 2
.

2 %%% 3 3
.

3 %%% 1 1
.

1%%% 000 000 000 000

小小学学 34
.

4 %%% 4 1
.

3%%% 1 5
.

5 %%% 5
。

1 %%% 3 4 %%% 000 000 000

初初中中 13
.

2 %%% 4 .8 6 %%% 22
.

2 %%% 10 %%% l %%% 1%%% 1
.

5 %%% 2
,

1%%%

高高中中 4
.

5 %%% 44
.

4 %%% 31
.

6 %%% 11
.

1 %%% 2
.

4 %%% 1
.

2 %%% 1
.

6 %%% 2
.

8 %%%

大大专专 1
.

3 %%% 25
.

2 %%% 4 3
.

6 %%% 18
.

7 %%% 6 %%% 3
.

3 %%% 0
.

67 %%% 0
.

6 7 %%%

本本科以上上 000 17
.

9 %%% 55 %%% 1 4
.

6 %%% 6
.

7 %%% 1
.

1 %%% 2
.

2 %%% 2
.

2 %%%

在每个家庭每月支出的项目中
,

最多的是购买食物
,

其次是储蓄
,

接下来依次是添置衣物
、

娱乐
、

社交应酬
、

水电和燃料费
、

房租
、

书报费等
。

量入为出仍是人们消费的基本原则
,

尽管收

入不太高
,

每个家庭每月仍拿出 5 12 元钱存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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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家庭每月支出情况

购购买食物物 房租租 水电及燃料费费 书报费费
’

添置衣物物 娱乐乐 社交应酬酬 医药费费 储蓄蓄 其他他

6664 7
.

7 元元 7 2 元元 1 34
.

8 元元 3 4 元元 1 5 9
.

1 元元 1 4 8 元元 1 4 6
.

4 9 元元 51
.

9 元元 51 2 元元 1 4 3 元元

当问到是否有欠帐时
,

17
.

8% 的调查对象对这一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

在这些借债者中
,

5 1
.

1% 的人是为了买房
、

修房或盖房
,

15
.

6 % 的欠帐者是为购买大件耐用消费品
。

目前买房子

的人并不多
,

真正使许多工薪阶层囊中羞涩的是近两年悄然兴起的住房装修热
。

因经济上入

不敷出而借债者并不多
,

仅占这一部分人的 14
.

9 %
。

另有 1
.

4 % 的家庭因长期有病人而欠帐
,

与广大农村地区相比这个比例并不太高
。

据有关部门的调查
,

因缺乏医疗保险制度
,

因病致贫

者占农村贫困户的 1/ 3
。

尽管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 问题 不少
,

但厦门市的大部分居民都处于

这一安全网的覆盖之下
,

因此也就较少因病而导致经济问题
。

表 9
.

欠帐原因 (表中的百分比为各项目占欠帐者总数的比例 )

子女结婚 } 购买大件 …买房
、

修房 } 长期有病人 }经济入不敷出 } 意夕卜事故 l 其 他

2
.

8 % 15
.

6 % } 5 1
.

1% 1
.

4 % 14
.

9 % 3
.

8% } 1 0
.

6 %

厦门人家庭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比例是相当高的
。

彩电的拥有量为 %
.

4 %
,

冰箱为 94
.

6%
,

洗衣机为 87
.

9 %
,

看来实用性很高的这三大件在厦门人的家庭中已相 当普及
。

接下来按

拥有量排列依次是
:

电话 ( 81
.

5% )
、

录像机 ( 53
.

9 % )
、

照相机 ( 5 1
.

2 % )
、

组合音响 ( 30
.

9 % )
、

钢

琴和 电子琴 ( 23
.

4 % )
、

摩托车 ( 23 % )
、

电脑 ( 7 % )
、

小汽车 ( 3
.

3% )
。

从这个排列顺序中我们可

以发现
,

越是实用的大件
,

普及率越高
。

看来
“

实惠
”

是人们购买大件首先要考虑的
。

家中有了

这些实用的几大件
,

小家庭的日子便可过得舒适些了
。

因此
,

当被问到对现在的经济状况是否

满意时
,

6 2 %的人回答满意 ;当被间到与前两年相比家里经济状况怎样时
,

35
.

6 % 的人认为更

好了
。

四
、

家庭生活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流动的增多
,

人们的家庭观念和家庭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

近年来厦

门地区的离婚率也有所上升
。

但这次调查结果却表明
,

绝大多数厦门人认为自己的家庭是和

睦的
,

其中认为
“

非常和睦
”

的 27
.

3%
,

回答
“

和睦
”

的达 54
.

3 %
,

认为
“

不和睦
”

和
“

非常不和睦
”

的分别只占 0
.

8 % 和 L l %
。

虽然承认家庭存在矛盾者不多
,

但进一步弄清这类家庭中究竟谁与谁有矛盾还是很有意

义的
。

调查表明
,

在这类家庭中主要的矛盾依次是
:
夫妻

、

母子
、

婆媳
、

兄弟姐妹
、

父子
、

灿埋
。

夫妻关系是家庭中最主要的关系
,

由于这是人际间最亲密的一种关系
,

一旦出现矛盾也会给当

事人身心带来极大的伤害
。

这种矛盾占矛盾家庭总数的 44
.

2 %
,

名列 榜首
。

母子矛盾占

2 5 %
,

名列第二
,

与仅 3
.

8 % 的父子矛盾相去甚远
。

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差异呢? 我们的调

查对象平均年龄约 40 岁
,

这些家庭的子女现正在上小学或中学
。

从 目前情况看
,

对上中小学

的子女母亲的管教多于父亲
,

这也就造成了因母亲管教多而较经常与子女发生矛盾
。

婆媳之

间的关系往往也是较难相处的
,

但目前的家庭大多是核心家庭
,

已婚子女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并

不多
,

因此婆媳矛盾的比例也较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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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父子

3
.

8 %

家庭中主要是谁与谁的矛盾 (表中的百分比为各项目占承认家庭有矛盾者的比例 )

婆媳

9 1
.

% 2

夫妻 兄弟姐妹

4 4
.

2% 5
.

8 %

那么
,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些家庭的矛盾呢 ? 兴趣的差异成了第一位的原因 (占这类有

矛盾家庭的 2 6
.

1% )
,

而一般人所关注的感情问题则位居第六 (仅占 7
.

6 % )
。

列前几位的原 因

还有
: 经济原因

、

居住拥挤
、

家务分担问题等 (详见表 11)

衰 11 家庭矛盾的原因 (表中百分比为各项 目占承认家魔有矛盾者的比例 )

兴趣问题
、

经济原因 居住拥挤 家务分担 子女教育 感情问题 外来干扰 赡养老人问题

2 6
.

1% 2 1
.

7 % 16
.

7 % 12
.

1% 1 1
.

8 % 7
.

6 % 6
.

1% 4
.

5 %

五
、

业余文化生活

业余文化生活是现代社会成员发展个性提高自身素质的一个重要手段
,

人们在业余文化

生活中消费收入
,

调适精神
、

心理
,

从而在客观上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

因此
,

业余文化生活的质

量如何
,

直接关系到人们总体生活质量
。

这次调查显示
,

大部分厦门人的业余生活都是在平平

淡淡的气氛中度过的
。

多达 73
.

5% 的人认为 自己的业余生活
“

平平
” 。

看电视和做家务仍是

人们业余时间最主要的活动
。

造成居民业余文化生括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是家务劳动占用人们大量的业余时间
。

目前

大部分家庭中负担最重的家务劳动依次是购买主副食品
、

做饭
、

为子女辅导功课
。

目前大部分

家庭都是双职工
,

在忙完 8 小时的工作之后
,

回到家里又要做饭
、

洗衣
、

带孩子
,

当然就没有余

暇去发展培养太多的爱好了
,

只能是边做家务边看电视
。

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办法是建立完

善的社区服务体系
,

逐步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
。

表 12 业余时间的主要活动 (可选 5项
,

单位
:
% )

看看电电 家务务 照看看 学习习 聊天天 逛商商 听广广 走亲亲 旅游游 陪伴伴 体育育 赚外外 打扑扑 上歌歌

视视视 劳动动 子女女 业务务务 场场 播播 戚戚戚 老人人 活动动 快快 克克 舞厅厅

6669
.

888 61
.

444 4 8
.

555 28
.

333 2 3
.

444 18
.

777 18
.

333 12
.

888 12
.

888 1 2
.

666 12
.

666 999 8
.

777 4
.

111

造成居民业余文化生活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二是近年来品位粗俗
、

消费高昂的娱乐设施发

展很快
,

而内容高雅
、

消费大众化的娱乐设施很少
。

受追逐高额利润这一动机的驱使
,

为适合

少数
“

大款
”
口味的娱乐场所遍布各个角落

。

以歌舞厅为例
,

除了用公款唱歌跳舞者和少数
“

大

款
”

能经常光顾这些场所外
,

一般市民来这里的并不多
,

我们的调查对象中只有 4
.

1% 的人经

常上歌舞厅
。

为了解居民对文化生活的评价情况
,

我们在调查中设计 8 个负面陈述 (参看表 13 )
。

如果

将回答
“

同意
”

者打 1分
,

回答
“

一般
”

者给 2 分
,

回答
“

不同意
”

者给 3 分
,

那么
,

得分较高的项目

表明评价较高
,

而得分较低的项 目则评价较低
。

按得分均值由高到低依次排列是
:

学校教育

( 2
.

6 2 9 分 )
、

娱乐场所 ( 2
.

0 9 分 )
、

电视节 目 ( 2
.

0 8 9 分 )
、

买书 ( 1
.

8 1 6 分 )
、

业余爱好 ( 1
.

7 7 分 )
、

电影 ( 1
.

7 13 分 )
、

艺术展览 ( 1
.

6” 分 )
、

体育设施 ( 1
.

627 分 )
。

这一排列顺序表明
,

大家对艺术

8 6



展览
、

体育设施的评价较低
,

而这些恰恰都是一些品味高雅而较难赚钱的项 目
。

表 13 你是否同愈下列说法

同 意

%%%%%%%6
尸J4̀UQ
ù11凡jō、à八̀

0飞
曰2气
ù气分

.

424
J .盖
424想买的书买不到

电视里的节目没意思

一年看不到几场好电影

学校的教育质量太差

很多业余爱好得不到实现

想散散心都找不到娱乐场所

艺术展览太少

体育设施不能满足人们需要

一 般

2 8
.

6 %

4 6 %

4 8%

%9%%28%6叭374041

54 % 3 1%

不同意

2 5
.

5 %

31
.

4 %

1 1
.

6 %

7 6
.

5 %

1 9
.

9 %

34 1 %

13
.

1 %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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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林学院山区发展研究所

浙江林学院山区发展研究所系在 1 9 9 3 年成立的山区社会发展研究室基础上扩展而成
,

1 995 年 n 月正式建立
。

全所现有研究成员 13 人
,

其中教授 2 人
,

副教授 5 人
,

讲师 6 人
。

现

任所长周国模副教授 ;常务副所长李明华副教授 ;副所长沈月琴
、

余树全
。

本所研究重点为山区社会学理论
、

山区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应用
。

本所现承担的课题有
“

社

会变迁中的浙江山区集镇研究
”

(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规划课题 )
, “

退化地改造及其社会经济

研究
”

(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资助课题 )
, “

浙江山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

(浙江省教
长

叭

委 )
。

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有
:
(山区社会学初探》

、

《社会林业论》
、

(山区集镇与持续发展》
、

《浙

江农村变迁与社区服务》
、

(山区工业化与人 口迁移 )
、

(浙江山区经济发展的比较与分析 }
、

(中

国南方集体林区持续发展的抉择》
、

(临安县山区综合开发模式的研究》等
。

先后组织的学术活动有
:
与浙江省社会学学会组织召开

“

95 山区社会学学水讨论会
” ,

并

组织
“

浙江山区集镇研究座谈会
” 、 “

山区持续发展研究座谈会
” 。

还与国内其他山区研究机构
、

高等学校和有关决策部门
、

地方政府开展了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活动
。

研究所地址
J

浙江省临安县锦城镇
,

邮政编码
: 3 1 1 3 0 0

,

电话
: ( 0 5 7 1 ) 3 7 2 7 2 1 6

、

( 0 57 1 )

3 7 2 3 5 4 4 0

(李明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