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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心态研究
`

冯 伯 麟

本文通过对社会转型阶段的国民心 态进行科学调查及实证 分析
,

为研究我国改

革发展的进程提供 了基础性资料
。

调查结果表明
:

人们对社会风气
、

腐败现象的强烈

不满并未影响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改革的评价
,

显示出人们在进行社会判断时理性水

平有 了一定提高
。

人们对法制状况不满的同时 自己的法制观念有所减弱
,

人们对 以
“

钱
”

为
`

中
,

心的社会价值走向不满的同时
,

个人的价值观却在向
“
物质利益

”
倾斜

。

这种

状况若长此下去将是纠正 社会风气
、

树立 良好风尚的阻力
。

社会稳定是 改革和发展的

前提
,

而 民心 的稳定则是社会稳定的根本
。

定期 以科学方式对社会心 态尤其是物价等

极 易迅速导致社会动荡方面的心 态进行测量与分析
,

对于从根本上 保障社会稳定具

有突出的意 义
。

作者
:

冯伯麟
,

男
,

1 9 4 7 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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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副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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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道路上所取得的光辉成就为世界所瞩目
。

1 9 9 2 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与中共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决定
,

掀起了
“

第二次改革高潮
” 。

这新一轮改革开

放的高潮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
,

使我国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

在深化改革的新阶段
,

人们的信念
、

价值观
、

态度
、

意 见和期望都会随着社会转型进程的加

快而面临新与旧
、

现代与传统的撞击
。

调查和研究人们的社会心态及其变化具有两方面的重要

意义
。

其一在于全面把握当前的社会形势
。

在科学的前提下
,

广大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是任何一

项决策可行性的基础
。

在加大改革力度的新阶段
,

每一个改革方案在出台前与实施过程中均应

及时了解人们的反映
,

尤其是涉及到人们生活利益的方面
,

必须考虑社会心理承受能力
。

因势

利导以维护深化改革所需要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

其二在于研究社会的发展
。

描述社会发展的

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 (主要是 国民心态 )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
,

因而及时调查人们的心态是不

可忽视的
。

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
,

并未完全确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
。

在这个特

殊的发展阶段若不同时记录下客观事实和主观反映
,

一旦时过境迁
,

客观事物会有记载
,

而当

时的主观反映就只能靠当事人的回忆或后人的推论了
,

这种个人 回忆或他人推论与科学的调

查不可相提并论
。

因此
,

对转型阶段人们心态的科学调查将为研究我国改革发展的进程提供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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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值的基础性资料
。

我们于 1 9 93年 3月
、

8月
、

12月在北京市城近郊区进行了三次调查
,

以研究当前民众的社

会心态及其变化
。

二
、

研究方法

(一 )问卷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为主
。

1 9 9 3 年 3 月和 8 月的两次调查主要针对深化改革中

国家的政治
、

经济总体状况和一般社会问题了解市民的态度
。

19 9 3 年 12 月的调查则是在上述

调查的基础上经过有关专家研讨确定的问卷内容
,

包括对改革大环境总的认知
,

对政治
、

经济
、

法律
、

分配
、

职业等受市场经济影响较大的生活领域的态度
,

当前形势下的价值观等三个方面
。

(二 )样本 推断总体为北京市 8 个城近郊区 1 8 岁以上人口
。

19 93 年 3 月与 8 月的调查均采取入户与街头人数各半的方式
。

12 月的调查全部以入户方

式进行
。

街头调查是按地理位置及人 口密集程度的不同
,

选取四个调查点
,

只对北京市民发放

问卷
。

入户调查则利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根据最新人 口资料建立的北京城近郊区入户调查

网进行
。

3 月与 8 月调查发放问卷均为 8 00 份 (其中入户的 40 0 份在 12 个居委会进行 )
。

3 月

调查有效问卷 7 02 份
, 8 月调查有效问卷 6 54 份

。

12 月调查样本是 25 个居委会中的 1 0 0 0人
,

有效问卷 90 0 份
。

三次调查的样本构成如表 1所示
。

(以下两表为横排并列的一张表
,

由于篇

幅所限排为上下表 )

表 1 样本构成 ( % )
_

调调 查查 性 别别 职 业业

时时 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
男男男 女女 工人人 商业服务务 机关关 企业管理理 专业技术术 离退休休 其 它它

业业业业业职工工 干部部 人员员 人员员 人员员员

111 9 9 3
.

333 4 9
.

4 5 0
.

eee 1 2
.

111 1 3
.

888 2 3
.

111 7
.

888 1 5
.

777 1 1
。

444 1 6
.

111

11199 3
.

888 4 7
.

9 52
.

111 6
.

777 12
.

666 2 0
.

666 9
.

000 1 9
.

999 15
.

666 1 5
.

555

111 9 9 3
.

1 222 5 1
.

9 4 8
.

111 2 2
.

111 9
.

666 1 5
.

666 7
。

555 1 3
。

999 1 8
.

555 1 2
.

777

表 1 (% )

文文 化 程 度度 年 龄龄

初初中及以下下 高中中 大专及以上上 2 9 岁以下下 3 0一 39 岁岁 4 0一 49 岁岁 5 0一 5 9 岁岁 6 0 岁以上上

222 5
.

777 4 0
.

222 3 4
.

111 2 7
.

444 3 5
,

000 1 7
.

888 9
.

999 9
.

999

222 4
.

111 3 9
.

333 3 6
.

555 2 6
.

000 2 3
,

lll 1 9
.

555 1 6
.

666 1 4
.

888

222 9
.

999 3 7
.

333 3 2
.

888 2 7
.

333 2 5
.

666 1 6
。

666 1 5
。

lll ] 5
,

444

三
、

结果分析

(一 )对市场经济大环境的认知

( l) 强烈地感受到国家的巨大变化
,

对政治
、

经济大形势保持较高满意度



十几年的改革成就有目共睹
,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

因此对改革总的评价一直是肯定

的
。

对 于市场经济
,

尽管理论界 曾有姓
“

资
”
姓

“
社

”

的争论
,

但广大 民众的认识是能很快与中央

一致的
。

在中共十四大下 汗不久的 一次调查中有 83
.

1%的北京市民认为完全可以用市场经济

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

在 1 9 9 3 年 3 月
、

8 月
、

12 月三次调查中
,

市民对国家政治
、

经济形势

一直保持较高的满意度 ( 见表 2八以
一

F两表为横排并列的一张表
,

由于篇幅所限排为
_

上下表 )

表 2 对于国家政治
、

经济状况的满意度

您对挤前国家的政治状况是否满意 ( % )

调查时间 很满意 基本满意 不太满意 很不满意 不知道

l , 9 3年 3月

19 9 3年 8 月

2 9 9 3年 1 2 月

1 3
.

0

8
.

3

2 4
.

8

6 0
.

3

5 4
.

3

6 0
,

2

盆9
.

7

2 2
.

9

9
.

2

表 2

您对目前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否满意 ( % )

调查时间 很满意 基本满意 不太满意 很不满意 不知道

1 9 9 3年 3 月

1 9 9 3 年 8 月

1 9 9 3 年 J Z 月

7
.

8

4
.

6

1 5
.

7

5 5
.

1 2 8
.

3 3
.

4 5
.

3

引
.

4 3 6
.

7 1 0
.

6 6
.

7

5 4
.

3 2 3
.

2 3
.

0 3
.

9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

19 93 年北京市民对国家政治
、

经济状况的满意度较高
,

但其中经历

了由小幅降低再到大幅上升的变化
,

这种变化与哪些因素有关呢 ?有一种假设是个人 自我认知

的生活水平影响其社会态度的变化
,

尤其在经济方面
。

但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未分析出这种倾

向
。

(见表 3 )

衷 3 与同龄人相比
,

您目前的生活水平如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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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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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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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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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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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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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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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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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

5

3 2
.

2

不知道

2
.

0

3
.

2

2
.

0

从表 3 可以看到
,

三次调查个人自我认知的生活水平并无较大变化
,

其中 8 月比 3 月还略

有提高
。

即在 8 月对政治
、

经济形势满意度略有下降的同时
,

对个人生活水平的评价却略有提

高
;
而 12 月对政治经济形势满意度较大幅度提高的同时

,

对个人生活水平的评价基本未变
。

` 那么到底什么因素能解释人们满意度的变化呢 ? 恐怕与国家在一年中经济形势及政策的

变化走势有关
。

19 9 3 年上半年
,

我国经济发展一度吃紧
,

其中金融混乱
、

通货膨胀现象较为明

显
,

这使人们对改革的信心有些动摇
。

在回答
“

今后几年国家前景如何
”

的问题时
,

3 月份对今

后几年国家前景表示乐观的为 74
.

7%
,

而到 了 8 月份则降到了 51
.

8写
。

宏观调控和 n 月份中

8 1



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发布《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在一定程度上稳定

了经济秩序
,

恢复了人们对政治
、

经济形势的信心
,

从而又较大幅度地提高了满意度
。

调查结果还发现
,

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职业的被调查者满意程度及其改变是有所不同的
。

,

将回答
“

不知道
”

的人除去
,

重新计算其余四项的有效百分比
,

然后把有效的
“

很满意
”
和

“

基本

满意
”
合并

,

分别考察不同文化
、

不同职业的人
“

满意
”

的百分比
。

(见表 4)

表 峨 不同文化
、

不同职业的人
“

满意
”

状况 (% )

对对对政治状况满意意 对经济状况满意意

11111 9 9 3
.

333 1 9 9 3
。

888 1 9 9 3
。

1 222 1 9 9 3
.

333 19 9 3
.

888 1 9 9 3
.

1 222

初初中及初中以下下 7 777 7 777 9 111 7 000 6 222 7 444

高高 中中 8 000 7 333 8 777 6 888 5 333 7 000

大大专及大专以上上 7 333 5 888 7 777 6 111 3 777 6 666

工工人人 6 888 7 666 8 666 5 666 5 444 7 000

商商业服务业业 7 999 6 444 9 333 6 222 4 444 7 333

企企业管理干部部 7 111 6 777 8 000 6 777 4 888 6 999

机机关事业单位干部部 7 888 7 222 8 555 7 333 4 444 7 444

专专业技术人员员 7 666 6 666 7 333 5 999 4 888 5 666

从表 4 的数据可以明显地看到
: A

.

对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的满意度在两次调查中都存在

文化差异和职业差异
。

从三次调查结果的平均而言
,

对政治
、

经济状况的满意度与文化程度呈

负相关
,

即文化程度高的比文化低的人其满意度相对低些
。

而专业技术人员在各类职业中满意

度相对低些
。

B
.

8 月份调查中满意度的下降与 12 月份满意度提高有一定的规律性
,

即 8 月份

下降幅度大的 12 月份上升的幅度也大
。

例如
“

大专
”

文化者对经济的满意度 8 月比 3 月下降
24 个百分点

,

是不同文化的被调查者中下降幅度最大的
。

而 12 月调查时这部分人满意度上升

29 个百分点
,

又是上升幅度最大的
。

在不同职业的比较中也是这种情况
,

8 月份满意度下降幅
畏

度最大的是机关
、

事业单位干部 (下降 29 个百分点 )
,

而 1 2 月份上升幅度最大的也是这部分人

(上升 30 个百分点 )
。

因此可以说
,

12 月份满意度大幅度上升
,

整体水平高于 3 月份
,

而文化差

异
、

职业差异仍与 3 月份相似
。

( 2) 对社会风气表现出强烈不满与对政治
、

经济状况的较高满意度相比
,

人们对社会风气

很不满意
。

19 9 3 年 12 月调查中对当前社会 风气
“

很满意
”

的占 2
.

0%
、 “

基本满意
”

的占

n
.

7%
、 “
不太满意

”

的有 40
.

4%
、 “

很不满意
”

的有 4 4
.

6%
、 “
不知道

”

的有 1
.

2%
,

也就是说大

表 5 对社会风气
“

满意
”

状况

满 意

1 9 9 1年 3 月

1 992 年 3 月

1 9 9 1年 1 2 月

1 6
.

6

2 2
.

2

1 3
.

8

不 满 意

8 3 4

7 7
.

8

8 6
.

2



多数人表示不满意
。

为了便于 比较
,

仍将
“
不知道

”

的人除去
,

计算
“

满意
”

与
“
不满意

”
的有效百

分比并与 1 9 9] 年 3 月及 19 9 2 年 3 月的调查相 比较
:

显然
,

人们对社会风气的评价一直是负面的
。

那么在人们的眼里
,

当前这种令人不满意的

社会风气是什么样呢 ? 下面的结果可以说是一个较好的概括
。

(见表 6)

表 6 市民对社会中不同人的评价 ( 1 9 9 3年 12 月调交 )

您认为现在的社会对什么人有利? ( % )

非常有利 { 比较有利 } 不太有利 ! 很不利 不知道

56701.1.1..2610

有钱的人

有权的人

有关系有门路的人

有知识的人

有苦干精神的人

有道德有理想的人

7 2
.

2

7 7
.

3

2 5
.

7

2 0
.

6

0
.

3

0
.

3

0
,

2 1
.

5

5 7
.

8

1 4
.

7

3 6
.

6

5 4
.

9

3
.

2 0
.

3

2 4
.

3 3
.

4

5
.

4

5
.

3

2 9
.

8

2 0
.

8

3 9
.

6

4 0
.

8

1 9
.

0

2 3
.

0

绝大多数人认为当前的社会对有钱的人
、

有权的人
、

有关系有门路的人有利
,

而只凭苦干
、

有道德
、

有理想是吃不开的
。

人们普遍感到道德理想
、

精神力量越来越不起作用了
。

对于这个

问题
,

不少有识之士早就开始大声疾呼了
,

党和政府也一直在通过各种媒介加强舆论引导
、

强

权 表 7 北京市民对社会问题的评价 ( 1 9 9 3年 12 月 )

社社会问题题 最不满和优虑的的 最需要政府解决的的

百百百分数数 排 序序 百分数数 排 序序

物物价价 5 0
、

777 222 2 2 888 444

腐腐败败 5 5
.

999 111 5 2
.

444 111

分分配不公公 13
.

000 666 1 0
.

000 1 111

消消费品质量量 2 4
.

000 444 1 7
.

666 666

道道德德 2 0
.

777 555 1 2 000 1 000

人人 口口 7
.

999 l 111 7 000 1 333

环环境污染染 12
.

666 999 1 3
.

666 888

社社会治安安 2 6
.

333 333 3 9
,

222 222

交交通通 4
.

666 1 666 9 222 1 222

教教育育 1 4
.

777 777 3 1 666 333

住住房房 1 3
.

666 888 1 5 333 777

乱乱收费费 1 1
.

111 l 000 1 2
.

777 999

不不健康出版物物 5
.

111 1 333 7
,

000 1 333

经经济犯罪罪 7
.

333 1 222 2 2
.

333 555

赌赌博博 4
.

888 1555 3
.

888 1 666

失失业业 4
.

333 l 777 4
.

888 1 555

崇崇洋媚外外 4
.

999 1 444 3
.

111 1 777

8 3



调精神文明建设
,

但至今仍未有大的起色
,

其原因恐怕与经济秩序的不完善
、

思想道德教育的

薄弱以及腐败等突出的社会问题多年未得到真正的解决有关
。

(3 )对腐败现象的不满在诸多具体社会问题中反映得最为强烈
。

.

“

腐败
”

是改革中一直未能解决好的社会问题
。

它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

是影响社会安定

的重要因素
。

在 1 9 9 3年 12 月调查中它仍居人们所不满意的社会问题之首
。

调查要求填答者在所列的 17 种社会问题中选出自己最不满意的三项和最迫切要求政府

下力气解决的三项
。

结果如表 7 所示
:

腐败间题
、

物价问题的不满意远高于其他各项
。

而迫切

需要政府解决的第一位间题仍是腐败问题
,

物价问题却退居第四位
。

在 80 年代以来的许多调

查结果中
,

物价
、

分配不公和腐败现象被认为是人们最不满或最耽忧的并且是最迫切希望政府

解决的三大社会问题
。

进入 1 9 9 3 年
,

这些问题仍然令人强烈不满
,

但前两个问题均未进入迫切

希望政府解决的问题中的前三位
,

只有腐败问题仍居首位
。

(见表 8)

表 8 最迫切需要政府下力气抓的社会问题是

1 9 9 3年 3 月的调查

1 9 9 3年 8 月的调查

1 9 9 3 年 1 2 月的调查

第一位

腐败问题

腐败间题

腐败问题

第二位

消费品质量

社会治安

社会治安

第三位

教育问题

教育间题

教育问题

在问及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时
,

市民对此的 回答较为分散
,

可以说没有哪一个现象能独当
“

腐败
”

的恶名 (见表 9 )
。

这一结果也验证了中纪委在 1 9 9 3年上半年的一份报告的结论
。

该报

告认为
: 目前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已趋于多样化

。

嘛

表 9 市民对腐败现象的认识 ( 1 9 9 3 年 12 月 )

您认为
“

腐败
”

的主要表现是

体体体制不健全全 干部腐腐 权钱钱 行业不不 执法人员员 千部有有

化化化化堕落落 交易易 正之风风 受贿索贿贿
“

特权
””

百百分数数 2 5
.

444 2 3
.

777 2 5
.

333 6
.

333 7
.

444 1 1
.

999

表 7 与表 8 的结果还有两点值得重视
。

其一
,

社会治安 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
,

人们

将这个间题与腐败间题作为要求政府大力解决的首要问题
,

实际上是对法治的强烈希望
。

说明

人们已充分认识到安定的环境是改革成功的基本条件
。

其二
,

市民对当前教育问题表现出极大

的关心
。

1 9 9 3 年 3 月
、

8 月
、

12 月三次调查结果市民都将教育问题列为目前政府应下大力气抓

的第三位大事 (见表 8 )
。

1 9 9 3 年 12 月调查中要求人们对经济建设
、

政治改革
、

法制建设
、

教育
、

社会保障五个方面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进行评价排序时
,

教育被认为是第一重要的
。

当年邓小

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时
,

曾经振臂高呼的就是振兴教育并表示愿为教育事业当
“

后勤
” 。

但教育

的现状并未实现他老人家的希望
。

全国不少地方只重经济不抓教育
,

其结果严重阻碍了教育的

发展
。

据 19 9 3年新华社《晾望 》周刊第 42 期报道
,

至 19 9 3 年 5 月底止
,

全国拖欠教师工资数额 娜

达 14 亿多元
,

除北京
、

宁夏
、

西藏以外几乎涉及到各个省区
,

令国人汗颜
。

因此这一间题的严重

性及人们对解决教育问题的强烈期望应引起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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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从以上表 2一 9 的调查数据可以将人们对当前市场经济的社会大环境的总体态度概

括为
:

第一
,

对改革所带来的政治
、

经济总状况具有较高的满意度
,

对社会风气表现 出强烈不

满
,

对影响社会风气的主要间题的解决寄予极大期望
;
第二

,

人们对社会风气的不满情绪并未

降低对国家政治
、

经济状况的总体满意度
,

显示 出人们在对于改革大形势判断时理性水平的提

高
;
第三

,

人们强烈希望政府加强法治
、

重视教
一

育
,

19 9 3 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市民已充分认

识到这两条是改变社会风气
、

振兴国家之根本
。

(二 )主要生活领域中的态度

( 1) 政治生活态度

19 9 3 年 12 月的调查从政治关心
、

政治信任感及政治功效感三个方面对市 民的政治态度

进行 了考察
。

表 1 0 对各类信息的关心 ( ] 9 9 3 年 22 月 )

您对电视
、

广播
、

报纸等媒介中哪一类信息最关心 (限选一项 )

种 类

反映社会问题方面

政治方面

经济方面

文化体育方面

生活服务方面

目前 ( % ) 三年前 ( % )

2 8
.

3 1 4
.

8

2 6
.

4 4 0
.

7

1 7
.

6

1 2
.

2

1 9

1 4

1 0
.

9

可以看到
,

对政治方面关心的人数 比例与三年前相 比有相当幅度的下降
; 而对社会问题方

面的关心却有较大提高
。

调查中还问道
: “

对当前北京市正在进行的各区县人大代表选举是否关心
” 。

结果
,

表示
“
不

关心
”

的有 52
,

4%
。

当问及对参加投票的态度 时
,

49 %的人持
“
应付一下

”

或
“

不想浪费时间
”

的

态度
。

除了对政治关心程度不高以外
,

其政治功效感也不算高
。

( 见表 1 1)

表 11 市民的政治功效感 ( 1 9 9 3年 12 月 ) ( % )

很同意 ! 较同意 ! 不太同意 ! 很不同意 ! 不知道

对于政治的决策我一点影响力也没有

政治太复杂
,

不是我这样的人能理解的

2 8
.

6

2 0
.

7

2 1
.

2

2 8
.

5

2 8
.

8

2 9
.

7

12
.

4

1 2
.

8

9
.

0

8 3

在人们对政治的关心及政治功效感相对不高的同时
,

对政府表示了较大程度的理解和信

任
。

有 71
.

6 %的市民认为
“
现在国家有许多困难

,

应当谅解政府工作中的某些失误
” ,

而在 1 9 91

年 H 月的调查中
,

表示谅解的市民为 42
.

9%
。

在 1 9 9 3 年 12 月调查中
,

8 7
.

8%的市民对中央

政府表示信任
,

86
.

4%的市 民对北京市政府表示信任
。

这种对政治洲氏的关心与功效感和对政府较高的信任
、

对 目前政治状况较高的满意 (见表

2) 并存的心态
,

一方面表明政府在 人们心中具有权威
,

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的政治参与意向还

不够强烈
,

即人们的政治心理还不够成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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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法律生活态度

农 12市民对法律的态度 (9 93 1年 2 1月 ) (% )

很很很同意意 较同意意 不太同意意 很不同意意 不知道道

当当前基本上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 1 1
.

555 3 3
.

666 3 3
.

888 17
.

111 4
.

000

如如果法律制订得不公正
,

我们就不必遵守它它 2 2
.

444 18
.

333 3 0
.

555 1 9
.

222 9
.

777

对对执法犯法的人
,

无论情节轻重
,

一律应当当 2 4
.

888 1 9
.

111 3 0
.

444 2 1
.

111 4
.

666

判判无期徒刑刑刑刑刑刑刑

,

从 表 12 中
“

当前基本上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的回答结果看
, “

同意
”

者不 足半数

(4 5
.

1% )
,

而
“

不同意
”
者竟有 50

.

9%
。

反映出人们对当前的法制建设有较大的不满
,

在前面表
6 中

,

相当多的人认为当前有权的人
、

有钱的人
、

有关系门路的人吃得开
,

从另一侧面也可以认

为是人们对当前法律状况的一种评价
。

然而
,

在人们对法律的公正性表示不满的同时
,

自己的法制观念也不 由自主地深受影响
:

法律是严肃的
、

权威的
,

但却有 40
.

7%的人认为
“

如果法律订得不公就不必遵守它
” ;
法律是严

明的
、

非情绪性的
,

而竟有 4 3
.

9 %的人认为对执法犯法的人可以不论其情节一律处以最高刑

期
。

( 3) 经济生活态度
·

如前所述
,

人们对当前国家的经济总体状况满意度较高
,

大多数人 ( 7 3
.

5 % )认为个人的生

活水平有所提高
。

这是在经济生活中的总体态度
,

而对经济生活领域中的具体问题如物价
、

分

配等并不能说是满意的
。

首先
,

就物价问题而言
,

从表 7 中可以看到物价问题仍是最令市民不满的问题之一
,

但在

最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中
,

物价问题排在教育间题之后
。

事实上市民对目前物价上涨的感觉是

十分强烈的
,

从调查发现
,

有 90
.

8 %的市民感到 目前的物价比上个季度有所上涨
,

其中 53
.

5%

的人感到上涨幅度较大
。

尽管如此
,

人们并未因此而对国家经济状况不满
,

而且大多数市民喜

欢这样一种生活环境
: “

物价上涨
,

工资提高
,

存在创收机会
,

生活水平有可能提高也有可能下

降
,

关键靠自己
” ,

持此观点的人占 65
.

3%
。

而对
“

物价稳定
,

工资不变
,

没有创收机会
,

生活水

平不提高也不下降
”

的生活环境表示喜欢的只有 34
.

7%
。

由此可见
,

市民对物价问题已经有了

一定的承受能力
。

当然应当指出
,

这种承受能力是有条件的
、

有限度的
。

这条件就是人们的生

活水平在提高
,

并没有因为涨价而感到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

因而这限度也就是指涉及人们日常

生活必需的物品价格上涨应有限度
。

物价是市场的灵魂
,

是人们经济生活中的敏感问题
。

物价的波动极易引发连锁反应
,

因此

在推进这项改革时既要看到社会心理承受力有所提高
,

也应注意到它很可能是社会动荡的导

火索
,

决不可掉以轻心
。

因为目前它还是与腐败问题并列的两个令人不满的社会间题之一
。

其次
,

就分配不公而言
,

表 7所列的分配不公间题在人们不满意的社会问题中居
一

第六位
,

在最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中列第十一位
,

可以认为在一定程度上 已不再是影响社会箕定的最
·

主要问题
。

从对分配不公的理解上看
,

认为
“
以权谋私获高收入

” 、 “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倒挂

”

和
“

收入差距拉大
”

的人数比例相对高些
,

分别为 27
.

7%
、

20
.

5%和 22
.

3%
,

其他的理解是
: “

机

会不均等
” 9

.

7%
、 “

非法经营牟取暴利
”
13

.

5%
、 “

平均主义严重
”
6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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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分配不公理解为
“
收入差距拉大

”
要从两方面看

:

如果它与
“

以权谋私获高收入
”

及
“
非法

经营牟取暴利
”

相联系
,

则这种理解是正确的
;
但另一方面它与

“

平均主义严重
”
相 比是 22

.

3 %

比 6
.

3%
.

这就有些问题了
。

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就是要进一步克服平均主义
,

以机会均等按

劳分配的原则合理拉大收入差距
.

而人们目前这种理解将使分配制度的改革遇到困难
。

(三 )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们评价事物
、

现象的内部准则
,

是态度体系中稳定的核心成份
。

每一个社会都

存在一个主流的价值体系
,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体制的变革导致价值观的变迁
,

而价值观的

变化反过来又通过态度
、

意见
、

行为方式对社 会转型有一定影响
,

有时还能预示某种社会新时

期的到来
。

近年美国青年价值观变迁的研究表 明
,

价值观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周期有关
,

由美国近期功利主义抬头的倾向还可以预测一种新的经济高涨期即将到来
。

因此研究我国目

前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是十分必要的
。

参照国内外价值观研究的有关资料
,

我们列出 12 个价值变量
,

要求被调查者评价它们对

自己的重要性
。

表 1 3 x Z 种价值变 t 的互要性 ( 1 9 9 3 年 一2 月 ) ( % )

非非非常重要要 较重要要 不太重要要 很不重要要 不知道
___

生生活富裕裕 5 0
.

111 4 0
.

888 8
.

222 0
.

222 0
.

777

找找到挣钱多的工作作 3 8
.

666 3 7
.

666 2 0
.

666 2
.

222 1
.

555

事事业成功功 5 2
.

777 3 1
.

444 1 1
.

444 1
.

888 2
.

888

婚婚姻与家庭生活幸福福 7 1
.

000 2 5
.

444 2
.

111 0
.

888 0
.

777

舒舒适安乐乐 3 1
.

333 4 2
。

999 2 2
.

111 2
.

666 1
.

111

努努力进取取 4 5
.

111 4 1
.

555 1 0
.

777 1
.

111 1
.

777

实实现自己生活目标标 4 6
.

777 3 9
.

111 1 0
.

666 1
.

444 2
.

333

为为社会尽责责 2 9
.

999 5 1
.

222 1 5
.

333 1
.

333 2
.

444

国国家前途途 6 9
.

444 2 3
.

888 4
.

555 1
.

222 1
.

222

帮帮助他人人 2 7
.

555 5 5
.

444 1 3
.

000 1
.

888 2
.

333

宣宣传正义与公德德 4 4
.

666 4 1
.

666 1 0
.

444 1 222 2
.

222

充充分发挥个人才能能 4 9
.

555 3 9
.

222 8
.

333 0
.

999 2
.

111

为了进一步定量分析
,

我们将
“

非常重要
”

定为 4分
, “

较重要
” 3 分

, “
不太重要

” 2 分
, “

很不

重要
” 1 分

。

计算每个人在每个价值变量上的分数
,

然后进行因素分析并作正交转轴
,

结果见表

1 4
。



农 1 41 2个价值变项的因紊分析

因素一 {因素二

价值变项

宣传正义与公德

国家前途

帮助他人

为社会尽责

事业成功

努力进取

实现自己生活目标

充分发挥个人才能

生活富裕

找到挣钱多的工作

舒适安乐

婚姻与家庭生活幸福

社会公益 成就与自我实现

因素三

生活富足

,

7 9 75 7

.

7 1 6 9 7

.

6 7 8 1 0

.

6 7 4 02

.

7 9 6 2 3

.

77 2 1 1

.

6 1 9 3 4

司!l!

…!
!1
1.

…
一

.

3 5 4 5 9
.

4 7 8 3 6

.

8 4 3 5 7

.

7 7 9 1 1

.

6 5 93 1

。

34 2 6 0
.

4 9 3 9 0

第一因素上负荷量较大的变量是宣传正义与公德
、

国家前途
、

帮助他人
、

为社会尽责
,

命名

为
“

社会公益
”
因素

。

第二因素上负荷量较大的变量是事业成功
,

努力进取
、

实现自己的生活 目标
、

充分发挥个

人才能
,

命名为
“

成就与自我实现
”

因素
。

第三因素上负荷量较大的变量是生活富裕
、

找到挣钱多的工作
、

舒适安乐
、

婚姻与家庭幸

福
,

命名为
“
生活富足

”
因素

。

由因素分析结果可知
,

人们的价值体系主要包含三种成分
:

社会公益
、

成就与自我实现
、

生

活富足
。

据此形成一个价值取 向量表
,

每个量表由四个项 目组成
,

最高分数 16 分
,

最低分数 4

分
。

计算结果表明
,

被调查者总体在三个量表上的平均分分别为
:

社会公益取向 13
.

22
,

成就与

自我实现取向 13
.

55
,

生活富足 1 3
.

28
,

三者无显著差异
。

进一步分析结果
,

不同特征的群体价值取向存在差异
。

从性别差异上看
,

男性的成就与自我实现价值取向明显高于女性
,

而女性比男性更看重社

会公益和生活富足
。

从年龄特点上看
,

大致 的趋势是
:

年龄越大社会公益价值取向越高
;
年轻人则表现出比较

强烈的成就与自我实现动机和对生活富足的渴望
。

在文化程度方面
,

相对来讲
,

文化程度越低
,

越看重社会公益与生活富足
;
文化程度越高

,

成就与自我实现取向越高
。

从职业特征上看
,

离退休人员的社会公益价值取向最高
,

个体劳动者最低
;
工人

、

商业服务

业职工最注重生活富足 ;企业 (含公司 )干部的成就与自我实现取向最高
。

不同个人特征在价值体系上的差异
,

是由其所处的社会地位
、

社会文化背景
、

个人经历等

因素造成的
。

通常来讲
,

在变革的社会里
,

高文化
、

低年龄群体代表着整个社会的价值走向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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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认为当前社会的价值走向是
:

成就与自我实现
、

生活富足价值取向稍强于社会公益价值

取向
。

价值的这种取向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态度和意见
。

在调查中
,

65
.

3 %的人喜欢
“
生活水平

高低取决于个人奋斗
”
的生活

,

5 8
.

8%的人愿意选择
“
月薪 1 0 0 0 元以上但不符合自己兴趣

”

的

工作
, 5 2

.

3%的人 主张工作不顺心就应当尽快调走
。

因而在分析人们的态度与意见时
,

不可忽

略其价值观的作用
。

前面分析表 6 中现在的社会对哪种 人有利的数据结果时虽与社会风气联

系在一起
,

认为这个结果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的不良的社会风气
,

但如果再和人们当前的价

值观相联系是不是也可以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价值观对人们判断事物的影响呢 ?另外
,

在调

查中有 85 %的人认为
“

现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
、

助人为乐的关系越来越淡了
” ,

75
.

8%的人

认为
“
现在干什么都得讲钱

” 。

这些既表现 了人们内心的不满意
,

同时又可以说是当前社会价值

取 向大趋势的某种反映
。

四
、

结 论

(一 ) 1 9 9 3 年北京市民社会心态可以描述为
:

一
一

对政府高度信任
,

对国家政治
、

经济总体状况及 个人生活水平继续保持较高满意度
;

- - -

一对社会风气表示强烈不满
,

对诸多社会问题中的腐败
、

物价表示最大的不满
;

-

-

一强烈希望政府解决法治与教育问题
:

一一对政治的关心让位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

对法律的公正性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满
;

- -

一对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的情绪有所缓解
,

对分配不公的理解主要是
“

以权谋私获取高收

入
” 、 “

脑体倒挂
” 、 “

收入差距拉大
” ;

- -

一社会价值走向是成就和物质追求超过社会公益
。

(
一

二 )如何看待当前市民的社会心态

— 人们对社会风气
、

腐败现象的不满 并未影响对政府的信任和对国家改革形势的评

价
,

这说明政府在人们心 目中是有权威的
、

值得信赖的
,

同时也表明人们在进行社会

判断时理性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

- -

一 与几年前相 比
,

人们对物价 上涨和分配不公的心理承受力有所增强
。

当然
,

这是以人

们的生活水平总体并未 明显下降为前提的
。

一 人们对法制状况不满的同时自己的法制观念也较弱
; 人们对以

“

钱
”

为中心的社会价

值走向不满的同时个人的价值观也在不 由自主地向
“

物质生活
”

维度倾斜
。

这种状况

如果发展下去将导致人们不满社会不正之风而 又屈服于甚至追随社会不正之风的恶

性循环
,

对于纠正社会不正之风
、

树立 良好社会风 尚将是阻力
。

-
-
-

一严惩腐败
、

加强法制
、

重视教育
、

提高社会的道德与公德水平是保障深化改革顺利进

行的当务之急
。

(三 )应继续重视和加强社会心态的科学监测

江泽民在 19 9 4 年元旦的讲话 中指出
: “ 1” 4 年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非常关

键的一年
” , “

在新的一年
,

我们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精心组织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实施工作
” 。

朱榕基称 19 9 4 年改革是一场
“
攻坚战

” 。

在这

关键性的新的一年
,

继续处理好改革
、

发展
、

稳定之间的关系是首要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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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方向
,

发展是目的
,

稳定是基础
。

不改革就不能发展
,

没有发展就没有真正的社会稳

定 ; 没有社会的稳定
,

改革和发展将是空谈
。

而 民心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根本
,

定期以科学方式

对社会心态尤其是物价等极易迅速导致社会动荡方面的心态进行测量和分析
,

对于从根本上

保障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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