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方式的研究是应用性
、

现实性很强的课题
,

社会学对这两个间题的研究要能很好地满足社会需

要
,

除了注意加强学科理论建设外
,

还取决于两个条

件
:

一是社会学工作者参与社会变革的深度
。

社会学

工作者要脚踏实地
、

作风扎实
,

贴近生活
,

直接参与变

革现实的伟大实践一
,

回答社会发展和 人民群众最关

心的问题
.

这既是社会学理论为伟大的社会变革服务

的途径
,

又是发展自身学科理论的有效途径
。

二是实

现研究手段的科学化
、

现代化
。

在这方面可做的工作

相当多
。

如经验研究中的多重范式间题
,

方法论和具

体方法的结合问题
,

调查方法的多样化
、

精密化问题
,

调查
、

统计手段的现代化问题
。

这些间题解决了会大

大提高生活方式的应用研究水平
。

(3 )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方式社会

问题的研究
。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将给

人们的生活方式观念带来新的冲击和展荡
。

市场经济

将决定人们生活方式的基本走向
。

而市场经济环境对

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
,

又有消极的

方面
。

因此
,

社会学要关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活方

式方面的社会间题
,

并做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
。

这是

最紧迫和最有意义的课题
。

社会学者要对每个时期社

会生活方式的发展态势做出科学的评估
,

对基本走向

做出预测
,

同时能够对我国社会生活方式建构的基本

模式
、

发展机制等问题做出科学论证
。

这些对于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健康发展
,

都是很有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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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 自然增长率和绝对增长量已连续 7 年下降

中国大陆人 口自 1 9 8 8 年以来自然增长率和绝对增长量都已连续 7 年下降
,

妇女总和生育

率已持续下降到人 口生育更替水平以下
,

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近 ( 1
.

9 )
,

远远低于中国之外的

发展 中国家 ( 4
.

4 )
。

这一现象体现了中国人口控制和发展的独特规律
。

正因为政府的强有力的

控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

所以计划生育工作
,

今后仍不能有丝毫松懈
,

必须继续有效地
、

合

理地控制人 口增长
,

那末
,

在本世纪把包括港
、

澳
、

台在内的全国总人口控制在 13 亿内是做得

到的
,

使下世纪中叶中国总人 口的极峰不超过 16 亿也有望
。

1 9 87 年以来中国大陆人口擞及增长 l

1工nj汤任OJOOCùùbl上扁匕叮̀n八jOJ内bJ任宁曰
..

……
叹Ul从dl从口连óQ自11,1
山.1

1上111111111几11,1

年 份

1 987

1 9 8 8

19 8 9

19 9 0

19 9 1

1 9 9 2

1 9 9 3

19 9 4

人 口数 (万 )

1 0 9 3 0 0

1 1 1 0 2 6

1 1 2 7 0 4

1 1 4 3 3 3

11 5 82 3

11 7 1 7 1

1 185 1 7

11 9 85 0

绝对增长量 (万 )

1 7 9 3

1 7 2 6

1 6 7 8

1 6 2 9

1 4 9 0

1 3 4 8

1 3 4 6

1 333

自然增长率 ( % )

资料来源
: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资料汇编
。

(张 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