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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4社会热点研讨会
”
述评

社会热点是社会变革的晴雨表
,

研究中国的社会改革
,

不可不关注和研究改革开放背景下

的社会热点及其走势
。

鉴此
,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中南社会调查研究所及武汉市

社会学学会在 1 ” 4
、

1 9 9 5年新旧交替之际举行了
“ `

94 社会热点研讨会
” 。

武汉地 区高等院校

和科研单位的部分社会学家以及新闻单位和有关方面人士 30 余人出席了研讨会
。

一
、

关于
“

社会热点
”

的涵义

与会者对于
“

社会热点
”

这个概念作了界定
。

较有代表性的解释是
:

社会热点是表征一定时

期
、

一定地域 (社区 )范围内
,

众多的社会成员所关注的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
。

显然
,

这里所说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热点
,

它揭示了社会热点具有时间性
、

地域性和群众性的特

点
,

同时又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热点
。

主要是指一些关系到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社

会问题
。

社会热点作为主体的心理反应
,

具有明显的群体差异
。

不同的社会群体
,

所关注的社会间

题各有不同
,

立场不同
、

视点不同
,

关注的程度
、

重点以及持续的时间均有所不同
。

老年人有着

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浓厚的怀旧情绪
,

对于党风败坏
、

社会道德滑坡和民族优良传统的失落痛心

疾首
;
青年人对于上述问题虽然不乏怨声牢骚

,

却鲜有切肤之痛
。

企业职工最关心的是企业的 ,

经济效益
、

工资收入
、

职业稳定以及企业一旦破产后的生活出路
。

由于企业不景气抑或破产
,

首

先危及的是女职工的
“

饭碗
” ,

所以她们对于 自己职业的稳定性以及今后可能面临的再就业问

题有着更多的忧虑
。

一般女性对于关系到 自身人身财产安全的社会治安问题格外关心
,

家庭主

妇尤其关心物价的变动
。

可见
,

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各种社会间题有着不同的心理取 向和行为

取向
。

就是对同一社会热点
,

各社会群体也会有不同的视角
,

不同的理解
,

因而采取不同的态

度
。

二
、

1 9 9 4 年的主要社会热点

对于 1 9 9 4 年的社会热点的估价
,

与会者有较高的认同度
。

就武汉地区的社会心态来看
,

根

据武汉市舆情调查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
,

武汉市市民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居前三位的依次是
:

①

党风廉政建设问题
;②社会治安状况问题 ; ③物价涨幅过大过快问题

。

又据武汉电视台对市民

观众所作征询调查的结果
,

市民们关注的焦点依次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

①物价问题
; ②交通

环境间题 ;③社会治安问题 ; ④住房制度改革间题 ;⑤子女教育费用 (中小学收费 ) 问题
;⑥党风

廉政建设问题
。

以上两次调查有很大差异
,

这与调查方法
、

调查范围以及设 问内容等有关系
。

但

是
,

这些热点的存在
,

却是稍有观察能力的人们都能深切感受到的
。

除了武汉
,

其他一些城市和

地区
,

如上海
、

北京
、

齐齐哈尔等
,

也有大体一致的调查结果
。

在此次研讨会上
,

与会者在分析和

评估 1 9 9 4 年社会热点问题时
,

对于上述社会热点问题均有所涉及
。

其中
,

讨论得比较集中的有

以下两个间题
:

1
.

近年来出台和将要出升的改革措施
,

如围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深化改革措施
,

住房

分配制度的改革
,

医疗制度改革
,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失业保险制度改革等等
,

这些都关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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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阶层群众的切身利益
,

因而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

成为各社会群体心理投向的焦点
。

人称

1 9 9 4 年是中国改革的攻坚年
,

财税
、

金融
、

外汇
、

外贸
、

投资
、

价格和流通体制等宏观体制改革

政策相继出台
。

如此大
“

手术
” ,

自然为全社会瞩 目
。

之所以没有象 80 年代末那样引起剧烈的

社会动荡
,

这与人们心理承受能力的增强有关
,

也与改革的稳步推进不无关系
。

如要保持社会

的稳定和社会心理的良性反应
,

企业深化改革的成败将是关键所在
。

2
.

社会治安每况愈下
、

社会风气严重恶化
,

社会道德严重滑坡
,

这是公众深为不安和十分

忧虑的心理焦点
。

聚众赌博
、

封建迷信
、

吸毒贩毒
、

卖淫漂娟等社会丑恶现象呈蔓延之势
,

假冒

伪劣商品泛滥成灾
,

坑瞒拐骗愈演愈烈
,

以至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病症— 社会虚假现象
。

这

种虚假现象大有从物质经济领域 向精神文化乃至政治思想领域蔓延扩展的趋势
。

卖假货
、

造假

帐
、

讲假话
,

甚至违反统计法搞假统计
,

重演 1 9 5 8年
“

大跃进
” 、 “

放卫星
”

时的浮夸风
。

假烟
、

假

酒
、

假药
、

假钱
、

假广告
、

假发票
、

假文凭
、

假职称
、

假户 口
,

以至于假夫妻
、

假离婚
,

真是无假不

有
。

所有这些
,

都给予人以
“

世风 日下
”

的感性直观
,

造成一种灰暗的心理热点
,

对于社会心理的

结构优化和社会发展的良隆运行
,

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

所以
,

与会者认为
,

打
“

假
”

活动不仅

要在商品流通领域展开
,

也要在文化领域
、

政治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展开
。

三
、

1 9 9 5 年社会热点展望

中国的社会改革已经历了十五六年
,

1 9 9 5 年改革将进一步深化和全面推行
,

中国的社会

转型和市场经济建立将迈出决定性的步伐
。

无疑
,

1 9 9 5年改革仍然是全社会心理投向的焦点
,

是一切社会热点的中心
。

在全方位的社会改革的影响下
,

1 9 9 5 年的社会热点将可能集中在以

下方面
:

1
.

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

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一些深化企业改革措施
,

关系

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全局
,

关系到物价
、

金融
、

外汇等各项重大经济改革的成效
,

也关系到

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和全社会的安定
,

因而必然引起企业职工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
,

成为全

社会的一个心理热点
。

如果相当一部分亏损企业出现转机
,

整个社会心理关注的焦点将会有很

大改变
。

2
.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

是各社会群体关注的又一个心理热点
。

因为医疗制度
、

养老保障制

度和失业保险制度等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
,

与人们的切身利益关系最为密切
,

全社会对这些改

革内容瞩 目是很自然的
。

由于同样的原因
,

住房制度改革
,

推行住房商品化的改革措施
,

也会进

一步引起人们特别是城镇居民尤其是大城市居民的关注
。

3
.

失业问题
,

是一个全球性的严重间题
,

是前不久召开的哥本哈根国际首脑会议的第一

主题
。

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署 1 9 9 4 年 2 月 22 日发表的《 1 9 9 5 年世界失业报告 》预测
,

从 1 9 9 5 年

到 2 0 0 0 年
,

发达国家的失业率普遍呈增长趋势 (见下表 )
:

美美美国国 加拿大大 英国国 德国国 法国国 日本本 澳洲洲

111 9 9 5 年 ( % ))) 5
.

888 10
.

222 8
.

222 1 0
.

000 1 2
.

222 2
.

888 9
.

555

222 0 0 0 年 ( % ))) 5
.

888 1 1
.

555 9
.

444 8
.

222 1 4
.

000 2
.

888 1 1
.

777

所所需经济济 2
.

666 4
.

999 4
.

111 4
.

444 6
.

222 不详详 5
.

000

增增长率 ( % /年 )))))))))))))))))

我国的失业人 口虽然相对数字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
,

但绝
。
少数字却高于所有发达国家

。

据

国家统计局公布
,

我国 1 9 9 4 年年末城镇失业人数 4 80 万人
,

失业率 2
.

9%
,

即使相对数字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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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日本 5 1 9 9年的预测数字 ( 2
.

8% )
。

尽管国家尽最大努力解决城镇人 口 的就业 问题
,

但失业 问

题不可能完全解决
。

特别是 1 9 9 5 年
,

为抑制通货膨胀
,

国家将压缩投资规模
,

这将影响就业机

会
,

不仅给新增适龄劳动人 口增加就业难度
,

还会给在职人员造成失业的威胁
。

加之经济效益

不佳的亏损企业将危及生存
,

各企业深化改革
,

必然会有部分职工下岗
,

不断扩大的
“

民工潮
”

还要夺走一些城里人的
“

饭碗
” ,

从而使失业问题更加突出
,

现实和潜在的失业问题将成为社会

瞩 目的焦点
。

4
.

妇女问题
,

历来是近现代社会中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

由于 19 9 5年世界妇女大会将在

北京举行
,

妇女问题将是一个新的社会热点
。

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
,

仍将是这一社会热点的中

心话题
。

与这个话题有关的
,

除了家庭婚姻
,

女性就业和失业问题将是两个具体的热点
。

对于

女性来说
,

无论是就业的困难还是失业的威胁都要高于男性
,

因而
,

对于女性平等就业
、

平等承

担家庭和子女教育责任
、

平等获得走向社会以求发展机会的呼声
,

将远远高于其他年份
。

5
.

物价问题
,

这个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间题还将持续下去
。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
,

1 9 9 4 年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涨幅分别为 24
.

1%和 21
.

7%
,

其中粮食和食用植物油涨幅分别

达 50
.

7%和 64
·

1写
。

据武汉市统计
, 1 9 9 4 年零售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分别上升

24
.

1%和 26
.

3%
,

分别居全国 35 个大中城市的第 5位和第 13 位
。

在全国和地方人大
、

政协会

议上
,

物价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热点话题
, “
两会

”

上的热点话题
,

也是社会公众的热

点话题
。

尽管政府对于平抑物价决心很大
,

仍不能消除城乡亿万消费者对于物价上涨的优虑
。

据调查
,

上海
、

北京两个中心城市居民普遍预期 1 9 9 5 年物价将继续上涨
,

其中 50 %的人预计

将
“

持续上涨
” ,

32
.

4%的预计是
“

稳中有涨
” 。

人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心理反应和关切程度
,

最终

将取决于物价变化的实际走势
。

四
、

研究社会热点须注意的问题

如何观察和评估社会热点间题 ? 这是研究社会热点的人们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

首先
,

研究社会热点问题
,

要特别重视那些长期成为公众关切的重大社会问题
,

对应于一

般的热点问题
,

有的学者称之为
“

恒点
”
问题

。

就是说
,

这种问题不只是
“

热
”
一阵子就

“

冷
”

下去

了
,

而是长久高
“

热
”
不降 ,o这种情况

,

反映了某些严重的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治
,

如党风廉政

问题
、

社会治安问题
、

物价问题等等
。

这些问题如果长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

将会对社会稳定和

社会发展带来极大危害
。

此外
,

相对于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而言
,

有些间题也许算不

上影响全局的重大热点问题
,

如医疗卫生界看病收
“
红包

”
的问题

,

还有其他一些行业不正之

风
,

有的学者称之为
“

冷点
”
问题

。

这些
“

冷点
”

间题也许一个时期还没有影响到社会发展的全

局
,

但其危害不能低估
,

如果不重视
,

掉以轻心
,

任其蔓延
,

局部问题也会影响到全局
, “

冷点
”
问

题也会变成
“

热点
” 。

其次
,

调查和研究社会热点问题
,

同调查其他社会现象一样
,

也要注意规范性
。

对象总体
、

样本大小
、

调查内容
、

取样方法
,

均应有明确的界定
。

在同一地区大致相同的时间调查同样的内

容
,

调查结果却大相径庭
,

其重要原因在于调查缺乏规范性
。

鉴于许多社会热点调查缺乏规范

性和科学性
,

缺乏信度和效度
,

何况即使规范性的调查也难免有其局限性
,

在审慎使用调查资

料的同时
,

还要高度重视专家观察和评估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

专家的评估往往不是一时一地考

察或调查的结果
,

而是其长期观察
、

全面分析的结论
。

对于具有很大模糊性的社会心理现象来

说
,

科学的定性分析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

(刘崇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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