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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制度与社会变迁

— 对陕西省商州市杨峪河乡王钢村

村民婚姻状况 的调查与思考
.

胡 必 亮

人们的婚姻状况及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婚姻规则往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反映 出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
。

本文通过对西北农村 一个村庄— 王纲村村民婚姻状

况的实地调查与分析
,

从一个方面揭示 了半个多世纪 以来农村社会变迁的历史与现

状
,

反映出了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些基本特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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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痢村位于陕西省东南部
、

秦岭南侧东段地区
,

是一个典型的西北小山村
。

它距省城西安

市 1 38 公里
,

距本地经济
、

政治中心商州市 (县级市 )6 公里
。

可以说
,

它是商州市的郊区村
。

尽

管村前村后都是绵延不断的群山
,

但因 31 8 省道在村前通过
,

所以交通比较方便
,

村民在村 口

乘公共汽车只需 10 分钟左右即可到达商州市区
。

王涧村是 一个移民村
。

大约在距今 500 年以前
,

有一对王姓兄弟从山西省洪洞县迁移到了

商州地区
。

他们发现在古商州城外不远处
,

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山间平川
,

川道土地肥沃
、

森林茂

密
、

河水清澈
,

非常适合农业生产
。

于是
,

王氏兄弟俩便在这块穿流于平川之中的南秦河边定居

下来
,

使王家子孙在这块土地上繁衍下来了
。

从 16 世纪中期开始
,

杨姓和李姓
、

鱼姓
、

房姓
、

张

姓人家等陆续迁居到此
、

逐步形成了 目前共有 20 个姓氏的杂姓村
。

由于本村最早的开发者是

王姓兄弟
,

加上人们从远处看该村时
,

就可清楚地看出它正好是处于两座大山之间的川道中的

一个地势较高的土台子
,

即山里人所说的
“

婀
”

(类似于
“
土墩子

”

的意思 )
。

所以
,

这个村就取名

为
“
王洞村

” 。

1 9 9 4 年王羽村的土地总面积为 1
.

84 平方公里
,

合 2 7 5 4
.

8 亩
,

其中农业生产用地

(包括种植业
、

林业和畜牧业用地 ) 2 5 9 3 亩
,

占全村总面积的 94
.

1写
,

其余为村民住房用地
、

道

路用地等
。

在农业生产用地中
,

种植业 53 1 亩
,

占农业生产用地总数的 20
.

5 %
,

林地与荒坡地

面积为 2 0 6 2亩
,

占 79
.

5 %
。

农作物主要包括小麦
、

玉米
、

大豆和红薯四种
。

林业以用材林为主
,

薪炭林次之
,

经济林很少
。

1 9 9 4 年王涧村共有 7 个生产小组
,

2 09 户
,

8 32 人
。

其中
,

全村的已婚人 口为 4 43 人
,

其中

男性 21 8 人
,

女性 2 25 人
,

完整夫妻共有 21 0 对
。

考虑到本村一部分非农业人口已长期居住
、

工

作
、

生活在外地
,

那些已婚者中丧偶或离异后未续者对于某些指标的分析义不甚方便
,

于是
,

我

. 在调查工作中
,

本文作者得到了王炯村村民委员会主任鱼益民同志的大力帮助
,

在此特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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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本文的分析中不包括这两部分人 (表 1 )
,

加上有几对夫妻对我们所调查的项 目不甚清楚
,

回答不合格
,

我们也把这部分人排除在分析之外
。

这样
,

我们的分析对象为 1 84 对夫妻
,

样本夫

妻对数占全村夫妻对数的 87
.

6 %
,

分析的已婚人数 ( 3 6 8 人 )占全村已婚人 口总数的 83
.

1 %
。

表 1 王阅村 B婚老状况

生生产小组组 已婚者总人数 (人 ))) 夫妻对对 已婚者中非农业人口 数 (人 ))) 已婚者中丧偶和离异未续人数 (人 )))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对 )))))))))))))))))))))))))))))))))))))))))))))))))))))))))))))男男男男 女女 小计计计 男男 女女 小计计 男男 女女 小计计

11111 3 333 3 666 6 999 3 111 444 lll 555 222 444 666

22222 3 000 3 111 6 lll 2 999 444 lll 555 111 222 333

33333 3 777 3888 7 555 3 555 333 111 444 222 333 555

44444 2 555 2555 5 000 2 333 444 111 555 222 222 444

55555 3 lll 3 111 6 222 3 111 bbb 000 555 000 000 000

66666 3 444 3 444 6 888 3 333 666 000 555 111 lll 222

77777 2 888 3 000 5 888 2 888 222 000 222 000 222 222

合合计计 2 1 888 2 2 555 4 4 333 2 1 000 2 777 444 3 111 888 1 444 2 222

婚姻制度是指与婚姻有关的一切社会规则的总和
。

这些社会规则既包括由政府颁布的正

式法规与条例
,

也包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及特定地区人们约定俗成的非正式规则 (或习俗 )
。

婚

姻制度所涉及的方面很多
,

它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
。

本文仅就其中一些最普遍的问题结合王

涧村的情况作一分析
。

(一 )婚龄选择
。

在我们调查的王日财寸的 1 84 对夫妻中
,

结婚时的平均年龄为 22
.

5 岁
,

其中

男方为 24 岁
,

女方为 21 岁
。

分布区间主要集中在 1 8一 2 6 岁之间
,

在此年龄段结婚的人数 ( 3 20

人 ) 占了样本总数 ( 3 6 8 人 )的 87 %
。

总的看来
,

女性结婚的年龄比男性早
,

其高峰期主要分布在

1 8一 22 岁期 间
,

此期结婚的女性 ( 1 5 5 人 ) 占到了女性样本总数 ( 1 84 人 ) 的 84
.

2 %
,

其中又 以

2 0 岁时的结婚者最多 ( 55 人 )
,

占了总数的 30 %
。

男性结婚年龄一般从 20 岁开始
,

22 岁达到高

峰
,

23 和 24 岁开始下降
。

调查对象 中男性在 2 0一 24 岁结婚的人共 1 19 名
,

占结婚男性总数

( 1 8 4 人 )的 64
.

7 %
,

其中 22 岁这一年的结婚者为最多 (3 5 人 )
,

占了总数的 19 写
。

如果分年代来看
:

40 年代
,

村民结婚时的平均年龄 19
.

5 岁
,

其中男性 20
.

4 岁
、

女性 18
.

6

岁
; 5 0 年代

、

60 年代及 70 年代
,

村民结婚时的平均年龄持续地从 21 岁上升到 23
.

3 岁
,

其中男

性从 21
.

8 岁上升到了 25
.

4 岁
,

女性从 20
.

2 岁上升到 21
.

3 岁
。

但到 80 年代及 90 年代的前 5

年
,

与全国一样
,

又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新趋势 (表 2 )
。

表 2 王痢村村民婚赞状况 单位
:

岁

毓毓谬
\\\

4 000 5 OOO 6 000 7 000 8 OOO 1 9 9 0一 1 9 9 4 年年

年年年代代 年代代 年代代 年代代 年代代代

平平均婚龄龄 1 9
.

555 2 1
.

000 2 2
.

111 2 3
.

333 2 2
.

777 2 2
.

222

其其中
:

男男 2 0
.

444 2 1
.

888 2 4
.

777 2 5
.

444 2 3
.

777 2 2
.

777

女女女 18
.

666 2 0
.

222 1 9
.

444 2 1
.

333 2 1
.

888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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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比全国性调查
,

又可看到王痢村村民无论在哪个年代
,

都要高于各地农村一般情况

(表 3 )
。

表 3 25 省 (市
、

区 ) 78 村农村 , 年婚肠状况 单位
:

岁
、、

露《 之之
石O年代代 6 0

、
7 0年代代 8 0年代代

男男方婚龄龄 1 9
.

95
---

2 2
.

3 000 22
.

4 000

女女方婚龄龄 1 7
.

9 000 2 0
.

1 000 2 0
.

4 000

夫夫妇年龄差差 2
.

0 555 1
.

9 555 1
.

8 444

资料来源
:

成汉昌
、

刘一皋
: 《中国当代农民文化—

“
百村

”

调查纪实 》 ,

中原农民出版社 19 9 2 年 9 月版
,

第 2 00 页
。

(二 )夫妻之间的年龄差
。

从中国的传统观念来看
,

一般地讲
,

丈夫的年龄要比妻子的年龄

大
。

长期以来
,

不仅在农村甚至在广大的城市地区
,

这一点都是作为青年男女恋爱
、

结婚的先决

条件而为当事人双方特别是其家长们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
。

近些年来
,

这一点在我国城市地区

甚至不少农村地区已有了很大变化
,

那么
,

这种情况在王洞村表现如何呢 ?

我们将婚龄差分为三种类型
:

( 1) 正差型
:

指丈夫的年龄大于妻子
; ( 2) 负差型

:

指妻子的年

龄大于丈夫
; ( 3) 同龄型

:

指夫妻两人的年龄相同
。

王涧村 1 84 对夫妻中
,

婚龄上的正差型夫妻

为 14 4 对
,

占 78
.

3 %
;
负差型夫妻为 14 对

,

占 7
.

6 % ;
同龄型夫妻为 26 对

,

占 14
.

1 %
。

从负差型夫妻结婚时的年份分布情况来看
,

解放前 ( 1 9 4 7 年 ) 只有 1 对
,

占本组总数 ( 14

对 )的 7
.

1 % ; 1 9 4 9一 2 9 7 5 年期间共有 3 对
,

占 2 1
.

4 %
;
其余的 1 0 对 (占 7 1

.

4 % )则分布在 1 9 7 9

年之后
,

特别是 1 9 8 6年之后
。

这说明夫妻之间传统婚龄观念的改革主要是农村改革之后的事
。

从负差型夫妻之间相差的年龄来看
,

一般都不大
,

其中妻子比丈夫大 1 岁的共有 10 人
,

占

71
.

4 % ;
有 2 位妻子比丈夫大 2 岁

,

占 14
.

3写 ; 另外
,

还分别有一位妻子比丈夫大 3 岁和 5 岁
,

各占 7
.

1%
。

在 26 对同龄型夫妻中
,

解放前仅一对
,

占 3
.

8 % ;
从解放初期到农村改革开始的 30 年间

,

也只有 4对
,

占 15
.

4 % ;
其余的 21 对

,

即占 80
.

8 %的此类夫妻都是在 1 9 8 2 年之后结婚的
。

尽管婚龄上 的正差型夫妻是一种普遍现象
,

但分析王婀村的情况
,

( 1) 大部分此类夫妻

( 占 5 6
.

9 % )都是在 1 9 7 9 年以前结婚的
,

( 2) 夫妻之间婚龄的差别很不集中
,

差距区间分布 比

较广
。

不论是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
,

还是从《婚姻法 》的提法而言
,

夫妻双方之间相差 2 岁是

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念
。

但这种情况在王羽村的正差型夫妻组中只占 37
.

5 %
,

即

使在 5 岁差距之内 (包括 5 岁 )
,

其比重也只占 76
.

4 %
,

另外还有 23
.

6 %的夫妻之阿的年龄差

在 6 岁及其以上
,

其中有 4
.

2 % (6 对 ) 的夫妻年龄差甚至大于 1 0 岁
; ( 3) 婚龄相差较大的夫妻

大部分是 60 年代和 70 年代结婚的
,

而在 60 年代前及 80 年代和 90 年代前 5 年期间结婚的夫

妻之 间年龄的差距则比较小
。

在 60 及 70 年代结婚的夫妻中
,

双方之间年龄差距在 3 岁及其以

上者共有 60 对
,

占本组总数 ( 90 对 )的 “
.

7 %
,

而在 80 年代及 90 年代前 5年间结婚的夫妻中

只有 23 对存在这一差距
,

仅占 25
.

6 % ;
60 年代以前占 7

.

7 %
。

如果分析 5 岁及以上年龄差
,

60

年代和 70 年代共有 34 对
,

占本组总数 ( 49 对 ) 的 69
.

4 % ;
80 年代和 90 年代前 5 年仅 n 对

,

占

22
.

4 % ; 6 0 年代以前占 8
.

2 %
。

与此相反
,

相差在 2 岁及其以下的夫妻对数却以 8口
一

年代和 90

年代前 5 年为多
:

60 年代以前共 6 对
,

占本组总数 ( 54 对 )的 n
.

1 % ; 60 年代和 70 年代共 13

对
,

占 2 4
.

1 % ; 8 0 年代和 9 0 年代前 5 年共 3 5对
,

占 6 4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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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婚入妇女的出生地
。

传统乡村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其封闭性
。

村庄与村庄之间

的人际交往很少
,

正所谓
“

鸡犬之声相闻
,

老死不相往来
” 。

在这种情况下
,

乡民大多在本村内部

或与本村相邻的村庄中寻找自己的配偶
,

跨乡
、

村的长距离联姻现象较少
。

但随着社会转型过

程的发展
,

这种情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

下面分别以行政管理范围 (表 4) 和以实际的地理距离

(表 5) 来分析王洞村民的通婚圈
:

表 4 王纲村婚人妇女出生地所属行政管理地区状况及其婚人时期分析表 单位
:

人
、

%

时时期分布布 婚入妇女女 来 自本村的的 来 自外村本乡乡 来自外乡本市市 来自外县本省省

总总总数数数数数数

111 9 4 0一 1 9 4 9 年年 888 000 222 666 000

11111 0 0
.

000 000 2 5
.

000 7 5
.

000 000

111 9 5 0一 1 9 7 8 年年 8111 888 4 000 2 999 444

111110 0
.

000 9
.

999 4 9
.

444 3 5
.

888 4
.

999

111 9 7 9一 1 9 9 4 年年 9 000 888 5 222 2 888 222

11111 0 0
.

000 8
.

999 5 7
.

888 3 1
.

111 2
.

222

合合 计计 1 7 999 1 666 9 444 6 333 666

11111 0 0
.

000 8
.

999 5 2
.

555 3 5
.

222 3
.

444

表 5 王润村婚人妇女出生地离本村距离及其婚人时期分析表 单位
:

人
、

%

时时期分布布 婚入妇女女 l 公里内内 1一 10 公里里 1 0一 2 0 公里里 2 0一 3 5 公里里 3 5 公里以上上

总总总数数数数数数数

111 9 4 0一 1 9 4 9年年 888 111 666 lll 000 000

11111 0 0
.

000 1 2
.

555 7 5
.

000 1 2
.

555 000 000

111 9 5 0一 1 9 7 8 年年 8 lll 1 777 5 000 444 666 444

99999 9
.

999 2 1
.

000 6 1
.

777 4
.

999 7
.

444 4
.

999

111 9 7 9一 1 9 9 4 年年 9 000 3 777 3 777 l 111 333 222

99999 9
.

999 4 1
.

111 4 1
.

111 1 2
.

222 3
.

333 2
.

222

合合 计计 1 7 999 5 555 9 333 l 666 999 666

11111 0 0
.

000 3 0 777 5 2
.

000 8
.

999 5
.

000 3
.

444

从表中可以看出
,

王婀村民的择偶范围主要是在本乡区域内
,

占 6 1
.

4 %
,

其中在本村范围

内择偶的占 8
.

9 %
,

大部分人 (占 52
.

5 % )都是在本乡的其他村庄择偶的
。

来自外乡的媳妇总数

为 69 人
,

占 3 .8 6 %
,

其中 15
.

2 %的媳妇来 自于本市其他乡
,

只有 3
.

4 %的媳妇来 自于本省其

他县 (相邻的山阳县和镇安县 )
。

从结婚 时期分布情况来看
,

解放以来
,

村民在本村范围 内择偶的 比重有所下降
: 1 9 50 一

1 9 7 8年间为 9
.

9%
,

1 9 7 9一 1 9 9 4 年为 8
.

9 %
,

下降了 1 % ;
相应地

,

村民在本乡外村择偶 的人数

所占比重 不断增 加
,

1 9 4 0一 1 9 4 9 年期间仅占 2 5 %
, 1 9 5 0一 1 9 7 8 年期 间上升到 了 4 9

.

4 %
,

、 1 9 7 9一 1 9 9 4 年间继续上升到了 57
.

8 %
;
值得注意的是

,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
,

村民在本市外乡

及在本省其他县 (市 )择偶的 比重不是上升了
,

反而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

从前一项来看 (本市外

乡 )
,

1 9 4 0一 2 9 4 9 年 占 7 5 %
,

1 9 5 0一 2 9 7 8 年下降到 了 3 5
.

8纬
,

1 9 7 9一 1 9 9 4 年间继 续下 降了

3 1
.

1% ;
从 本省外 县择偶 者在 1 9 5 0一 1 9 7 8 年间的 比重为 4

.

9 %
,

到 1 9 7 9一 1 9 9 4 年仅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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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了
。

从理论上讲
,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
,

村民择偶的范围将逐步扩大
。

这样看来
,

来自本村内

部的媳妇数所占比重的减少及来自本乡村外媳妇数比重的相应增加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

但

是
,

来自本市外乡及本省外县 (市 )的媳妇数所占比重也应该呈上升的趋势
,

一般不应该下降
。

可在王炯村出现了下降的反常现象
,

这很可能是由于以下三种原因导致的
,

一是受偶然的特

殊因素的影响 ; 二是在择偶范围变化过程中
,

有一个由近及远逐步推开的规律在起作用
,

这样
,

在现实中将表现出分阶段逐步由本村一本乡处村~ 本市 (县 )外乡~ 本省外县 (市 ), 直到向外

省 (市 )的阶段性推进过程
。

目前
,

王铜村正处于 由本村向本乡外村扩展的阶段
,

所以此阶段目

前所占比重较大
,

其他阶段的比重相对较小
,

并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
三是在集体化时期

,

农村有

很多较大的农田水利工程项目需要各乡
、

村之间协作完成
,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乡
、

村

村民的交往
。

而这种情况在责任制后则不存在了
。

表 5 表明
,

在 1 9 4 。一 1 9 94 年间
,

王洞村民婚姻双方的原居地在不超过 1 公里的范围内的

夫妻对数占了调查总数的 30
.

7 %
,

l一 10 公里范围内 (包括 10 公里 )所占 比重最大
,

为 52 %
,

1 0一 20 公里范围内 (包括 20 公里 )占 8
.

9 %
,

20 一 35 公里范围内 (包括 35 公里 )占 5
.

0 %
,

35

公里以上距离仅占 3
.

4 %
。

从具体年代来看
,

在从 1 94 0 年到 1 9 9 4 年的 50 多年间
,

村民择偶距

离也呈不断缩小的趋势
。

原因大致与以上假设相同
。

需要解释的是
,

即表 4 中反映出来自本乡

外村的媳妇所占比重随时间推移而上升
,

但表 5 中同一范围的距离数却减少了
。

这种现象主要

是由于划小了行政管理范围而引起的
,

这一点在集体化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
。

(四 )同姓婚
。

长期以来
,

中国都有
“

同姓不婚
”

的说法
。

但自新中国成立以后
,

同姓婚现象

逐渐多了起来
。

目前
,

从全国来看
,

这种现象已经比较普遍了
,

只要不是同族
,

同姓男女青年之

间的婚姻是不会有什么社会压力的
。

在我们调查的王现村的 1 84 对夫妻中
,

12 对同姓婚
,

占 6
.

5 %
。

其中以李姓夫妻为最多
,

共

6 对
,

占了同姓婚夫妻总数的 50 %
,

另外
,

赵姓夫妻有 2 对
,

占 1 6
.

7 %
,

其余的分别为何姓
、

王

姓
、

刘姓和周姓
。

从这些同姓夫妻的结婚年龄来看
,

其综合平均年龄为 24 岁
,

比全部调查对象

18 4 对夫妻的综合平均年龄 22
.

5 岁高出 1
.

5 岁
。

其中
,

男性平均年龄为 26 岁
,

高出男性总体

( 18 4 人 )平均值 (2 4 岁 )2 岁
,

女性的平均年龄为 22 岁
,

高出女性总体平均数 (2 1 岁 l) 岁
。

男性

的最低结婚年龄为 23 岁
、

最高结婚年龄为 35 岁
。

女性的最低结婚年龄只有 17 岁
,

但最高的结

婚年龄却高达 30 岁
。

从结婚年份来看
,

王纲村在解放前没有同姓婚夫妻
,

直到 1 9 6 6 年才出现

这种现象
,

共有 2 对同姓夫妻
,

占 16
.

7 %
,

70 年代 4 对
,

占 3 3
.

3 %
,

80 年代 2 对
,

占 16
.

7 %
,

1 9 9。一 1 9 9 4 年共 4 对
,

占 33
.

3 %
。

从女性出生地来看
,

本乡外村者最多
,

共 7 人
,

占 58
.

3 %
,

其

次是本市外乡婚入者
,

共 3 人
,

占 25 %
,

本村和外县各 1 人
。

婚入妇女离本村的距离几乎都在 5

公里以内
,

仅有 1人因来自外县
,

所以距离本村距离较远
,

达 1 30 公里
。

本项研究结果表明
,

从婚姻制度来看
,

一方面我们不难看出
,

即使象王洞这样一个地处西

北落后地区
、

深藏于崇山峻岭之中的小山村
,

在从 1 9 4 0一 1 9 9 4 年的半个多世纪中
,

不论是人们

的思想观念
、

价值取向
,

还是生活态度等都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

而这些变化又都是与此期

发生的急剧的社会变迁相适应的
,

特别是新中国的建立对促进这些变化发生起了十分积极的

催化作用
。

反过来讲
,

王铜村民几十年间在婚姻价值观及婚姻选择方面的变化
,

正好作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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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表明了现代乡村社会与传统村社的区别
,

反映出了现代乡村社会的进步性
。

另一方面我们

也更加清醒地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了象王涧村这样的乡村社区的社会转型的任务仍很艰巨
,

这

一点我们可以从本村狭小的婚姻圈中感受到
。

一定的婚姻制度既是社会变迁程度的反映
,

它的进步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整个社会变

迁过程的发展
。

针对王洞村的情况
,

通过引进市场机制
、

扩大市场空间
,

从而推动婚姻 圈的扩

展
,

突破传统的血缘与村缘框框
,

必将对王涧村的进一步发展与现代化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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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发展研究所简介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于 1 9 9 5 年 6 月
,

所长王雅林
。

有教学
、

科研人员 14 人
,

其中教授 2 人
,

副教授 5 人
,

获美 国社会学博士学位 1人
,

讲师 4 人
,

助教 l 人
,

资料员 1 人
。

现正在采取措施吸引中
、

青年学术骨干到我所
、

系 (筹 )工作
,

并聘请国

内知名学者为兼职教授
。

我所人员从事社会学及相关专业的时间大多较长
。

近十年来分别承担了国家社科重点课

题
、

国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省
、

部级科研课题多项
,

形成了较有影响的和具有工

科院校特点的研究方向
。

主要研究方向有
:
( l) 国民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研究

; ( 2) 科学技术社

会学研究
; ( 3) 现代化与社会发展研究

。

我所人员参与创办了黑龙江省肇东市经济与社会发展

实验区 (国家级 )
,

建立了昌五镇社会学科研与教学实习基地
,

积极开展了国际科研合作项 目
,

承担了社会学教学任务
。

鉴于哈工大所在地黑龙江省及航天系统院校 目前尚无社会学专业和社会学硕士点的实际

情况
,

我校正在筹建哲学与社会学系
,

积极申报应用社会学 硕士点
,

以便培养我校和所在社区

与航天系统所急需的高素质社会学专门人才
。

哈尔滨工业大学是国内一座以工科为主的多学科名牌大学
。

为向世界名牌大学进军
,

学校

领导十分重视文科建设
,

并把社会学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学科
。

为办好我校的社会发展研究所

和筹建好哲学和社会学系
,

我们将虚心学 习兄弟所
、

系的好经验
,

并衷心希望得到国内社会学

界同仁友好的支持与帮助
。

愿今后多多加强交流与合作
。

通讯地址
:

哈尔滨市西大直街 92 号

哈尔滨工业大学 2 5 7 信箱
,

邮政编码
: 1 5 0 0 0 1

,

电话
:

( 0 4 5 1 ) 3 6 2 1 0 0 0一 4 6 0 8
、

4 6 3 0
。

(哈尔滨工 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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