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析的准确度更高 ?中外学者联系自己的研究实践
,

发

表了许多真知灼见
。

来自四川社会科学院的刘成根教

授提 出了所谓
“

四一
”

模式
,

就是采用定性和定量分

析相结合的方法来认识一个对象 (徽观对象或宏观对

象 )
、

一个过程 (短期过程
、

中期过程或长期过程 )
、

一

个作用 (直接作用
、

间接作用
、

显性作用或隐性作用 )
、

一个趋向 (近期趋向或远期趋向 )
.

这种
“
四一

”

模式使

定性分析和 定量分析合二为一
,

把对事物的静态观察

和动态观察融为一体
。

这就使研究者从社会现象的本

质属性和数量特征上掌握了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
。

(潘允康 唐忠新 郝麦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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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

命

本文载《社会学刊》第 1卷第 3 期 ( 1 930 年 )
,

作者乔启明
.

该文用金陵大学农林科农业经济乡村社会学 以
“

标本调查
”
方法在中国南北各省选择的十几个模范的地区所获资料来分析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

。

这 一调查

在 1 9 2 2一 1 9 2 5 年
。

调查范围有安徽怀远
、

宿
、

来安
,

河北平乡
、

盐山
,

河南新郑
、

开封
,

山西武乡
,

福建连江
,

江苏

江宁
、

武进
,

共计 6 省 n 县
。

其中临山和江宁各有两个调查点
。

共计调查地点 13 处
,

调查农家共 2 3 7 0家
,

平均

每个家庭人 口 5
.

94 人 (家庭指包括与家长常年同居共食的家属及雇工 )
。

生活程度的调查内容是食物
、

衣服
、

房屋
、

器具设备
、

燃料
、

医药
、

生活改进费
、

个人嗜好
、

保险与储蓄
、

杂类 (如婚丧诉讼等不列入以上项 目者 )
。

调

查结果每一农家的全年生活用品价值为 228
.

32 元 (当时的货币 )
.

从调查可知中国北部农民的生活程度不若

中东部
。

因中东部农民用于食物的费用较少而用于衣服与其他方面的比北方农民多
。

与美国 2 8 8 6 户农家的

调查比较
,

则每家全年用费之 比是 1
:

1 6
.

6
,

可见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低下
。

据这一调查
,

佃农的生活程度比

自耕农与半自耕农为低
,

而自耕农与半自耕农相差较微
。

作者认为农民生活 已低到极限
,

其原因是
:

农村人 口过多
,

农场面积过狭
,

生产效力过低
,

交通不便
。

针对

以上问题作者主张
:

实行移民殖边
,

提倡实业及节制生育 ;这样农场面积可增大 ;农场可使用机器提高生产效

力
,

减低生产费用
;
国家发展交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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