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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的上海市民

社会心态调查和对策研究

“
社会心态研究

”
课题组

太

社会心 态
,

是社会群体 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的
、

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社会心理反应或

心理 态势
。

调查表 明
,

上海各阶层市民对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深化 改革
,

普遍表示

拥护
,

对放开物价表示基本理解
,

对社会风气普遍表示担忧
。

建国以后
,

上海市民的社

会心 态经历 了两次大的变化
。

一次是建国初期
,

一次是 改革开放以来
。

近十多年的社

会心 态发展的基本效应是积极的
,

但也不能忽视其负面效应
。

本文最后提出了引导杜

会心 态良性变化的对策性建议
。

率

1 9 9 3 年
,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上海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联合开展了
“

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上海市民社会心态调查
” 。

社会心态
,

是近几年来较多 出现在报刊上使用得越来越频繁的一个词
,

而其含义并不一

样
。

在许多场合
,

人们是把社会心态等同于社会心理使用的
。

社会心理有个体心理
,

有群体心

理
,

而心态是心理状态或心理态势的简称
。

我们使用社会心态一词
,

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由

经济关系
、

政治制度以及整个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引起的直接的
、

在社会群体中较为普遍地

存在的
、

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社会心理反应或心理态势
。

当前
,

我国社会正处于 由计划经济向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全面转型时期
,

必然会引起包括个体情绪
、

群体心理
、

社会心态
、

理论
、

信念和价值观在内的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
。

在社会意识中
,

研究社会心态的变化具有特殊

的意义
。

因为相对来说
,

个体情绪
、

社会成员的具体思想瞬息万变
,

具有快速的易变性
; 理论

、

信

念
、

价值观
、

思想体系的变化较为缓慢
,

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社会心态的变化则介乎两者之间

,

对于分析研究由急剧变化的社会存在所引起的社会意识的变化比较合适
。

这次调查的对象为国有工业企业职工
、

机关干部
、

商业职工
、

建设系统职工
、

集体管理局系

统职工
、

乡镇企业职工
、

村办企业职工
、

三资企业职工
、

医务人员
、

中小学教师
、

农 民
、

离休干部
、

退休职工
、

下岗待岗人员
、

私营企业主
、

个体户
、

大学生和外地合同工等 18 个不同群体
。

调查分

两个阶段进行
。

第一阶段
,

1 9 93 年上半年以座谈调查为主
,

在市
、

区召开了 80 多次小型座谈

会
。

第二阶段
,

同年 10 月份进行了一次分层定比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
。

共发放问卷 1 5 7 3 份
,

回收 1 4 6 9 份
,

回收率为 93
.

4 %
,

其中有效问卷 1 4 4 3 份
,

有效间卷率为 98
.

2呱
。

输入电脑后经

逻辑清理
、

抽样复核
、

输入误差控制在 0
.

03 铸以下
.

最小的群体有效问卷为 22 份
,

最大的为

33 。份
。

一般在 5 0一 1 00 份之间
,

具有抽样调查的统计意义
。

一
、

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基本看法

调查表明
,

上海各阶层市民对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深化企业改革
、

建立社会保障机制
,

1 9
。



等方针
、

政策
、

措施
,

普遍表示拥护
;
对放开物价

、

收入差距拉大表示基本理解
,

但存在一定疑

虑
;
对土地批租与发展股市喜忧参半

,

而对社会风气
、

廉政建设普遍表示担忧
。

这一总的社会心

态具体地反映在人们对当前社会热点间题的基本看法上
:

1
.

对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观评价
。

问卷提出的问题是
: “
对发展市场经济

,

您对下

列说法持何种看法?’’ 答案见表 1
。

表 1 对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观评价

有有有效
’’

赞成成 有道理理 说不清清 反对对

答答答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

人人人数数 人数数 %%% 人数数 %%% 人数数 %%% 人数数 %%%

市市场经济能 发展生产利国利 民民 14 4 000 5 8 444 4 0 666 5 6 111 3 9
、

000 2 8 333 19 666 l 222 0 888

揭揭市幼经济有 可能造成贫富内徽分分 14 2 888 3 6 444 2 5
.

222 6 1 222 4 2
、

888 3 8 777 2 5
.

888 6 999 4
.

888

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搞搞市场经济现在出现一些混乱
,

但 总总 1 4 2 999 2 6 777 18
.

777 72 444 50
.

777 3 6888 2 7
.

111 6 666 4
.

666

比比不搞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市市场经济能把经济搞上去
,

但精神 文文 1 4 2 888 1 9 777 1 3
.

888 4 1999 2 9
.

333 4 7 555 3 3
.

333 3 3 777 2 3 666

明明不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现现在对市场经济下结论为时尚早早 1 4 2 888 2 5 333 1 7
.

777 42 333 2 9
.

666 5 4000 3 7
.

888 2 1222 14
.

999

社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和资 本主义市场场 1 4 2 888 1 2 444 8
,

777 15 000 10
.

555 59 222 4 1
.

555 5 6222 3 9
.

333

经经济没有什么区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数据显示
,

上海市 民对 实行市场经济能发 展生产
、

利 国利民的说法持 赞 成态度的 占

40
.

6铸
,

加上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的合计达 79
.

6%
,

而反对者只有 0
.

8%
。

态度比较谨慎
,

认为

搞市场经济会出现一些混乱
,

但总比不搞好的赞成者为 25
.

5 %
,

只有 8
.

7 %的人认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什么区别
,

加上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的也不到 19
.

2%
,

而

反对这种说法的则有 3 9
.

3 %
。

这说明
,

绝大部分被调查者
,

做出的主观评价是赞成和拥护实行

市场经济
;而且

,

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

但也不可否认
,

他们对实行市场经济还有不少疑虑
。

最主要的顾虑是可能造成贫富两极分化
,

人数 (持赞成态度和认为有道理的 )高达 69
.

4%
,

其次是认 为搞市场经济 不利于精神文明建

设
,

人数为 43
.

1呢
。

广泛座谈调查也表明
,

被调查者普遍认为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行改革

开放政策的必然趋势
,

拥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
“

三个有利于
”

作为标准来评价改革
。

认为加速经

济发展是利国利民之举
。

东欧剧变
、

苏联解体
,

更加强了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

信心
。

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市场经济好不好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

发展市场经济
,

使丑恶现象死

灰复燃
,

拜金主义盛行
,

发展下去
,

前景未可乐观
。

2
.

关于深化改革
。

改革涉及到人们的利益调整
,

对改革是赞成还是反对在很大程度上同

人们的利益得失有关
。

为此
,

问卷提出了 4 种说法
,

要求被调查者表明对这些说法是赞成还是

反对
,

答案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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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深化改革的主观评价

有有有效答案案 赞成成 无所谓谓 反对对

人人人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人人人人数数 %%%人数数 %%%人数数 %%%

吃吃亏就反对对 136 666 3000 2 12
.

777 5 7666 4 2
.

222 4 8 000 3 5 111

有有好处就支持持 13 74 999 7666 54
。

1114 1000 2 9
.

7772 2 3336 1
。

222

经经济上能承受就接受受 138 555 70 666 5 1
.

000 4 9 555 3 5
.

777 18 444 1 3
.

333

有有利改革大局就 支持持 13 9 777 10 666 4 3 7
.

2 111 3888 2 3
.

555 32 333
.

444

李

调省表明
,

被调查者在对待改革的态度上是从大局着眼的
,

对深化改革的态度是积极的
。

虽然赞成有好处就支持和经济上能承受就接受的人数都在 50 呢以上
,

但赞成有利于大局就支

持的人数 比例高达 74
.

2 %
,

赞成吃亏就反对的人数只有 22
.

7 %
。

被调查者对本单位改革的看

法和态度
,

也与这个结论相符
。

在回答
“

您认为本单位的改革措施有无必要和成效如何
”

时
,

认

为有必要的人数高达 96
.

4 铸
,

认为有成效与成效一般的也有 77
.

4%
。

在询问
“

如果进一步竞

争
、

扩大 工资 奖金 差距
”

的 态度 时
,

回答
“

准备提 高 自己 去积 极适应
”

或
“

尽 力适应
”
的达

74
.

6铸
,

而表示
“

要向上反映说这种做法不对
”

的只有 2
.

2%
。

广泛的座谈调查表明
,

改革开放

是强国之路
,

不改革没有出路
,

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
,

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共识
。

不过
,

广大

职工对改革的心态是复杂的
,

他们一方面希望通过深化改革以发展生产
、

消除弊端
、

克服腐败
;

另一方面
,

有相当一部分人担心下岗
,

希望能给予弱者以适当的照顾
,

担心用工制度改革后会

出现任人唯亲和裙带风
。

3
.

关于建立社会保障机制
。

深化改革必须与建立社会保障机制相配合
。

人们对待业
、

养

老
、

医疗三大保险制度的改革寄予厚望
。

问卷调查表明
,

对上海推出的三项保险办法了解主要

内容或知道一点的人数分别为
: “

待业保险
”
57

.

6 %
, “

养老保险
”

73
.

1%
, “
医疗保险

”

64
.

4铸
。

对
“

待业保险是否有必要
”
作出 回答的 7 14 份问卷中

,

5 3
.

6俗的人认为很有必要和有必要
,

认为无

所谓的为 28
·

4%
,

认为无必要的只有 17
·

”呱
·

对养老保险九法的看法是
,

n
·

8%的人认为靠养

老金可以安度晚年
,

30
.

5务的人认为大致可保障晚年生活
,

2 8
.

4%的人认为不能光靠养老金
,

还要靠储蓄或再就业
,

n
.

1% 的人认为靠养老金晚年生活无保障
,

还有 1
.

7 %作了一些其他回

答
。

关于医疗保险
,

认为目前职工工资不高
,

医疗费用大部分应由国家和单位负责
,

或者大病
、

重病应由国家
、

社会金额负担的人数合计达 76
.

4 %
。

座谈讨论 中
,

许多人认为由国家
、

集体
、

个

人三者共同负担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

也有的认为这样做是大势所趋
,

即使一些发达国家也是这

么搞的
。

人们普遍担心医药费上涨太快
,

希望新的医疗保险办法能保障真正有病的人治病
,

同

时能打击药贩子
。

4
.

关于物价改革
。

座谈调查表明
,

上海市民对物价改革的心态十分复杂
。

一方面
,

人们对

物价放开表示理解与支持
,

认为过去的物价太不合理
,

不改不行
,

要搞市场经济就必然要放开

物价
。

尽管物价改革是在责难声中开始
,

而其过程是从责难到被迫接受
,

到逐渐理解
,

因为老百

姓还是在物价改革之中得到了实惠
。

有人说 50 年代三个月收人买不到一辆自行车
,

90 年代一

个月收入可买一辆高级 自行车
。

物价上涨了
,

但生活好了
。

但是
,

物价上涨太快
,

幅度太大
,

仍

是群众不满意的头号问题
。

有的说
“

改革
”

实质是涨价的代名词
;
有的说物价放开是

“

个体户笑
,

退休人员跳
” 。

普遍担心物价涨幅太大会使低收入职工生活在贫困线上
,

要求政府控制物价
,

希
.

2 1
.



望银行恢复保值储蓄
。

对此
,

在问卷中设计了两个间题
:

一是提出两组改革方案
,

要求被调查者在每组中选择其

中一个方案
,

作为最佳方案
,

二是要求被调查者回答
,

对今后几年预计物价总体还要上涨有无

思想准备
。

两组方案的第一组中有四种办法
。

调查结果是
:

认为物价一步到位
、

幅度可大
、

但不要年年

动的办法最好的为 1 2
.

2 % ;
认为物价年年调

、

但幅度要小的办法最好的为 19
.

1% ;
认为各种物

价有升有降
、

不要提高物价总体水平的为 38
.

9肠 ;
认为物价基本不变

、

只作一些小幅度适 当调

整的为 29
.

8%
。

这说明
,

赞成一步到位
、

涨幅可大的人数不多
,

赞成幅度小些但年年调整的人

也不多
,

希望维持物价总体水平或基本不变的合计占到三分之二以上
。

第二组方案中有五种办法
。

调查结果是
: 8

.

9%的人认为最好是国家对物价上涨实行全面

补贴 ; 18
.

4 %的人认为最好是国家补贴基本生活用品的涨价而放开高档消费品价格
; 43

.

3铸的

人认为最好是 由国家严格控制基本生活用品的物价
; 8

.

3铸的人认为国家除特殊情况外
,

对物

价不必干涉
,

一切由市场定
; 21

.

1铸的人认为国家必须对所有物价都有一定的直接控制
。

认为

应由国家严格控制或直接控制物价的合计达 64
.

6铸
,

也几乎接近三分之二
。

对物价上涨的思想准备是
,

认为再涨也无所谓的只有 。
.

9肠 ; 思想有准备
、

增加的收入能

支付的占 8
.

2% ;
有准备

、

还能承受的为 23
.

0 % ;
认为再要涨只好节衣缩食的有 53

.

0肠 ;
认为

再涨没法生活了的有 1 4
.

9%
。

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
:

上海虽然已有相当一部分市民对物价上涨有了心理承受能力
,

但从

总体上看
,

市民对物价改革的态度是谨慎的
,

希望物价少涨或不涨仍是市民心态的主流
。

5
.

关于收人状况与对拉开收入差距的态度
。

当前
,

由于社会成员收入来源的多样性
,

了解市民收入的实际状况并不容易
。

问卷中只设

计 了一个问题
,

要被调查者填写两项数字
:
(一 ) 1 9 93 年上半年的工资

、

奖金
、

津贴等的平均月

收入 (个体户则为税后净收入 ) ; (二 ) 上半年的年度奖
、

季度奖
、

兼职收入
、

证券与存款利息等

其它收入的合计金额
。

关于上半年的平均月收入
,

14 4 3 人中有 35 人拒绝回答
,

占 2
.

4铸
。

据对作出回答的 1 4 0 8

人的统计
,

平均月收入在 2 00 元以下的为 8
.

9 %
,

2 01 一 30 0 元的为 21
.

2%
,

3 01 一 40 0 元 的为

2 4
.

8%
,

4 0 1~ 5 0 0 元的为 2 2
.

9%
,

5 0 1一 6 0 0 元的为 9
.

4%
,

60 1一 8 0 0 元的为 7
.

4呱
,

8 0 1一 10 00

元的为 .2 7 %
,

1 0 0 1一 2 0 0 0 元 1
.

8多
,

2 0 0 1 元 以上 12 人
,

占 0
.

9 %
,

绝 对最 高金额为月收人

12 0 0 0 元
。

上半年的其它收入总和
,

1 4 4 3 人中有 1 69 人拒绝回答
,

占有 n
.

7 %
。

回答的 12 7 4 人中
,

有

5 6
.

7呱的人填写 为 。
,

金 额在 3 0 0 元 以下的 为 2 9
.

2% ; 3 0 1一 6 00 元 1 6
.

7务 ; 6 0 1 一 12 0 0 元

9
.

2% ; 1 2 0 1~ 3 0 0 0 元为 5
.

7铸 ; 3 0 0 0 元以上的为 3 1 人
,

占 2
.

5铸
,

最高一人为 2 0 0 0 0 元
。

按实际情况分析
,

涉及到个人收人的数字
,

有相当一部分调查对象特别是收入较高的人答

案可能打了一点
“
埋伏

” ,

因而从总体上看实际可能还要稍高一些
。

但是
,

调查显示社会成员当

前的收人差距已经较大
。

在职在岗的工薪阶层 (包括三资企业员工 ) 的月均个人收入最高的为

3 0 0 0 元
,

最低的为 10 0 元
,

相差 30 倍
。

不同群体的月均收入差距也不小
,

个体户最高
,

月均收

入 1 1 8 4 元
,

依次为私营企业主 9 67 元
,

三资企业职工 8 28 元
,

商业职工 6 32 元
,

国有工业企业

职工 52 4 元
,

医务人员 49 5 员
,

机关干部 4 73 元
,

离休干部 4 38 元
,

建设 系统职工 4 37 元
,

乡镇

企业职工 42 2 元
,

中小学教师 39 1 元
,

外地合同工 3 39 元
,

集管企业职工 33 2 元
,

村办企业职工
.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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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元
,

退休职工 31 2 元
,

农民 2 70 元
,

最低为下岗待岗人员
,

人月均 2 31 元
。

不同群体之间最

高的是最低的 5 倍以上
。

对拉开收入差距的态度
,

问卷中有一组问题
:

一是
“

您认为现在社会分配的收入差距如

何
” ,

对这个问题 1 4 4 3 人全部作了 回答
,

其中认为太大的 42
.

2%
,

偏大的为 50
.

7%
,

两者合计

达 92
.

9呱 ;
认为适中的为 5

.

1铸
,

认为偏小和很小的合计为 2铸
。

二是询间
“
您认为分配合理的

办法是什么 ?
”

答案是
:

在现有基础 上进一步拉并差距的为 6
.

0 % ; 总体上要进一步拉开
、

但要

缩小不该拉开的为 28
.

4% ;
维持现在收入差距

、

调整各阶层收入分配的为 35
.

6% ;
维持现在收

入差距
、

不需调整的为 1
·

5 % ; 赞成缩小收入差距的为 28
.

5%
。

问及对这种差距的合理性的看法
,

认为合理 的只有 2%
,

尚可以的为 1 5
.

2%
,

较不合理的

为 4 4
.

4 %
,

不合理的为 38
.

4 %
。

在造成收人差距的原因的认识上
,

认为钻改革空子
、

或违法乱

纪成为暴富是最主要的原因的
,

百分 比最 高
,

达 6 6
.

1呢 ; 次高的是 认 为经商 获利太 多
,

占

46
.

1% ; 居第三位是认为厂长经理和工人收入差距太大
,

为 31
.

8% ; 而选择脑体倒挂作为最主

要原因的只有 25
.

6铸 ;
选择不同职业与不同单位间收入差距过大为主要原因的则更少

。

这也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市民的心态
,

说明他们希望制止违法乱纪的致富行为
,

希望经商获利有

一个合理的度
,

同时
,

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希望改善企业中的干群关系
,

防止经理厂长与职工收

人差距过大
。

人们对社会上出现的腰缠万贯
、

一掷干金的
“

大款
” ,

较多的持否定态度
,

担心一些

人取得高收入并非真正凭本领
,

而是凭关系
、

凭位子
,

对
“
唱唱跳跳上千万

,

山上下来几十万
”

的

现象表示不可理解
,

要求政府对高收入者征收高调节税
,

并规定最低工资收入标准
。

6
.

关于土地批租
。

这两年来上海土地批租发展很快
,

这为引进外资
、

改造城市
、

改善居民

的居住条件都起到了良好作用
。

座谈中我们听到有不少人对一些黄金地段
、

有历史意义或纪念

意义的地段批租出去表示不满
,

认为用这样的方式来引进外资是饥不择食
。

不少人认为动迁过

程中的思想工作
、

动迁户住房的安排还存在不少问题
,

存在着以权谋私的现象
。

有些人坚决反

对土地批租
,

认为土地批租与过去的租界没有什么两样
,

只是地块范围大小不同而已
。

问卷调查设计了
“
去年以来本市采用保持土地所有权

、

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办法
,

把部分土

地租给外商开发建设
,

简称土地批租
,

您认为这个方法怎么样 ?
”

的问题
,

要被调查者在赞成
、

较

赞成
、

很难说
、

不太赞成
、

不赞成的五种态度中选择一种自己的态度
,

调查结果见表 3
。

表 3 对土地批租给外商的看法

奉

有有有效答答 赞成
、

较造成成 很难说说 不赞成
、

不太赞成成

案案案人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人人人人数数 %%% 人数数 铸铸 人数数 %%%

利利 用外资
、

加速上海建设设 1 4 3 999 11 3 888 7 9
.

000 1 9 888 1 3 888 10 333 7
.

222

方方法好
、

但应解决实行时的很多问题题
.

1 4 2 888 11 1 777 7 8
.

222 2 4 777 1 7
。

333 6 444 4
.

555

有有 人借此以权谋私
,

好方法用坏 了了 1 4 3000 8 1000 5 6
.

777 3 8 111 2 6
。

666 2 3 999 1 6
.

777

这这方法是饥不择食
,

短期行为为 1 4 3 000 3 0 555 2 1
.

333 4 7 222 3 3
.

000 6 5 333 4 5
。

777

与与解放前的租界差不多多 1 4 2 999 1 9000 1 3
.

333 3 4 444 2 4
。

lll 8 9 555 6 2
.

666

结果显示
,

赞成和比较赞成土地批租是利用外资
、

加速上海建设的方法的人达 79 铸
。

有

78
.

2呱的人认为方法好
、

但应当解决的问题很多
,

还有 56
.

7%的人认为有人会借此以权谋私
、

把好方法用坏了
,

需要在土地批租工作 中注意抓好廉政建设
;
有 21

.

3 %的人认为土地批租是

饥不择食的短期行为
;
有 1 3

.

3呱的人认为与解放前的租界差不多
。

上述数字说明以在改进土

·

2 3
·



地批租工作的同旧寸需要继续对
一

部分群众进行上地批租的意义和作用的宣传与教育
。

7
.

关于发展股市
。

人们对股票市场充满着一种矛盾心理
。

赞成者认为发行股票是集资的

极好手段
,

能提高全民的经济意识
、

金融意识
,

增强 风险意识
; 股市的建立与成熟标志着市场经

济体制的 日趋成熟
。

反对者认为
,

股市虽好
,

目前应该缓行
,

因为当前股市规则不健全
,

运作不

公正
,

股 民行为不理智
。

更有人认为
,

股市助长了人们的投机行为
、

赌博心理
、

不劳而获的思想
,

弊大于利
。

问卷问题是
: “

改革以来创建了股份制企业和开办股票市场
,

您的态度是什么 ? ”

结果

如下
:

有有有效答答 赞成
、

较赞成成 很难说说 不赞成
、

不太赞成成

案案案人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人人人人数数 %%% 人数数 %%% 人数数 异异

有有 利于集
.

)
,
矜)会资金

,

促进
产

1
几一傲傲 14 3 555 94 (;;; 6 5

.

555 3 7666 2 6
.

222 l 飞999 8 3338888888888888888888

搞搞股份制 企业
,

必然有股 票交易易 14 3 3

……
8 4 888 5 9

.

111 3 9 222 2 7
.

444 19 333 13
.

555

有有经济效 益
,

但也有不好的社会影响响 14 3 333 了2 扮扮 5 0
.

888 4 6 555 3 2
.

444 2 4 000 1 6 888

小小符合按劳分配
,

会助长投机风 气气 14 3 666 64 555 4 4
.

999 3 6 111 2 5
.

111 4 3 ( ))) 30
.

000

灭灭卖股票是变相赌搏搏 14 3 555 58 555 4 0
.

888 3 6 222 2 5
.

222 4 8 888 34
.

000

结果 显示
,

对发展股市是有利于集资
、

有利于发展生产的说法持赞成
、

较赞成态度的
,

占

65
.

5 %
,

认为实行股份制就必然有股市的有 59
.

1呢 ;
有 50

.

8%的人认为发展股市有效益
,

但也

有不好的方面
;有 44

.

9 % 的人认为会助长投机风气
,

40
.

8铸的人认为是变相赌博
。

看来上海市

民对股市的态度似乎要比土地批租的态度消极一些
,

忧虑要更多一些
。

8
.

关 f 社 会风气
。

问卷调查显示
,

市民对上海党政机关的廉政状况评价还可以
,

认为很好

和较好的合计为 2 5
.

7 、
.

很差和较差的合计 为 2 6
.

8铸
.

其余 4 7
.

5 % 为一般
。

在座谈中
,

我们感

到几 乎所有的人都众口一词对近若干年来社会风气表示担忧
,

除 了谈到绝迹多年的孔恶现象

沉渣泛起
.

卖淫
、

漂娟日益增 多
,

性病蔓延
,

色情文化与色情服 务乘机泛滥
,

经济犯罪与刑事犯

罪案件增 加等问题外
,

龙其对当前拜金王 义盛行
,

党风与廉政不理想
,

深 为不满
。

大家普遍感到

当今社会上是
“

行行搞钞票
,

事事讲价钱
” ,

担心我们的社会有朝一 「! 会变得
“

笑贫小笑娟
” 。

群

众对屡禁不当的吃喝风
,

已经感到麻木
,

接踵而来的是礼券风
、

公费旅游风
、

出洋
“

考察风
” 、

倒

卖房产风
,

睡一阵风都是对社会风气添加 了一支
“

促坏剂
” 。

有一首描述公费旅游的顺 口溜说
:

一般干部 丘湖四海
,

中层十部深圳珠海
.

领 导干部飘洋过海
。 ”

有人说
:

现在是金钱至上思想渗

入各个角落
,

办 书要送礼
、

塞红包已经成 了社会认可的行为方式
。

不正之风由隐蔽转向公开
,

由

个人行为向组织行为发展
。

利己主义蔓延
,

利他 它义受冷落
,

互助互爱精神已经罕 见
。

人们普

遍要求改变投机者富
、

诚实者穷
,

腐败者富
、

廉洁者穷
、

违纪者富
、

守纪者穷的社会现象
。

有的同

志激动地说
: “ `

金钱不是万能的
,

但是
,

没有金钱是万万 不能的
’

这句话固然有它的合理性
,

不

过有必要 补充一 句
: `

精神不是万能的
,

但是
.

没有精 神是万万不能的
。

”
,

对去年下半年开展的

反腐败斗争表示拥护
,

相当多的市民对反腐败斗争的前景看好
.

认为将会大有成效和有成效的

合计占 招
.

2 %
,

也有 3 0
.

6 % 的人怀疑不过是一阵风或者认为不会有成效
。

一

二
、

上海市民社会心态总体分析 及对策

上海市民的社会心态
,

在建国以后的四十多年中发生过许多变化
。

从总体上来看
,

经历
一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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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巨大变化
。

第一次是建国初期
。

随着中国社会由半封建贵殖民地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
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

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彻底改变
,

他们的社会心态也

由过去被压抑的
、

做奴隶的心态转变为主人翁心态
,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

劳动积

极性空前高涨
,

社会风气良好
,

人们对前景充满着乐观情绪
。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

设步伐的进程
,

我们的社会迅速建立起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

在这种体制下
,

逐步形

成了个人劳动与工作完全由国家和政府安排的干部制度
、

人事制度和劳动制度
。

在以阶级斗争

为纲的指导方针下
,

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
,

更使组织和单位能够完全操纵个人命运
。

在社会成

员中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缺乏 自主观念的依赖心态
。

个人把一生交给组织安排
,

个人的困难与问

题包括生活困难与家庭纠纷也要求组织帮助解决
,

是这种心态的两方面的表现形式
。

户籍管理

制度形成了严格的难以逾越的城 乡户 111 差别
。

劳动用工制度
、

人事制度
、

干部制度中形成的能

上不能下
、

能进不能出以及严格的等级待遇差距
,

使社会流动频率低下
,

造成了安于现状
、

不求

变革的保守的稳定心态
。

一个人可能 一生只从事一种职业
、

一项工作
,

在一个岗位上由小辫子

做到老太婆是这种心态的职鸣堪础
。

许多产品式样的几十年一贯制则是这种心态的物化表现
。

在计划经济模式下
,

强烈的依赖性
,

缺乏竞争性
、

创造性
,

缺乏 自立意识
、

风险意识
,

是社会心态

的主要特征
。

自 1 9 7 8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

市场经济逐步发展
,

社会经济结构逐步发生变化
,

社会分化

加快
,

职业流动与人 口流动加速
。

所有制成分的多元化与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带来了消费形式
、

消费层次的多样化
,

出现了不同价值观念的冲撞
。

这一切
,

引起了社会心态的巨大变化
。

这是

建国以后社会心态的第二次大变化
。

十多年来
,

社会心态的变化表现在
:

① 市场观念已被广泛

接受
; ② 自主意识觉醒

,

竞争意识增强
;③ 求富欲望扩展

;④ 风险意识增强
,

心理紧张感加剧
;

⑤ 消费层次拉开
,

消费观念变化
; ⑥ 心理不平衡现象蔓延

。

上述心态变化
,

积极的方面是人们进取开拓的精神在市场经济中得到 了新的弘扬
,

自主精

神
、

求富欲望
、

风险意识都将为社会 的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

消极的方面是人们变得贪图实利
,

功

利主义与享乐主义市场扩大
,

社会责任感淡漠
,

利他主义受到冷落
。

在社会不平衡心态的支配

下
,

某些社会成员会对非法
、

违法或违反社会公德的利益追求进行 自我辩解
,

想方设法寻找合

理的或不合理的利益补偿
,

追求不合法 的或者虽然合法但却不符合社会公德的个人利益或小

群体利益
。

以上是对社会心态的总体描述
。

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心态虽然在基本的方面有许多相同

之处
,

但也各 自呈现出与这个群体的利益变化
、

地位升降
、

职业声望高低相关的特征
。

对社会心态的引导
,

不能狭义地理解为仅仅是对人民群众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掌握舆论

导向
。

它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
,

包括实行改革开放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制定正确的符合民

意的政策措施
,

强化法制手段
,

打击和惩治犯罪和腐败
,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一系列

社会举措
:

① 坚持改革
,

深化改革
,

争取实现社会心态的动态平衡
; ② 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策

措施
,

引导社会心态 良性变化
;③ 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

,

有助于实现社会心态的动态平衡
;
国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

以缓解或消解心态振荡
;⑤ 积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导作用

;
回

充分运用大众传媒工具
,

对社会心态进行积极引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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