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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当今中国社会病》

张 萍

社会问题
、

社会矛盾是任何社会形态都存在的
。

社会发展正是通过不断解决生生不已的

社会问题而前进的
。

没有社会矛盾就没有社会发展的动力
。

不过
,

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中
,

其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冲突一般不至于突破社会

基本规范
,

通常是在社会总规范内求得解决和妥协
。

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

社会问题
、

社会

矛盾的解决则需要实现各种社会规范的质的转变
,

因此往往导致激烈的冲突
,

其间会出现社

会失范的状况
。

在现代化过程中
,

越是晚外发国家
,

社会冲突和社会失范表现得越突出
。

最

新的社会实践证明
,

在社会主又国家由原来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

中
,

也会出现相当长时期的不同程度的社会失范与规范的过程
。

中国自上世纪中叶被动地走上了现代化的坎坷历程
,

预期到下个世纪中叶现代化可基本

实现
。

这整整两个世纪均属 由传统农业社会进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
。

在既往的一个半世纪中
,

中国发生的剧烈的
、

反复曲折的政治
、

经济
、

社会和文化等诸方面的冲突
,

便都是这种社会

转型过程中旧规范不断崩溃
、

新的规范又难产的体现
。

当今中国
,

既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进向现代化社会的大转型期中
,

又处于改革开放
、

由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挤转型和
“ 三步走

”
的现代化发展过程的关键时期

。

可以说是处于二重的

转型期
。

而且改革和发展推进的速度之快
,

真可谓 日新月异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发生种种社

会失范间题是势所必然
。

社会病既在社会失范的条件下得到发作和发展的土壤
,

自身又是社

会失范的重要表征
。

综邓时下中国存在的社会病
,

主要表现在下列各方面
:

从犯罪的主体和危害看
,

首先是公职人员的腐败续职
。

主要表 现 为 以 权谋私
、

贪污贿

赂
、

挥霍公款
、

吃喝送礼
、

严重官僚主义
、

玩忽职守等
, 1 9 8。年以来虽不断打击

、

整治
,

但

是各种形式的腐败至今依然存在
,

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

无论是国家检察机关还是党的纪检

机关或是政府监察机关
,

哪方面统计的违法违纪案件数
、

人数和涉及的金额都在成倍
、

成十

倍地增长
。

1 9 8 2一 1 9 9 1 年的 10 年间
,

全 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案件达 36 万余件
,

挽回经济损失 10 亿元
。

玩忽职守案的立案数虽然少得多
,

但是造成的经济损失却很大
, 1 9 91

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玩忽职守案为 3 1 8 9 件
,

这些案件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8
.

3亿

元
,

加上没有报案查处的案件
,

有人估计公职人员的玩忽职守一年至少会 给 国家造成几十

亿元的损失
。

挥霍公款吃喝给国家带来的损失更大
,

据国家统 计 局 测 算
,

全国大型饭店
、

酒家 60 一70 % 的营业额来自公款请客
,

一年被吃掉的公款至少有 8 00 亿元
。

由 于 公职人员

的政治身份和社会角色
,

其腐败行为对党
、

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是最致命的
。

正因为如此
,

党

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早在 10 年前就把腐败问题提到
“
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

”
的高度来认识

。

在此后历届党代表大会
、

人民代表大会上
,

每当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表示要纠正不正之风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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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廉政建设时
,

得到的掌声也总是最热烈
。

可见这一问题早己成为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当

今社会问题的焦点
。

从对 j
’ 一

大人民群众的白常生活和社会治安的直接威胁看
,

最令人不安的则是 70 年代 以来

日益猖撅的团伙犯罪
。

它的严重性在于
: 1

.

团伙数量和作案率急剧上升
; 2

.

组织规模和案情

不断扩大
; 3

.

组织形式
、

内部纪律
、

活动方式趋向黑社会化
; 4

.

年龄构成低龄化
, 5

.

女性 团

伙的剧增及其犯罪性质
、

手段
、

方式的男性化
, 6

.

内外勾结流窜作案
,

跨境活动
, 日益国际

化 , 7
.

作案目标高档化
, 8

.

作案手段技能化
、

现代化 , 9
.

混合犯罪与专业化犯罪 (如专门盗

墓等 ) 并发 , 1 0
.

由暗偷发展到公开抢劫
,

甚至警匪勾结
。

这些犯罪团伙 各霸一 方
,

打架斗

殴
,

强奸妇女
,

行凶杀人
,

无恶不作
,

时人 称 为
“
害 群 之马

” 、 “
社会毒瘤

” 、 “
新生土

匪 ” 。

从犯罪的客体即犯罪分子的矛头指向看
,

增加得最快的是经济犯罪
。

其特点是
:

1
.

案件

数量大增
,

仅 1 9 8 2一 1 9 9 2年各级法院受理的经济犯罪案件即达的余万件 ; 2
.

大案要案急剧增

加
,

动辄上万
、

十万
、

百万
、

千万… … 不断进位
,

科级
、

处级
、

局级
、

部级… …步步升级 ,

3
.

国家公职人员和单位犯罪突出 , 4
.

内外勾结
,

上下串通
; 5

.

手段更加隐蔽和复杂化
。

在党

的基本路线中
,

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
,

经济犯罪正是向这个中心的最直接的冲击
。

在

今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

经济犯罪势必还会长期存在
,

因此
,

对其治理也将

是一个长期的异常艰巨的任务
,

将直接关系到经济建设的成败
。

当前中国的经济犯罪还特别火热地体现在假冒伪劣产品的制造与销售上
,

它突出地表现

在五个方面 、 1
.

假冒他人注册商标
,

大发横财
; 2

.

以伪劣药品图财害命
; 3

.

伪劣工农业生产

资料
,

使工农业生产蒙受巨大损失 ; 4
.

伪劣生活资料使消费者蒙受经济损失甚至危害其生命
,

5
.

大量假冒伪劣产品输往国外
,

极大地败坏了中国货在国标市场上的声誉
。

目前
,

假冒伪劣

产品品种之多
,

数额之大
,

涉及面之广
,

制作销售手段之隐蔽狡诈
,

活动之猖撅
,

危害之深

广
,

均令人发指 ; 几乎弄得老实人不敢涉足市场
。

虽几经严打
,

仍横行于市
,

还得到地方保

护主义和贪官污吏的庇护
。

假 冒伪劣产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伴生物
,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级

阶段和经济体制转型期表现尤为突出
,

当前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 展 道 路 上的一

大陷阱
。

18 世纪 以来
,

中国便饱受西方殖民主义分子贩来的鸦片等毒品之害
。

共和国成立后经严

厉禁毒
,

曾以
“
无毒国

”
享誉世界

。

然而在 1 9 8 0年 以来
,

由黑
、

白
、

绿
、

黄等各色毒 品组成

的 “ 彩色瘟疫
” 又由西南入境

,

在中国打通了一道毒品走私的暗道
。

国内贩毒
、

种毒
、

制毒
、

吸毒人数也猛增
,

公安部门1 9 8 3年查获的海洛因仅 5 克
,

1 9 9 2年已增至 4 4 8 9公斤
,

抓获的贩

毒者也由1 9 8 3年的 10 人增至 1 9 9 2年的2 8 2 9 2人
。

尤以云南省西南部毒灾最重
,

该省 1 9 9 2年缴获

的海洛因多达 3 9 0。公斤
,

超过了 1 99 1年全国收缴数量的总和
。

毒灾向内地蔓延得也很快
,

在

云南查获的贩毒案件和缴获的毒品前几年一直占全国的 90 %左右
,

现在不断下降
,

而内地的

同一比例不断上升
,

有时占到 40 % ; 1 9 9 1年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者为 1 4
.

8万人
,

到 1 9 92 年 11 月

已增至约 2 5万人
,

建立的戒毒所也有了 2 51 个
。

如果说种毒
、

制毒
、

贩毒主要是以牺牲他人的健康为代价来牟取暴利
,

那么
,

卖淫缥姐则

是金钱与肉体的直接交易
。

不过
,

卖方出卖的不只是肉体
,

还有自己的人格尊严
,

即灵与肉

的双重出卖
。

中国大陆在 1 95。年代已基本消灭这种现象
,

它的重新蔓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

情
,

仅 1 9 8 2一 1 9 9 2年查处的卖淫缥娟者就达 86 万多人
。

据估算
,

查处的人数仅占从事这种违



法活动人员的 26一 30 %
,

也就是说
,

现在全国每年至少有百万人以上有卖淫漂婚行为
。

卖淫

漂娟毒化社会风气
,

侵害人权
,

.

破坏家庭
,

影响工作生产
,

弓!发各种刑事犯罪
,

败坏国家声

誉
,

祸及子孙
,

而直缘的则是由此而传播的性病
。

1 9 6 4年
,

中国政府曾向世界宣告
,

性病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基本消灭
。

然而

到 70 年代末
,

性病又卷土重来
, 1 9 7 7 年全 国登记在册的性病患者仅 3 人

,

截止 1 9 9 2年 6月底

已逾了。万
,

而这仅仅是到医院正式就医者
,

未被发现的性病患者不知要有多少人
。

当前性病

的发病形势是
: 1

.

传播快
,

患者成倍增长 , 2
.

从性别看
,

女性增长率更快
; 3

.

患者年龄低龄

化 , 4
.

从社会群体看
,

仍 以个体户发病率最高
,

但是增长最快的则是干部和职员阶层
; 5

.

在

地区上
,

仍以沿海开放城镇为主
,

但已逐渐向农村和 内地蔓延
。

与卖淫漂娟和性病流行相伴的还有淫秽物品的泛滥
。

时下的淫秽物品真是五花八门
, “

现

代化
”
得很

,

它包括露骨宣传色情的录像带
、

录音带
、

影片
、

电视片
、

幻灯片
、

照片
、

图画
、

书籍
、

报刊
、

抄本及印有这类图片的玩具
、

用品
,

以及淫具
、

淫药等
。

我国在查处淫秽物品

方面
,

不可谓不严厉
。

在 1 9 8 7年 7 月至 9 月的
“
扫黄

”
中

,

全国查获非法图书 1 6 1 3万余册
、

期刊 4 7 4
.

7万余册
、

报纸 6 5 6
.

6万余份
、

录音带 15 1万余盒
、

录像带 8 9 6 0 0余盘
,
在 1 9 8 9年 7 月

至 9月底的
“
扫黄

”
中

,

仅上海就动用压路机碾碎了 9 9 0。盘黄色录像带
。

这些庞大的统计数

据
,

一方面说明了淫秽物品泛滥的广延性
,

同时也说明了政府动员
“
扫黄

”
的规模和战绩

。

青少年是淫秽物品最主要的受害者
,

同时整个社会亦受其害
,

淫秽物品的泛滥将使道德观念

弱化
,

尤其宣传暴力与屈服的淫秽物品
,

还会引发强奸等侵害妇女的刑事犯罪
。

指向财物和人体犯罪的进一步发展
,

就是赤裸裸的人 口买卖
。

在人 口买卖中
,

首当其冲

的受害者是自立和自卫能力低的妇女和儿童
。

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在旧中国曾十分猖撅
,

新中国成立后
,

人民政府集中打击了这一丑恶现象
,

50 年代后期基本绝迹
。

70 年代初期
,

又

借着
“
文化大革命

” 的混乱死灰复燃
。

最初发生在四川等省的少数地方
,

现在已蔓延到贵州
、

广西
、

河北
、

河南
、

山东
、

安徽
、

福建
、

湖南
、

湖北等十几个省区
,

其中四川
、

贵州
、

广西
、

云南等省区是主要的
“
拐出地

” ,

山东
、

山西
、

河北
、

河南等省是主要的
“
拐入地

” 。

目前这

种犯罪活动的主要特点是
: 1

.

被侵害对象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
,

不仅有农村妇女
、

儿童
,

而且

有城市儿童
、

女工
、

待业青年
、

大中专学生
、

研究生甚至外国妇女
; 2

.

团伙犯罪突出
,

有的

临时纠合成团伙
,

随干随散
,

有的结成固定团伙
,

在拐卖
、

接送
、

中转
、

出卖等环节有预谋

和明确分工
,

形成犯罪活动的
“ 一条龙

” ; 3
.

拐卖犯罪活动更加隐蔽
,

犯罪手段更加狡诈
、

凶残
,

已由介绍对象
、 ’

帮助找工作
、

招生
、

旅游
、

合伙做生意等向使用暴力胁迫
、

药物麻醉

甚至公然绑架等方式发展
;

.4 人贩子的活动区域有扩大的趋势
,

已由农村向大中城市扩展
,

甚至内外勾结
,

把国内妇女拐卖到国外
; 5

.

拐卖
、

绑架儿童的犯罪活动增多
,

有的在城市公

共场所拐走儿童
,

有的 以
“
收养

” 、 “
领养

”
为名在农村

、

医院
、

福利院骗取儿童
,

还有的

明目张胆地
“
收购

”
儿童

,

甚至入室盗抢婴幼儿 ; 6
.

拐卖妇女的犯罪团伙与强迫妇女卖淫的

犯罪团伙相勾结
,

以各种方式把妇女拐骗到大中城市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乃
,

至国外
,

卖给强

迫妇女卖淫的犯罪团伙
。

这种野蛮的犯罪活动严重侵犯了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

破坏了婚姻

家庭关系和社会秩序
。

70 年代中期以来
,

各级公安司法机关多次进行集中打击
,

仅 1 9 91年和

1 9 9 2年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 5 万余起
,

抓获人贩子 7
.

5万余名
,

.

解救被拐卖的 妇 女儿童

近 4
.

4万余名
。

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之所以如此猖撅
,

屡禁不止
,

其根本原因是由
一

于客观

工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人 口买方市场
。

一些调查资料表明
,

被拐卖的妇女大多出自农村
,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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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是卖给农村男性为妻
。

这又引发了另一个社会向题
,

郎违法婚姻的存在
。

违法婚姻即违反 《婚姻法》 规定的婚姻
,

主要指一方或双方 未到 法 定婚龄的婚姻 (早

婚 )
、

包办婚姻
、

买卖婚姻
、

重婚纳妾
、

近亲结婚
,

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患有禁止结婚的疾病

的婚姻
,

役有履行结婚登记的私婚等等
。

迄今为止
,

1 9 5。年制定的 《婚姻法》 已 颁布 40 余

年
, 1 9 8。年制定的 《婚姻法 )) 也已实施10 余年

,

但是违法婚姻在我国城乡仍有不 同程度的存

在
,

在某些农村地区甚至相当盛行
。

它的存在与 发展与下述一些复杂的历史因素和现实社会

因素密切相关
: 1

.

我国人 口 的绝大多数是农民
,

封建的传统旧婚俗目前仍然支配
、

影响着一些

农民的生活 ; 2
.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

重新恢复和强化了在人民公社时代被弱化

了的家庭功能
; 3

.

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

28 一49 岁未婚人口的总性别比 1 9 82 年为 1 4 79
, 1 9 8 7年

为 1 47 6
, 1 9 9。年为 1 36 3

,

各年男性大龄未婚人口均比同龄女性人口 多 9 00 一 1 0 0。万
,

其中的

80 % 生活在农村
,

而男婚女嫁从夫居的婚俗又使农村女性形成了以婚姻为媒介从贫困地区向

富裕地区流动的趋向
,

致使贫困地区的男性成婚更难 , 4
.

精神生活的贫乏与淫秽物品的侵蚀
,

使少男少女早恋早婚
,

也使一些已婚者
“
饱暖思淫欲

”
纳妾重婚 , 5

.

法制教育不力
,

农民法

制观念淡薄 , 6
.

法制不健全
,

在现行的包括 《婚姻法》 在内的全国性法律中
,

除了对重婚有

明确的处罚规定外
,

对其他违法婚姻没有规定具体的处罚办法
,

使执法者无法可依 ; 7
,

不少

地方政府对婚姻管理工作不重视
,

执法不严 , 8
.

农民文化水平 低
,

直到 1 9 9。年
,

农村还有

26
.

3%的人为文盲半文盲
,

很多人不懂得近亲不能结婚的科学道理和起码的卫生常识 ; 9
.

缺

乏社会制约机制
,

违法者有恃无恐
。

封建迷信
,

是中华大地上的古老幽灵
几

,

从来也没有消失过
,

不过
,

在民主改革以后
,

经

过多年的启蒙教育和各种形式的打击
,

曾一度淡化和收敛
。

然而
,

近十儿年来
,

尤其在农村

及部分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地区
,

封建迷信活动又由隐蔽转向公开
,

由个别转向普遍
,

由各成体系转向体系间的趋同
,

由单一转向多样
,

由传统转向现代
,

由零乱转向系统化
。

不

同乡土和文化背景的各种迷信活动在交流中互相影响
,

越来越多的迷信内容 被 冠 以 “
未来

学
” 、 “

预测学
”
等科学之名

,

许多算命 卜卦摊上如今也已
“
电脑化

” 。

理 论 上 也 日益精

巧
、

系统
,

如将
“
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法

”
用于圆梦

,

从
“
生态环境学

” 的角度
“
研究

”
风

水
,

运用
“
系统论

” 的方法对八卦进行解读
,

用
“
信息论

” 的原理
“
探讨

” 神仙鬼神等等
。

封 建迷信活动不仅造成大量钱财物的浪费
,

使生产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

而且毒化人的心灵
,

阻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

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谋色
、

谋财
、

骗奸妇女甚

至害人性命
,

使许多善良的人被愚弄酿成悲剧
。

也有的人以谣言惑众扰乱社会秩序
,

或者利

用人们对神明的祟拜和信仰组织帮会
,

形成反社会的力量
。

要保持社会的稳定
、

促进社会 的

进步
,

就必须对封建迷信活动进行打击和控制
。

社会学家们把社会失范由轻到重分为三个层次
,

即
“
手段方式失范

” 、 “
遵从和决定依

据失范
” 、 “

根本目标取向失范
” 。

新的社会规范的建设过程
,

也包括这三个不可分割的层

次
。

从上面列举的时下中国的种种社会病来看
,

大量的越轨
、

离轨和犯罪行为还是属于手段

方式上的失范
,

所以尚不足以危及社会生存和发展基础
。

但是
,

_

上述三个层次的失范并非互不相干
、

彼此隔绝的
。

手段失范发展下去
,

也会侵蚀

对整个社会规范的信任和遵从
,

动摇公民对社会规范的
a
神圣感

”
和目标信念

,

甚至 `充蔽
九天 ” ,

一发而不可收拾
,

从而导致整个社会规范体系的崩溃
。

所以
,

社会控制手段— 无

论是硬控制手段还是软控制手段 (目前在我国尤其是软控制手段乏力 ) 的建设便成为我国当

,

名尽
,



前最紧迫
、

最麻烦
、

最艰难的社会控制建设工程
。

要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
,

确保现代化的持续稳定的发展
,

就必须对社会变迁
、

社会转型的

规律及各种社会病发生的机制进行详细的调查了解
,

作出科学的分析
。

我们应该看到
,

上
卿

举的秒种社会病都不是彼此孤立的存在
,

而是互相关联
、

互相包

含
、

互依互动地存在和发展的
。

所以
,

对各种社会病的研究和治理也必须作为一个系统工程

来处理
。

从当前中国的国情来看
,

由于社会转型正进入关键时期
,

并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

段
,

新的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严密的社会控制体系
、

法制和道德行为规范还有待于建立和完

善
。

因此
,

不仅仍存在上述社会病产生的各种条件
,

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内
,

这些社会

病的
“
营养成分

” 和“ `
发酵剂

”
还会增加

,

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
,

减轻打击的力度
,

其

病情就会不断加重
。

但是
,

从长远的发展前景看
,

又是乐观的
。

当社会转型吃力地越过它的顶峰之后
,

与此

相应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将趋于完善` 巩固
,

新的社会规范将逐步形成并稳定
,

社会就会进入

有序运行状态
。

那时
,

上述社会病的发病率和病情便可能会有所减轻甚至消失
。

不过
,

旧的

社会疾病痊愈了
,
或者蜕变了

,

新的社会疾病又会滋生出来
,

人们又将投入到与新社会病的

斗争之中… …如此生生不 已
,

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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