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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2 9年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

陆 建 华

本报告着重描述 1 9 92年社会公众的心态
,

并依据丰富的调查资料详细分析各阶

层公众的独特期望
、

感受和观念倾向
。

从一个层面揭示了在社会变革进程加快的情
’

况卞社会形势与公众心态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

本报告的预测是一种有 意义 的 尝

试
,

立足于对社会形势的动态趋向的把握
,

使预测本身成为描述
、

分析的自然延伸
,

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

作者
:
陆建华

,

男
,

1 9 6 0年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公众心态是社会形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既是客观社会形势的折射
,

.

也是社会形势中的

一种独立变量
。

为了对 1 9 9 2年的公众心态进行分析并对未来一年的心态进行预测
, “

社会形

势分析与预测
”
课题组

,

在国家统计局社会司合作下
,

于 1 9 9 2年 5 月进行了问卷调查
。

① 该

项调查及分析主要从下列三个方面展开
。

一
、

19 9 2年社会公众心态的总体状况

1 9 9 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是中国政治
、

社会和经济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的直接起因

从3 、 4月份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起
,

改革加快步伐已成定势
。

社会公众的心态也随之发生极

其明显的变化
。

第一
,
社会公众对 1 9 9 2年改革的一般看法

。

调查结果显示
,

截至 5 月
,

公众对改革的态度有两大特点
: 一个是求快

,

一个是求稳
,

两者相加占 91
.

3%
。

其中认为
“
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

,

应加快改革
”

者占 42
.

1%
,

认为
“
稳一

点好
”
者占4 9

.

2%
,

这说明
,

1分9 2年的改革形势引起绝大部分公众的关注
。

调查结果显示
,

在回答
“

加快改革步伐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

时
, ② 3 1

.

6%的人称
“

改

革不配套
、

改革机制运行不力
” ,

居第一位 , 2 3
.

6%的人称
“
物价上涨加快

” ,

居第二位 ;

其佘依次为
: “

分配不公加剧
”

( 16
.

7% )
、 “

社会治安变差
”

l( 2
.

9% )
、 “

政策多变
、

缺乏一贯性
”

( 9
.

8% ) 和
“
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泛滥

”
( 3

.

.

4% )
。

那么
,

公众又如何看待我国社会稳定间题呢 ?

在我们所列的实现与保持稳定的主要条件中
, “

正确的路线
,

正确的领导
”
获得 48

.

6%

① 本调查抽取样本共 20500 份
,

回收间卷 19856份
,

回收率 86
.

8%
,

样本分布在全国 6 省 18 市的市区
、

镇和乡
。
被调查

居民中
,

工人占21
.

5纬
,

千部占28
.

7%
,

专业技术人员占1*9 3 %
,

服务人员占6
.

1坏
,

街道居民占9%
,

在校大学

生占5
.

1写
,

农民占5
.

7%
,

个体经营者占4
.

4 %
。

② 允许选择两项
。

一 导 尹



的被调查者的确定
,

位列第一 , 位居其次的是
“
经济社会协调稳定地发展

” ,

占3 5
.

7%第 ;

三位是
“
稳定物价

,

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 ,

占34
.

9%
。

这一结果表明
,

公众对社会稳定的条

件的认定
,

明显地倾向于对决策者的高期望
。

’

第二
,

公众对 1 9 92年改革的具体期望
。

公众对 1。叨年哪项改革最为关心呢? 调查结果显示 (选择两项 )
:

.

第一位
,

工资分配制

度的改革
,

占3 7
.

6% , 第二位
,

住房制度的改革
,

占3 1
.

3% , 第三位
,

社会保障 制 度 的 改

革
,

占27
.

6% , 第四位
,

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
,

占 2 6
.

6% , 第五位
,

全民企业转换经营机制
,

占16% , 第六位
,

价格改革
,

占15 吓 , 第七位
,

政企分开
,

占14 % , 第八位
,

实行股份制
,

占9% , 第九位
,
税收

、

金融体制改革
,

占4
.

4% , 第十位
,

流通体制改革
,

占2
.

9%
。

以上所列 10 项改革
,

是 1日9孚年改革步伐加快以后全面
、

快速推进的改革内容
。

上述结果

表明
,

公众并不是从一般角度来确定改革的孰重孰轻
、

孰前孰后
,

他们完全依据与自己的切

身利益的关系密切之程度来调节自己的关心焦点
。

所列的前 4 项
,

涉及到公众的收入
、

消费
、

保障和职业流动 , 而相比起来
,

在个性才能发挥
、

职业流动等的事项改革
,

则收入是公众最

关心的
,

这是现阶段公众的利益概念的最主要内涵
。

公众对利益得失的警觉
,

具体体现在他们对
“

价格改革
”

的看法上
。

调查结果显示
,

75 %

的人认为价格改革
“
要分步到位

,

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
” ,

占被调查者的 3 / 4 ,

有 1 6
`
7%的

人认为
“
应大胆加快价格改革的 步 伐

, ,

.4 4%的人认为
“
放慢改革步伐

,

否则会弓t起物价

猛涨
” ,

另有 1
.

3%的人认为 “不要 改 革
,

维持原状
” 。

19 92 年
,

物价体制的改革实际上已

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

关系民生的一些重要商品的涨价 已逐步展开
,

全局性的民心波动并未

出现 , 然而公众的承受能力虽然在逐步提高
,

但还是有一定的闭限
,

四分之三的人确认要把
“
群众的承受能力

”
放在物价改革的首位

,

这似在提示我们
,

在加快改革步伐的情况下
,

物

价改革应该快中有慎
。

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也是 19 0 2年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
。

在最初儿个月里
,

形成丛上

到下
,

全民皆谈打破
“
三铁

” 的热烈局面
。

我们的调查表明
,

公众更多地是从 自身的利益如

何获得和确保的角度来肯定这一改革的
。

认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能
“
搞活企业

,

提高经济效

益
” 的人占83 %

,

否定者占13 % ; 认为
“
能提高工作积极性

”
者占82 %

,

否定者占14 % ; 认

为
“
使收入变得不稳定” 者占73 写

,
否定者占幻%

,

认为
”
使工作变得不稳定

”
者占69 %

,

否定者占26 % , 认为
“
使人

.

际关系变得紧张 ” 者占66 %
,

否定者占29 %
。

第三
,

公众对与改革近期目标相关的
“
小康间题

”
·

的基本看法
。

本项调查表明
,

1 9 9 2年
,

公众对目前生活水平的
,

自我评价比较高
,

尽管他们抱怨 自己面

临的主耍间题是
“
收入太低分

。

2
.

9%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为
“
尚不得 温 饱

” ,

43
.

, %

的人认为 自己
“

勉强度 日
,

处于温饱水平扣 ,

必
.

1%的人认为自己
“
满足生活需要 后略 有 结

余
” , 8%的人则认为自己

“
生活宽裕

”
’

,

匆%的人认为自己
“ 生活用品比较齐全

,

生活质

量较高
、

有较多结余
” 。

也就是说
,

超过半数的公众身我认定
,

生活水平已经达到小康
,

其

余为
“
温饱

”
和

“
贫困

” 。

这说明了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捌良显著的提高
,

同时
,

迈向

小康
,

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
。

据此
,
我们调查了公众对本世纪末实现小康 目标的看法

,

结果如下
:
认为

“
能实现

”
者

占6 2
.

6%
,

其中
, “

能提前实现
”
者占6

.

7%
, “
定能按期实现

”
者占12

.

2 %
, “ 可能实现

”

者占43
.

7% ; 另有 16
.

3%的人认为
“
较难实现

” ,

19
.

8%的人则
“
说不清

” ,

这两者相加
,

想



过被调查者总数的三分之一
,

这是对还有近半数的人尚生话在小康水平线以下的必然反映
。

在公众心目中
,

实现小康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呢 ? 依选择顺序排列如下 (选两项 )
:
人口

太多
,

占5 6
.

2% , 社会分配不公
,

占 43
.

3% , 城乡差距过大
,

占2 5
.

4% ,
社会秩序和治安状

况不 良
,

占2 2
.

5% , 思想观念跟不上改革的发展
,

占1 7
.

7% , 贫困问题
,

占17
.

1% ; 消费结

构不合理
,

占 11
.

1%
。

可见
,
除了

“
人 口太多

”
这一难以消除的障碍之外

, “
社会分配不公

”
问题引起公众高

度关注
,

它与居其次的
“
城乡差距过大

” 间题
,

竟差 17 个百分点
。

生活水平与社会分配之间

的关系己经在公众意识中牢固地建立起来
,

他们对
“
社会分配不公

”
现状的不满就不可能在

爆时期内消失
,

生活水平实际上成为他们的自身利益得失的一项客观指标
。

二
、

各主要社会阶层公众心态

(一 ) 职工①

对 1 9白2年的改革现状的评价
,

职工要比其他社会阶层公众更加审慎些
。

职工对
“
改革的

条件已具备
,

应加快改革
”
方面

,

持肯定态度的有 3 5
.

7%到 3 6
.

4%
,

明显地低于专业技术人

员 ( 46
.

石% )
、

干部 (占4 6
.

6% ) 和农民 ( 4 4
.

3% )
,

也低于大学生 ( 39
.

7% )
、

个体户

( 41
.

4% )和居民 ( 41
.

。% )
,

是所有阶层县众中态度最为保守的
。

这是一种十分值得注意的

现象
。

一

职工对 1 , 9 2年加快改革步伐持
“
无所谓

”
态度者的比率

,

仅有 7
.

6 %到 8
.

4%
,

低于农民

( 10
, 4% )和个体户 ( 8

.

5% )
,

这表明
,

职工对加快改革步伐的审慎态度是出于一定考虑的
,

他们比较关
,

注改革进程
,

只是由于某种原因促使他们不愿意表现出过于乐观的看法
。

,

这种原因是什么呢 ? 在回答
“
加快改革步伐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 ” 时

,

在职工心 目中
,

排列在首位的
,

不是别的而是
“
物价上涨过快

” ,

近三分之一的职工持这样的看法
。

在主要社会阶层公众那里
,

有四部分人把
“
物价上涨过快

”
视为加快改革步伐最可能出

现的河题
,

除了工人和服务人员 (总称职工 ) 之外
,

还有街道居民和个体经营者
,

这与他们

对改革
、

对社会形势的关注焦点有关
。

物价问题实际上被职工们看成是切身利益在加快改革

步伐情况下所得所失的第一标准
,

和
“
社会分配不公加剧

” 比起来
,

这也是一种可以切实具

体地把握的标准
。

调查发现
,

职工最关心的改革事项
,

依次是
:

工资改革
、

住房改革
、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

劳功人事制度改革
、

价格改革等
。

列在前几位的
,

无不是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的事项
。

特

别和农民
、

大学生
,

个体经营者比起来
,

职工更侧重把工资改革放在第一位
。

调查还表明
,

绝大部分职工 ( 8 0
.

4%的工人
, 8 5

.

3%的服务人员 ) 对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能否提高企业效益持肯定态度
,

但另有相当比例的职工对此犹疑
,

这应予以高度关注
。

最显著的反比关系表现在下列方面
:
在涉及到象提高效益

、

提高积极性这样较抽象层面

间题时
,

肯定者占绝大多数 , 但涉及到象收入
、

职业稳定性和人际关系等具体间题时
,

职工

中持否定者占多数
,

分别有 75
.

5%
、

75
.

3%
、

71 %和 69
.

9%
、

69
.

7%
、

6 9
.

6 %的工人和服务

人员
,

对
“
收入不稳定

” 、 “
工作不稳定

” 和 “
人际关系紧张

” ,

持肯定态度
。

其他阶层公

宙 在本次调青中
,

指伞业单位中的工人和服务单位的服务人员 ?



众的基本态度
一

与此类似
,

只是未达如此严重程度
。

这说明
,

职工对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意义

的接受
,

并不能化消他们对一些具体间题的审慎心理
。

如此必然影响到职工对其他一些基本间题的看法
。

比如
,

在回答
“
实现和保持我国社会

稳定的主要条件是什么
” 时

,

工人和服务人员的态度与其他阶层公众的态度有较 显 著的 差

异
。

综合全体被调查者的选择次序依次是
: “ 正确的路线

、

正确的领导
” , “

经济社会协调

稳定发展
” , “

稳定物价
、

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 厂 , 唯独职工

,

把
“
稳定物价

,

生活水平稳步

提高
”
列在首位

,

且选择率在 43 一 41 %
,

这典型地反映了职工在 1 9 9 2年的心态特征
。

(二 ) 千部和专业技术人员

在总体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 1992 年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持比较审慎的乐观态度的同时
,

我

们发现
,

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在这一间题上的态度偏离
“

平均值
”
最大

,

他们中有 4 6% 的人主

张 “ 应加快改革
” ,

这一比例比农民 ( 4 4
.

3% )高出近两个百分点
,

比工人和服务人员 ( 3 6 % )高

出 1。个百分点
,

比之其他各阶层
,

呈现出更积极的态度
。

另一组数据表明
,

学历越高者
,

主

张 “
加快改革

” 的人所占比例也越大
:
大学学历者

,

占 49 %
,

高中者占40 %
,

初中和小学者

占 3 8%
,

无学历者占29 % ; 以单位性质看
,

在党政机关工作者占 5 0
.

9%
,

在企亚 工 作者 占

3 8
. 4%

,

最高和最低两者之间相差 12 个百分点
。

那么
,

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对哪些改革最关心呢 ? 调查结果表明
,

他们与职工的关心焦

点一致
,

即他们最关心的是工资改 革
,

视之为最关心者近 50 % ;
其次是住房制度和社会保

障制度的改革
。

何 以如此? 在他们对
“
本单位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伙 的看法上有所反映

,

即

也和职工一样
,

把
“
收入低” 和

“
劳保福利太少

”

看成是最主要的间题
,

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

材料看
,

这一部分公众的平均收入
,

确实低于其他阶层
。

在 1 9 9 2年改革加快
,

物价明显涨幅

的情况下
,

这一间题更趋严重
。

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对价格改革持谨慎态度
,
是很自然的

。

他们中有 80 写左右的人认为这一改革要稳妥一些
,

要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
,

而只有 59 %的农

民和盯%的个体户持这样的态度
,

后者的承受能力显然要强于前者
,

室少在物质实力基础方

面来说是如此
。

在对
“
加快改革步伐可能会遇到的间题是什么

”
回答中

,

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独特心

态又一次体现出来 , 他们与其他阶层公众的思维定势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
。

职工
、

个体经营

者最担心
“
物价上涨过快

” ,

农 民最担心
“
社会治安变差

” ,
、

而干部
、

专业技术人员最担心

的则是
“
政策不配套

” 。

被调查者中 40
.

5%的干部和 3 9
.

8%的专业技术人员把这一问题放在

第一位
, 、

其他阶层公众的态度 比例是
:
大学生占37 %

,

服务人员占26 %
,

街道居民占2 5
.

3%
,

工人 占22 %
, ,

农民占17
.

7%
,

个体经营者占 15
.

9%
。

在这里
,

干部
、

专业技术人员的关注焦

点首先是改革决策和改革措施本身的合理性
,

其次才是决策
、

措施可能有的不合理带来的危

及 自身利益的消极后果
,

如物价上涨过快等
,

他们对 1 9 9 2年改革与社会形势的前景认识
,

显

然带有较系统的判断依据
。

与 “ 改革不配套
”
相关的

“

秘会分配不公加剧
” 也引起他们的高度警觉

。
气

对不公的警觉

程度
,

超过对
“
物价上涨过快

”
的警觉

, ’

而位居第二
,

有 19
.

2%的干部和18 %的专业技术人

员持这样的态度
,

其他阶层公众的态度是
:
工人占17 %

,

服务人员占14
.

7%
,

街 道 居 民 占

12
.

1% , 农民占 1 1
.

1%
,

个体经营者占11
.

6%
。

差异是很明显的
。

总之
,

干部
、

专业技术人员对 1 9 9 2年改革和社会形势的态度呈审慎中的积极的特点
。

在

关注涉及到 自身经济利益的改革问题的同时
,

他们还极为关注改革本身的合理性
。

从他们对

一
吕

-



社会发展前景的较乐观估计看
,

迫切希求改革能提高合理性
、

系统性
、

提高效率
,

少走弯路
,

少

付代价
。

改革的深入发展
,

`

也是他们所企求的
。

(三 ) 农民

农民是过去十几年改革受益最多的阶层之一
。

1 9 9 2年改革步伐的加快
,

在他们心 目中弓l

起的反应是审慎基础上的积极态度
,

认为
“
改革的条件已具备

,

应加快改革
”
者占 4 4

.

3%
,

和

千部
、

专业技术人员一样
,

这一比率也超过了总体平均值 ( 42
.

1% )
。

这一部分公众
,

随着

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和巩固
,

已经经厉了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
,

从观念到行为模式的巨

大转变
。

在 1 9 9 2年以前
,

这一进程尚没有明显的停顿或倒退
。

到 1 9 9 2年改革和社会形势出现

转折时
,

农民并不像城市公众那样受到较强的震撼
。

我国农 民文化水平比较低
,

且总体数据

表明
,

学历越高者对
“
加快改革步伐

”
态度越积极

,

在这种情况下
,

有超过 40 % 的 农 民 持
“
加快

”
观点

,

比率是相当高的
,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
。

和其他阶层公众一样
,

农民对事关切身利益的改革投以最大的关心
。

在被列出的诸多改

革项目中
,

农民最为关心的是两项
:
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价格改革

。

城市公众关注的工资

问题在农村是不存在的
,

但作为社会分配的一种重要调节途径
,

社会保障对农民的生活水平的

提高有极重大的意义 , 既有农工产品
,

(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 价格关系模式
,

又有价格

体制对农民的生产
、

生活施以重大影响
,

他们首先关注这两方面的改革
,

是必然的
。

另一方

面的事实是
,

和其他方面的改革 (如生产体制 ) 比起来
,

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相对缓慢
,

特

别是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
,

头绪纷乱
,

困难重重
。

这种相对落后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农民的利益
。

价格改革影响农民利益的因素及其后果更加明显
。

在加快改革步伐的 1 9 9 2

年
,

上述事实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

这自然强化了农民对这些方面改革的关注
。

我们发现
,

职工对在价格体制方面
“
大胆加快改革步伐

”
的肯定比例

,

只有 1 5%
,

而农

民则达到 29 %
,

几乎高出一倍
。

这与其说是农民比职工对价格改革具有更大的承受能力
,

倒

不如说他们更迫切地希求改革不合理的工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关系模式
,

少受
“
盘剥

” ,

更快

地提高收入
,

提高生活水平
。

这也成为这一部分公众对
“
加快改革步伐

,, 总体上持审慎基础

上的积极态度的佐证
。

对
“
加快改革步伐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 ,

农民的看法
,

与其他阶层公众有较明显差异
。

调查结果表明了下列次序
:
第一位

, “
社会治安变差

”
( 3 0

.

6% ) ; 第二位
, “

物价上涨过

快
”

( 2 1
.

1% ) , 第三位
, “

政策不配套
”

( 17
.

7% )
;
第四位

, “
政策多变

”
( 1 3

.

7% ) ,

第五位
, “

分配不公加剧
”

( 1 1
.

1% ) 等
。

这里
,

被农民视为头等间题的
“
社会治安变差

” ,

在其他大多数阶层公众中仅居第四或

第五位
。

近 13/ 的农民
,

持这样的看法
,

说明他们对社会治安状况的担忧是相 当严 重 的
。

这

和个体经营者 (占1 9
.

4%
,

居第二位 )
、

街道居 民 (占1 3
.

7%
,

居第三位 )
、

的反映相类似
。

这只能说明
,

农民的安全感是极其不牢固的
。

现阶段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以及治理方面的收

效不高
,

使农民有充分理由把对现状的估计延伸到对前景的展望上
。

我们还发现
,

其他阶层公众认为比较重要的
“
社会分配不公

”
问题

,

农民则关注不多
。

只有 1 1
.

1%的农民认为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

这是所有阶层公众中比率最低的
。

从文化程

度的角度看
,

对这一间题的回答
,

随学历高低而变化
,

即学历越高者
,

越视之为
“

重要间题
” ,

学历越低者
,

越关注甚少
。

农民的上述态度可以从这里找到部分原因
。

一般来说
,

他们对
“
社

会分配
” 、 “

分配不公
”
的概念的理解不那么系统

,

或者
,

很少从分配公正角度来理解自身



的利益得失
。

另外
,

到 1 9 9 2年
,

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
、

利益分化还只是刚刚开始
,

社会分配

公正原则还披着各式各样的外衣 (如权力
、

情亲 )
,

让人难以明辨
。

农民尚不能强化
“
分配

公正 ”
观念

,

也就不奇怪了
。

调在还表明
, 1 9 9 2年农民对生活水平的自我评价显示出显著的分化特征

,

这不能不影响

他们对改革和社会形势的看法
。

将生活水平依
“
贫困型

” 、 “
温饱型

” 、 “
小康型

” 和 “
富

裕型 ” 四类划分
, “

贫困型
”
中

,

农 民占比例最高
,

占5
.

6%
,

超过个体户 的 4
.

4%
、

职 工

的 3
.

2% 和 .3 8%
、

干部的2%和专业技术人员的2
.

5% , 但是
,

自认为生活水平达到
“

宽裕
” 和

“
富裕

”
农民的比例

,

却不但不是最低的
,

而且还高于职工
、

干部
、

专业技术人员和街遭居

民
,

前者为 1 6
.

4%
,

后者分别为 8
.

5 %
、

6
.

7%
、

5
.

6%
、

6
.

4%
、

和 1 3
.

6%
,

高出的比例数值

也是极可观的
。

这种分化状况
,

在 1 9 7 8年开始改革以后逐步开始形成
,

到 1 9 92 年
,

已成为一

种稳定的趋势
。

这也说明
,

农民对 1 9 92年加快改革步伐举措
,

不可能消极应付
,

同时
,

他们

所关注的改革事项的进展
,

将反过来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及其自我评价
。

总之
,
农民对 1 9 9 2年改革步伐的加快持较积极的态度

,

他们极其关注社会保障体制和价

格体制的改革
,

其基本动机是保证自己的切身利益
。

1 0 92年
,

社会治安形势未有转折性好转
,

一些农村地区社会秩序的混乱
,

使他们比其他阶层公众更缺乏安全感
。

另外
,

他们对
“
城乡

差距过大
”
有较真切的体验和认识

。

(四 ) 高校在校学生

这一部分公众文化程度较高
,

但他们尚未占据一定的职业地位
,

也无收入来源
,

而学生身

份使他们便于吸收较多较杂的思想
、

观念
,

在行为方式的选择上
,

也较少束缚
。

对 1 9 9 2年加快

改革步伐的转折
,

他们似采取偏向审慎的态度
,

主张
“
应加快改革步伐

”
者为 39

.

7 %
,

仅高

于职工 ( 3 6
.

4%和35
.

7% )
,

位列倒数第二
,

低于千部 ( 45
.

5% )
、

专业技术人员 ( 46
.

5% )
、

街

道居民 ( 41
.

5 % )
、

农民 ( 4 4
.

3% ) 和个体经营者 ( 4 1
.

4% )
。 .

回答
“
对哪项改革最关心

” 问题时
,

学生的选择是
:
第一位

,

劳动人事制度改革 , 第二

位
,

工资制度改革
。

不消说
,

这是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最相关的事项
。

对事关民生的价格改革
,

在校学生主张
“
要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

” ,

他们不象农民
、

个

体经营者那样积极主张
“
大胆加快改革步伐

” 。

过去的经历表明
,

在校学生是以特殊方式来

体验物价上涨过快所带来的痛苦的
,

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敏感程度丝毫不亚于其他工薪收入阶

层公众
。

看来
,

他们对 1 9 9 2年加快改革步伐可能会出现的涨价间题
,

依然抱有高度的警觉
。

在对改革可能带来的问题的认识上
,

在校学生的看法与午部
、

专业技术人员的看法基本

一致
。

这里起作用的
,

显然是文化程度因素及其铸成的特定的思维定势
。

他们把
“
政策不配

套
” 、 “

分配不公加剧
”
视为最为主要的问题

,

这也是对改革政策本身的合理性和系统性的

期望所致
,

也蕴含着对改革决策者的特定希求
。

从对改革前景的预期角度看
,

在校学生的这

种认识
,

是一种较合理的认识
。

同样不能忽视的现象是
,

在校学生中有 7
.

5%的人预期
, “
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泛滥

” 可能

会 出现
。

比例本身不高
,

但和其他阶层公众相比
,

却是最高的
,

这或许最能反映在校学生在

1 9 9 2年的特殊心态
。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

在校学生不可能因为 `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泛滥
”
的前景而

“
对加

快改革步伐
”
采取不那么积极的态度

。

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思想基础
。

可见
,

问题必定出在

学生对改革本身的进程
、

性质的认识上
,

这种认识又必定区别于其它阶层公众
。

再加上高校



分配体制改革对他们的强有力影响
,

在校学生对 1 99 2年的改革和社会形势的过分审慎态度
,

实际上蕴含着某种难辨的认识成份
,

也蕴含着某种情绪成份
。

这些
,

都是高校在校学生所独

有的
。

在对
“
实现和保持我国社会稳定的主要条件

”
的认识方面

,

48
.

1%的在校学生认定
“
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
” ,

是各阶层公众中比例最高的
,

这也反映了他们对改革和社会形势的独特

看法
,

相比之下
, “

正确的路线
、

正确的领导
” 、 “

稳定物价
”
这类的条件得到其他阶层公

众的草多的首肯
。

总之
,

在校学生对 1 9 92 年改革和社会形势持过分审慎的态度
,

有复杂的原因
。

他们较多地

通过对改革决策和改革措施的合理性的评价来决定对改革的看法
。

对涉及到他们在未来社会

生活中的地位的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予以头等关注
,

对物价问题也极其敏感
。

也就是说
,

他

们是同时从两个层面来注视 1 9 9 2年改革形势的转折的
,

一是改革的社会合理性
,

一是自身利

益的得失
。

(五 ) 个体经营者
_

个体经营者阶层是十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新兴阶层
。

他们所从事的经济

活动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并不占多大比重
,

但这一部分人的心态及其变化
,

一直为社会各界

所关注
。

在我们的这次调查中
,

接受调查的个体经营者人数占总调查数的 4
.

4%
,

共 9 0 2人
。

调查结果表明
,

主张
“

加决改革步伐
”
和主张

“
稳一点好

”
的个体经营者

,

共占8 6
.

7%

(前者占4 1
.

4纬
,

后者占4 5
.

3% )
。

这一部分公众没有
“
单位依属

”
关系

,

他们面临的最主要间题是
“
住房紧张

” 。 、

其他阶

层公众或者把
“
收入低

”
(职工

、 _

干部 )
、

或者把
“
效率低下

”
(大学生

、

专业技术人员 )

作为最 主要的间题
。

与此相关
,

个体经营者享受不到随单位依属而来的各种保障
、

福利的庇护
,

成为城市居

民中箕身于社会保障网之外的
、

为数不多的阶层之一
。

调查表明
,

社会保障体制已有的改革

尝试引起他们的高度关注
,

这方面的欢革居个体经营者最关心项目的第二位
,

毫无疑问
,

这

两个问题都与他们的 利益切切相关
。

界因为这一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独特的
“
飘浮性 ” 地位

特征
,

1 9 9 2年整个改革步伐的加快
,

必然引起他们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特别关注
。

在儿乎所有其他阶层公众对
“
收入低

” 、

对
“
工资制度改革

” 予以高度关注时
,

个体经

营者则决无此忧
。

大量的调查资料表明
,

无论从平均值还是从绝对数看
,

这一阶层公众的收

入水平是所有阶层公众中最高的
。

他们对价格改革持一种较积极的态度
,

是在意料之中的
。

个体经营者主张在这方面
“
应大胆加快改革步伐

”
者占29 %

,

高出职工 14 个百分点
,

相 应

地
, 主张

“
考虑群众承受能力

”
的个体经营者占57 %

,

比千部和大学生低 23 个百分点
。

从总

的比率分布看
,

个体经营者和其他阶层公众的态度相比
,

其积极心态体现了出来
。

这表明
,

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 比其他阶层公众稍强
。

对 1 9 9 2年改革步伐加快可熊产生的间题
,

个体经营者视
“

物价上涨过快
”

为最
,

占3 1
.

2 %
,

“
治安状况变差

”
为次

,

占1 9
.

4%
,

第三才是
“
政策不 配套

” ,

占1 5
.

9%
。

这是注重改革的

可能后果而不注重改革本身合理性的典型看法
。

这一点
,

他们与职工
、

农民
、

街道居民无甚差

别
。

比较特殊的是
,

个体经营者对
“
社会治安变差

”
担忧极重

,

仅次于农民
。

从文化水平与

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之间的相关关系看
,

低文化水平者占多数的个体经营者无法摆脱像农民那

样的思维定势
,

尽管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与农民大相径庭
。



这一点
,

为下列问题的调查结果所证实
。

对
“
实现和保持我国社会稳定的主要条件” 的

看法
,

个体经营者的看法与农民
、

街道居民完全一致
,

即认定
“ 正确的路线

、

正确的领导 ,

为最
,

这三部分公众所占比率均在 51 一 55 %
,

这显著地区别于其他阶层公众
。

这里
,

矛盾也暴

露出来了
。

在预期加快改革步伐可能有的后果时
,

他们并不直接强调决策和领导的合理性
,

在预期实现稳定时则视之为头等条件
。

另外
,

个体经营者对本世纪末实现小康 目标比较有信心
,

“ %的人认为
“
可能

” 。

这与

他们对生活水平的 自我评价状况有关
,

在所有阶层中
,

自认为生活水平达到
“
宽裕

”
或 “ 富

裕
”
者

,

个体经营者占的比率最高
,

占2 6
.

6%
,

超过 1 / 4
,

且比第二位的大学生 ( 16
。

8% )高

近 10 个百分点
。

这样
,

他们对实现小康的最大障碍的理解就止于一般化
,
如

“
人口太多

” 、

“
贫困问题

”
等

。

总之
,

个体经营者对 1 9 9 2年改革和社会形势的看法以审慎为基调
,

他们迫切希求加快住

房
、

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
,

否则他们在这方面的利益得不到保证
。

这一部分公众的经济收入

较高
,

对价格改革态度较积极
,

但对作为加快改革步伐可能带来的
“
物价上涨过快

” 也极为

担忧
,

他们对社会治安状况也极敏感
。

三
、

分析与预测

(一 ) 从杜会形势看公众心态

1 9 9 2年初
,

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谈话以及随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
,

实际上

使改革和社会形势出现转折性变化
。

相对于前几年的状况
,

1 9 9 2年的改革步伐大大加快
,

社

会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

这构成了这一年公众心态变化的客观基础
。

仅从
“
转折性

”
这一点看

,

公众对加快改革步伐的举措
,

持审慎的乐观态度是有一定原

因的
。

因为这种转折的实现
,

总体上看是由上而下的
,
公众对此要表现出高度积极的态度

,

还需要一个过程
。

而本调查是在 1 9 9 2年 5 月做的
,

公众心态对上述转折的反应也尚处于开始

阶段
。

尽管1 9 9 2年的改革是过去十多年改革的自然延续
,

但是
,

公众的意识深层积郁起来的
,

不仅有被催生的改革意愿
,

也有因改革出现曲折而带来的犹疑和担优
。

化解这种担忧
,

尚需

时日
。 1 9 9 2年的改革和社会形势开始了这一化解过程

,

这是昭然的事实
。

1 99 2年社会形势的转折性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

以加快改革步伐为轴心
。

在 1 9 9 3年
,

这一轴心可望继续起作用
。

据此
,

可以对公众心春的进一步变化作如下儿点预测
:

第一
,

随着改革的深入
,

公众心态将迅速向积极
、

乃至高度活跃的方向转化
。

在 1 9 9 3年
,

将有一大批改革措施付诸实施
,

这意味着旧的体制与此相关的观念
、

思维模式将进一步瓦解
,

相应地新观念
、

新思维模式会不断出现
,

这将有力地促成上述转化
。

在职业
,

消费
、

收入
、

人才流动
、

金钱
、

事业
、

合作
、

竞争
、

信息交流等许多方面
,

公众的行为方式将有极显著的

变止
旦
这也是积极。态构成的重要动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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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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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一

—第二
,

从 1 9 9 2年社会形势看
,

以往积存下来的一些问题尚未得到根本的解决
。

像社会治

安间题
、

过速涨价间题
、

经济行为合理化间题
、

社会风尚间题
、

分配不公间题
、

为政不廉间题

等
。

在一定范围内
,

程度有所加重
。

这已经在公众心理上投下阴影
。

若这些间题没有随着改

革的深入而有所缓解的话
,

公众心态将受到极大影响
。

第三
, 1 9 9 3年改革将进一步促使各社会阶层利益的分化

,

得失的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
。

1 9 9 2年各阶层公众的心态在许多方面有极大的差异
,

若忽视对上述关系的有效调节
,

则可能



使这种差异过速扩大
,

某些阶层公众的心态将陷入持续的动荡中 (干部
、

在校学生
、

职工和

多数退休者的街道居民 )
。

(二 ) 从公众心态粉杜会形势
1 9 9 2年

,

公众对改革和社会形势的态度总体上是审慎的
,

在此基础上
,

有些阶层公众的

态度较为积极
,

这分为两部分
,

一部分高文化水平公众
,

如干部
、

专业技术人员
,

另一部分

是低文化水平公众
,

如农民
、

个体户 , 还有一部分公众 (主要是职工和在校学生 ) 持偏 向保

守的态度
,

其原因也不一样
。

显然
,

1 9 9 2年社会形势的转折本身也造成了上述局面
。

我们认为
,

各阶层公众除了利益不同之外
,

还有思维定势方面的差异
。

任何改革要获得

最广大的多数阶层的支持与参与
,

必须同时顾及这两方面
。

由于 1 9 9 2年改革和社会形势是以

自上而下形式和
“
转折

”
形式出现的

,

固然有
“
柳暗花明又一村

”
的突兀式的新鲜感

,

但却

缺乏充分的社会动员过程和有效手段
,

至少未有全新的动员方法
,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公

众的心态由审慎到积极
、

活跃的转化
。

1 9 9 2年社会形势的另一个特征也能通过公众心态加以把握
口

在没有充分社会动员情况下
,

各种改革措施接连出台
,

实际上把公众直接推进到改革浪潮
,

这固然能加快他们的心态的积

极转化
,

但却忽视各阶层公众在利益和思维定势方面的差异
,

且无有效调节措施实施
,

就造

成了一定程度的
』

白态混乱
。

这构成了这一年社会形势的一个重要特征
。

那么
, 1 9 9 3年

,

在继续加快改革步伐的同时
,
迅速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政策和调节手段

,

就能够化解公众的心态混乱
,

保持社会形势的健康势头
。

这种调节手段应该是改革本身的有

机组成部分
,

甚至应该成为连接各项改革措施的一种重要
“
胶合剂

” 。

可以预见
,

在1 9 9 3年
,

改革决策和措施的合理性将受到更多的关注
,

但有效的实施过程

(特别是调节手段的实施 ) 不可能一下子展开
,
这意味着

,

社会形势在活跃和健康的基调上
,

会有局部的一定程度的迷乱现象出现
,

因为各阶层的利益的调整和期望的实现无法一下子完

成
。

从 1 9 9 2年的公众心态推断1 9 9 3年的社会形势如何
,

既取决于改革是否进一步深入
,

也取

决于改革的深入是否和各阶层公众的利益关系的调节相同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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