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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指标的由来与发展

张 萍

编者按
:本文 简明介绍 了日本社会指标体 系的形成过程

,

并着重 具体 列出 了现

在 日本实用的社会指标体 系
,
以供方兴的我国社会指标体 系的研究参考

。

1 9 6 0年至 1 9 7 0年的十年间
,

日本成功地实施了
“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 ,

国民生产总值到

1 9 6 8年超过了英国
、

西德
、

法国等发达国家
,

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

国
, “

赶超欧美先进国家
” 这个明治以来的国家目标初步变成了现实

。

随着经济 的 高 速 增

长
,

日本人摆脱了贫穷
,

生活开始富裕起来
,

人均国民收入在 1 9 7 0年突破了 1 5 0 0美元
,

接近

于西欧的水平
,

代表国民消费水平的
“ 三种神器

”

—
黑白电视机

、

洗衣机和电冰箱也由彩

色电视机
、

空调和小轿车所取代
。 1 9 7 0年与1 9 6 0年相比

,

职工平均每月的劳动时间减少了 15

小时
,

采取周休二 日制的企业愈来愈多
,

余假时间逐渐成为家庭生活的重要部分
。

经济的高速增长虽然增加了就业机会
,

为人们带来了富裕的生活
,

但同时也使人们付出

了昂贵的代价
:

首先是公害频频发生
,

空气
、

水和土壤的污染严重地影响了人的健康
,

出现

了 “
水误病

” 、 “
哮喘病

” 、 “
疼痛病

”
等奇怪病症 , 其次

,

生产设备投资和 自由消费优先

的政策使住宅和生活设施的建设大大落后于经济的发展
,

生活质量没有得到根本的提高
,

公

害的发生则进一步恶化了生活环境 ;消费物价和地价的不断上涨
,

使家庭生活动荡不安
。

这些

社会弊病冲淡了人们因生活富裕而产生的幸福感
,

取而代之的是对社会的不满
,

甚至连那些

曾为实现现代化而废寝忘食奋斗的人们也对现代化的价值和意义产生 了怀疑
,

当时社会中的

流行语
“
见鬼去吧

,

国民生产总值
” ,

便是这种普遍不满情绪的真实反映
。

在这种情况下
,

社会学家和政府都感到仅凭经济指标 已无法全面测定国民的福利 (这里

的福利不是指狭义的福利
,

而是指国民生活综合水平
,

下同 ) 水平
,

也不能了解人们对生活

和社会不满意的原因
,

于是便引进了早 已在美国流行的社会指标理论
,

着手研究制定日本的

社会指标
。

要研究社会指标
,

首先必须给社会指标下个准确的定义
。

当时
,

日本社会学界曾

就此展开过热烈的讨论
,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富永健一 1 9 7 1年在 《社会指标 与 社 会 计

划》 一文中提出的定义
,

他认为
:

所谓
“ 经济的

” 意即 “
货币的

” ,

所 谓 “
社 会 的

”
意 即

“
实物的

” ; 社会指标 即测定每个国民在国民生活诸领域中享受的实物量的非货币指标或实

物指标
。

富永健一的观点得到了普遍的赞同
,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日本社会指标的定义
:

社

会指标即以综合地
、

系统地溯定国民生活各方面或各项杜会目标领域的状态的非货币性统计

为主的统计指标体系
。

这个定义延用至今
。

关于社会指标的功能
,

日本社会学 界 公 认 为
:

①认识现状 ; ②预测未来 , ③根据某种标准来评价现状 ; ④在此基础上制定社会计划或进行

社会控制
。

在 日本
,

最先开始研究社会指标体系的组织是 1 9 7 0年 12 月成立的社会福利指标研究会
,

负责人为关西学院大学教授青山秀夫
。

1 9 7 1年
,

该研究会归属于国民生活审议会 调 查 部会

(部会长为镶原三代平 )
,

并成立了
“
健康

” 、 “
教育

” 、 “
余暇

” 、 “
物质环境

” 、 “ 公

共安全
” 五个分会

,

分头研究各领域的指标
,

经过多次调查和讨论
,

在 1 9 7 4年 9 月以 “
中间

报告
”

(题 目为 《社会指标— 测量生活的更好尺度》 ) 的形式公布了最初的社 会 指 标 体

1 14



系
,

并以此为基准对 1 9 6。年
、

1 9 6 5年
、

1 9 7 0年的暂定值进行了试算
。

这个指标体系包括 10 个

社会目标领域 ( S oc ia l G o 滋 )
: ①健康 ; ②教育

、

学习
、

文化
; ③雇用与劳动生活质量 ,

④余暇 , ⑤收入
、

消费 ; ⑥物质环境 ; ⑦犯罪与法律的执行多 ⑧家庭 , ⑨社区生活质量 ; L

阶层与社会流动
。

并有 27 个一级要素 ( F 二 n d a m e n at l S oc i习 C o n ce nr )
、

77 个二级要素 ( S叻
-

C
o o e e r n )

、
1 5 5个三级要素 ( S ub

一 S汕
一 Co

cn
e
nr ) 及 3 6 5个指标 ( I n d i e a t o r

)
。

制定这个指

标体系的基本思路有两点
:

第一
,

承认综合化的必要性
,

但是由于一些 目标领域如
“
健康

” 、

“
教育

”
等在技术上很难综合化

,

所以并不力图以一个指标来表示国民的福利水平
,

而是分

别测量各目标领域的福利水平
,

并且允许各目标领域的指标出现重复
;
第二

,

这个
“
中间报

告
” 虽然主张制定产出指标体系

,

但是 由于很难得到产出指标的资料而投入指标又是人们日

常直接关心的项 目
,

所 以也采用了一部分投入指标
。

另外
,

在
“
教育

” 和 “
余暇

”
领域采用

了一部分有关满意度或意识状态的指标
,

但并不作为综合化的对象
。

1 9 7 7年 3 月
,

调查部会提出了运用社会指标的三个努力方 向
:

快报 化
、

地 区 化
、

综合

化
。 1 9 7 7年 9月因国民生活审议会改组而设置的生活质量委员会 (委员长为失户寿雄 ) 接受

了这个意见
,

经过研究
,

对 1 9 7 4年的社会指标体系进行了修改
,

在 1 9 7 9年以生活质量委员会

报告 ( 《新版社会指标—
测量生活的更好尺度 》 ) 的形式公布了新的社会指标体系

,

并据

此对 1 9 6。年
、

1 9 6 5年
、

1 9 7 0年和 1 9 7 5年的暂定值进行了试算
。

与 1 9 7 4 年的社会指 标体系相

比
,

新的社会指标体系有两个变化
:
第一

,

尽可能使用客观的能够数量化的指标
,

删除了从

舆论调查获得的主观指标
;
第二

,

在指标数非常少的领域
,

为了综合化进行简单平均时
,

也

采用了一些投入指标
。

修改后的指标体系仍由 1 9 7 4年体系的 10 个社会目标领域组成
,

包括 27

个一级要素
、

78 个二级要素
、

1 55 个三级要素及 265 个指标 (参见表 1 )
。

这个指标体系使用

到 1 9 8 4年
。

1 98 4年 7月开始工作的第10 次国民生活审议会认为
,

与六
、

七十年代相比
,

日本的经济

社会环境 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

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 .

经 1济从高度增长转变为稳定

增长
,

收入的增长速度放慢
,

但收入的绝对水平却在不断提高
,

国民生活在经济上已与欧美

先进 国家不相上下
。 2

.

经济社会中的产业结构
、

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在产业结构中
,

附加价值较高的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
,

第三产业篷勃发展 ; 从就业结构来看
,

从事农业和

个体营业的人不断减少
,

依靠 工 资生 活者愈来愈多
,

白领职员的增加尤为显著
。

3
.

随着经

济的发展
,

人口寿命不断提高
,

二十一世纪的 日本将成为长寿社会和高龄化社会
,

为迎接高

龄化社会的到来
,

将经济社会从过去的
“ 人生 50 年型

”
体系转变为

“
人生 80 年型

”
体系已成

为当务之急
。 4

。

随着 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
,

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在迅速地走向国际化
,

过去主

要通过经济活动开展的国际交流现在已经扩展到文化
、

社会
、

生活等各个领域
。 5

.

以电子工业

为主的技术革新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 日本社会的面貌
,

尤其信息
、

通信领域的技术革命正在使

日本迅速地变成高度信息社会
。 6

.

随着前述经济社会形势和生活条件的变化
,

人们的思想观

念和价值观也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
,

精神生活受到重视
,

积极参加学习
、

文化活动以及以为地

区和社会做贡献而丰富人生的人愈来愈多
。

基于上述变化
,

国民生活审议会认为
,

在 1 9 7 4年

社会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制定的 1 9 7 9年的社会指标体系
,

已落后于社会的发展
,

不能反映国民

生活的现状和存在的间题
,

决定在综合政策部会中设置调查委员会
,

研究制定新的指标体系
。

新成立的调查委员会 由著名社会学家福武直任委员长
,

由各大学的教授
、

副教授以及研

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等 17 人任委员
。

从 1 9 8 4年 12 月到 1 9 8 5年 5 月
,

该委员会经过 10 次讨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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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日本 1 97 9年的杜会指标体系

一
{

一
一

母

一
领 ”

…
“ “ “

_

“

健康 健康长寿

完善社会条件以保持和增进健康

2
.

教育
、

学习
、

文化 基础教育水平

后期中等及高等教育水平

自我启发活动水平

文化环境水平

3
.

雇用与劳动生活质量 得到有利的雇用机会的可能性的增大

劳动生活质量的提高

4
.

余暇 一 生活时间中自由度的增大

自由时间内生活水平的提高

5
.

收入
、

消费 收入
、

资产的增加

收入
、

资产差距的缩小

收入
、

资产的稳定

6
.

物质环境 居住状况的好转

有害或不愉快的物质 (或现象 )所造成的损害的减少

灾害所造成的损害的减少

良好自然环境的保护

7
.

个人安全与法律的执行 减少因犯罪所造成的牺牲和痛苦

减少因事故所造成的牺牲和痛苦

8
.

家庭 家庭生活功能的提高

家庭解体的减少

9
.

社区生活质量 社区生活基础的稳定

居民能够参加的居民团休及组织的存在

居民能够利用的社区设施及服务的存在

1 0
.

阶层与社会流动 减少阶层间的不平等

社会流动变得容易

资料来源
:日本国民生活审议会综合政策部会调查委员会编 《国民生活指标》 第巧页

,
1985 年 日文版

。

确定了一套新的
“ 国民生活指标

”
( N e w oS ic al 工二id ca t or s) 体系

,

并以中间报告 ( 《国民

生活指标》 ) 的形式发表
。

与以前的社会指标体系相比
,

该体系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

第一
,

以往的社会指标仅把测定福利水平的现状作为目的
,

国民生活指标除了这一 目的外
,

还着重

于发现问题
,

为此
,

除了规范指标外
,

还使用了以往的社会指标所忽视的投入指标
、

主观意

识指标
、

无规范性的结构变化指标以及国际比较指标和反映国内差别的指标
,

试图通过观察

这些广泛的社会统计指标
,

更准确地把握社会和国民生活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

第二
,

重

视原统计
,

削减指标数
,

主要使用能够综合把握国民生活各领域的现状和问题的代表性较高

的指标
,

因果关系较强的指标或使用目的极为类似的指标原则上不用
。

第三
,

由于这个体系

采用了广泛而多样的统计指标
,

不可能对所有的指标进行综合化
,

所以只抽取各生活领域中

的规范性指标求综合化指数
,

因此
,

这个体系中的综合化指数仅具有有限的代表性
。

国民生活指标包括八个生活领域
: 1

。

健康 , 2
.

环境与安全
; 3

.

经济的安 全 ; 4
.

家 庭 生

活 , 5
。

劳动生活 , 6
。

学校生活
; 7

.

地区
、

社会活动
; 8

.

学习
、

文化活动
。

由三 大 指 标 群构

1 1 6



成
: 1

.

生活领域指标 (包括国际比较指标 )

差别指标 )
。

具体指标如下
:

(一 )生活领域指标

1
.

健康

〔时间序列指标〕

① 平均寿命 (岁 )

男子平均寿命

女子平均寿命

② 身高
、

体重

男子身高 c (m )

女子身高 c (m )

男子体重 (k g )

女子体重 k g ) (

③ 婴儿死亡率 (人 /千人 )

④ 患病率 (人 /千人 )

全体人口

3 5一 44岁年龄层

⑤ 医生
、

护士数

每0 1万人口拥有医生数 (人 /0 1万人 )

每 100 张病床拥有护士数 (人 /百床 )

⑥ 自杀率 (人八0万人 )

〔国际比较指标〕 美国
、

西德
、

法国
、

英国
、

瑞典
、

日本六国比较

① 男女平均寿命 (岁 )

② 婴儿死亡率 (人 /千人 )

③ 自杀率 (人 l / O万人 )

2
.

环境与安全

〔时间序列指标 〕

① 森林面积占国土面积比率 (% )

② 下水道普及率 (% )

③ 公害申诉件数 (件八 。万人 )

④ 灾害
、

事故死亡率 (人 / 1。万人 )

因意外事故及医药的有害作用造成的死亡

因汽车事故造成的死亡

⑤ 犯罪率 (件八。万人 )

刑事犯犯罪率 (不包括交通过失 )

凶恶犯 (杀人
、

抢劫
、

放火
、

强奸 )犯罪率

⑥ 检举率 (% )

刑事犯检举率 (不包括交通过失 )

凶恶犯 (杀人
、

抢劫
、

放火
、

强奸 )检举率

〔国际比较指标〕 日本
、

美国
、

西德
、

法国
、

英国
、

瑞典六国比较

2
.

主观意识指标 ; 3
.

相关领域指标 (包括国内

① 下水道普及率 (% )

② 抢劫犯罪率 (件 /0 1万人 )

③ 抢劫检举率 (% )

④ 交通事故死亡率 (人 /0 1万人 )

3
.

经济的安定

〔时间序列指标〕

① 实际收人

名义年收入额 (万日元 /年 )

实际年收入与前一年相比的增长率 (% )

② 社会保障转移 (% )

③ 消费物价

消费物价与前一年相比的上升率 (% )

消费物价指数 (8 1 9 5年 “ 0 0 1 )

④ 公共负担率 (%
,

即 〔租税 + 社会保障负

担〕 /国民收人 x 1 OO)

租税负担率 ( % )

社会保障负担率 ( % )

⑤ 储蓄
、

负债余额 (万 日元 /平均每户 )

储蓄余额 (万日元 )

储蓄余额的最频值 (万 日元 )

负债余额 (万日元 )

〔国际比较指标〕 日本
、

美国
、

西德
、

法国
、

英国
、

瑞典六国比较

① 人均国民收入 (千 日元 )

② 消费物价上升率 ( % )

③ 公共负担率 ( % )

④ 社会保障支付费占国民收入比例 ( % )

⑤ 家庭储蓄率 ( % )

⑥ 人均个人资产余额 (千日元 )

4
.

家庭生活

〔时间序列指标〕

① 家庭结构

家庭平均人数 (人 )

核家庭比例 ( % )

② 离婚率

离婚率 (件 /千人 )

4 5一49 岁男子有配偶率 ( % )

4 5一 49 岁女子有配偶率 ( % )

③ 出生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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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特殊出生率

出生数 (千人 )

④ 女职工中的临时工比例 (纬 )

⑤ 在家时间 (小时
、

分 )

家庭妇女在家时间 (不包括睡眠时间 )

家庭妇女千家务时间

职工在家时间 (不包括睡眠时间 )

⑧ 男
、

女在外吃饭情况 ( % )

⑦ 住宅规模 (m勺

平均每幢住宅的总面积

新建住宅户均使用面积

新建私房住宅户均使用面积

⑧ 住房费用 ( % )

住房费用 (包括居住费和土地房产借款还

债额 )占全国职工家庭实际收入比例

居住费 (房租
、

地租
、

设备维修费 )占全

国职工家庭实际收入比例

土地房产借款还债额占全国职工家庭实际

收入比例

〔国际比较指标〕 日本
、

美国
、

西德
、

法国
、

英国
、

瑞典六国比较

① 家庭平均人数 (人 /户 )

② 离婚率 (件 /千人 )

③ 5 6岁以上老人中独身者的比例 ( % )

④ 每户平均拥有房间数 (室 /户 )

⑤ 新建住宅户均使用面积 (m Z )

5
.

劳动生活

〔时间序列指标〕

① 劳动力率 ( %
,

即
:

劳动力人 口八 5 岁以

上人口 只 1 0 0 )

男女平均劳动力率

男子劳动力率

女子劳动力率

② 失业率 ( % )

③ 就业状况 ( % )

雇用者比例

技术工人
、

生产工人占就业者比例

事务人员占就业者比例

专门技术人员占就业者比例

④ 劳动时间

全年总劳动时间 (小时 /年 )

⑤ 周休二日制比例 ( % )

适用周休二日制工人的比例

完全适用周休二日制工人的比例

⑥ 企业的退休体制比例 ( % )

有 60 岁以上退休制度的企业的比例

有 55 岁退休制度的企业的比例

⑦ 劳动灾害

劳动灾害频度 (人 /百万小时 )

⑧ 劳资纠纷

损失劳动天数 (万日)

〔国际比较指标〕 日本
、

美国
、

西德
、

法国
、

英国
、

瑞典六国比较

① 男女劳动力率 (纬 )

② 失业率 ( % )

③ 全年总劳动时间 (小时 )

④ 全年带薪休假天数 (日 )

⑤ 因劳资纠纷而损失的劳动天数 ( 日/ 10 人 )

⑥ 劳动死亡灾害率 (件 )

8
.

学校生活

〔时间序列指标〕

① 学前教育

—
3 一 5 岁儿童入幼儿园

、

保育所比例 ( % )

② 升高中
、

大学比率 ( % )

初中升高中比例

升大学比例 (不包括大专 )

升大学比例 (包括大专 )

③ 研究生

大学生升研究生比例 ( % )

研究生占学部 (系 ) 学生比例 ( % )

④ 教育费

教育费占消费支出比例 ( % )

⑤ 学校班级编制

小学班级平均儿童数 (人 /班 )

各小学平均班级数 (班 /学校 )

中学班级平均学生人数 (人 /班 )

各中学平均班级数 (班 /学校 )

⑧ 学习时间 (小时
、

分 )

(中学生 )

学习时间总计

其中在校学习
、

活动时间

其中课外活动及校外学习时间

(大学生 )

学习时间总计

其中在校学习
、

活动时间

其中课外活动及校外学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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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大学生
、

短期大学学生在外住 宿 的 比 率

( % )

〔国际比较指标〕 日本
,

美国
、

西德
、

法国
、

英国五国比较

① 学前教育

儿童入幼儿园
、

保育所比率 ( % )

② 升高中比率 ( 乡̀ )

③ 升大学比率 ( % )

④ 研究生占学部 (系 ) 学生比例 ( % )

7
.

地区
、

杜会活动

〔时间系列指标 〕

① 交际时间 (分
,
星期天交际的平均时间 )

社会交际时间

私人交际时间

体育活动时间

② 家庭交际费占消费支出比例 ( % )

③ 消防团员人数 (万人 )

④ 60 岁以上老人参加俱乐部情况

老人俱乐部会员数 (千人 )

老人参加俱乐部比例 ( % )

⑤ 20岁以上女性参加妇女团体情况

妇女团体会员数 (万人 )

参加妇女团体比例 ( % )

⑥ 消费者团体会员状况

消费者团体会员人数 (万人 )

消费生活合作社社员数 (万人 )

〔国际比较指标〕

① 社会活动

青年的态度 ( % )

女性的态度 ( % )

② 社区活动

近邻互助情况 ( % )

社区活动情况 ( % )

8
.

学习
、

文化生活

〔时间序列指标 〕

① 自由时间 (小时
、

分 )

其中为获得技术或某种资格而学习的时间

其中的教养与娱乐时间

② 图书馆状况

图书馆数 (座 )

全年借书人数 (百万人 )

⑧ 新刊书籍发行册数 (千册 )

新刊书籍与前一年相比的增长率 ( % )

④ 大学函授教育学生数 (千人 )

在函授教育部注册的 30 岁以上 学 生人数

(千人 )

大学开放讲座数 (个 )

⑤ 职工家庭消费支出中的学费支出比例 (% )

〔国际比较指标 ) 日本
、

美国
、

西德
、

法国
、

英国
、

瑞典六国比较

① 报纸发行份数 (份 /千人 )

② 书籍发行册数 (册 /千人 )

③ 图书馆数 (座 / 10 万人 )

(二 ) 主观意识指标

① 生活的满足感 ( % )

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足的人的比例

认为将来的生活会变好的人的比例

② 幸福感

感到幸福的人的比例 ( % )

③ 中流意识

感到自己现在的生活处于中流的人的比例

(纬)

④ 收入的满足感

对现在的收入感到满意的比例 ( % )

⑤ 衣
、

食
、

住的满意度 ( % )

服装的满意度

饮食的满意度

居住的满意度

⑥ 重视物质的丰富还是精神的丰富 ( % )

重视物质的丰富的人的比例

重视精神的丰富的人的比例

⑦ 工作的充实感 ( % )

对工作感到充实的人的比例

感到工作有意义
、

符合自己兴趣的人的比

例

⑧ 家庭团聚的充实感 ( % )

对家庭团聚感到充实的人的比例

⑨ 交际的充实感 ( % )

与近邻交往密切的人的比例

对与朋友
、

熟人会面
、

闲聊感到充实的人

的比例

L 对教育和青年对策的希望

强烈要求政府加强教育和青少年对策的比

例 ( % )

@ 对教养与爱好的重视程度

终生重视提高教养扩展爱好的 人 的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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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老人 )

⑥

有 6 5岁以上老人的三代家庭数 (万户 )

6 5岁以上老人患病率 (人/ 千人 )

老人医疗费

老人医疗费占国民医疗费的比例 (% )

人均老人医疗费与人均国民医疗费之比

老人家庭服务员人数 (人/ 0 1万 6 5岁以上

④③

(% )

(三 )相关领域指标

,
.

国际化与生活

① 在日外国人数
、

访 日外国人数

在日登记的外国人 (万人 )

访日外国人数 (万人 )

② 长期滞留国外的日本人 (千人 )

其中民间企业派出人员及其家属

其中留学生
、

研究人员
、

教师及其家属

③ 出国日本人数 (万人 )

其中旅游观光出国人数

④ 回国儿童
、

学生人数 (人 )

⑤ 国际婚姻 (件 )

⑥ 大麻等走私状况

大麻等走私犯解送人数 (人 )

⑦ 消费资料的进口状况

人均消费资料进 口额 (日元 /人 )

⑧ 食用农产品的国外依赖度 (% )

⑨ 国际电话接送数 (万次 )

2
.

值息化与生活

① 信息的供给量与消费量

总供给信息量

总消费信息量

信息消费率 (%
,

消费信息量 /供给信息量 )

② 个人信息的电子计算机处理化

行政机构等持有的电子计算机处理的个人

资料人均件数 (件 /人 )

③ 自动付款机
、

信用卡的使用状况

自动付款机 (包括自动收
、

付款机 ) 安置

台数 (千台)

现金卡发行数 (百万枚 )

信用卡发行数 (百万枚 )

④ 订立接收有线电视合同数 (万人 )

⑤ 电话使用状况

住宅用电话普及率 ( % )

字盘电话总通话次数 (亿次 )

⑧ 自动付款机犯罪承认件数 (件 )

⑦ 电子计算犯罪 (不包括自动付款机犯罪 )

发生件数 (件 )

3
。

商赞化与生活

① 6 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 比例 ( % )

② 独居老人状况

6 5岁以 上老人独居数 (万人 )

厚生养老金支付率 ( %
,

人均养老金月额

/职工人均月薪 )

⑦ 高龄者就业率
、

失业率

6 0一 64 岁人口就业率 ( % )

6。一“ 岁人 口失业率 ( % )

⑧ 高龄者的火灾死亡率 (人八。万人 )

⑨ 老人福利中心数 (个)

L 特别养老院数 (个 )

每 10 万 65 岁以上老人与特别养老院定员之

比 (入 / 1 0万人 )

4
.

城市化与生活

① 城市化状况 ( % )

三大城市圈人口占全国人口 比例

人口集中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

② 城市公园

大城市的城市公园面积 (公顷)

大城市市区人均公园面积 (。 2
/人 )

③ 垃圾排出量 (克 /人 )

④ 噪音申诉件数 (件)

其中发源于商店
、

饮食店的噪音

其中发源于制造所的噪音

⑤ 三大城市圈的绿化比例 ( % 〕

⑥ 三大城市圈的住宅地价

地价上升率 ( % 、

地价指数 ( 2 9 5 0年 二 20 0 )

⑦ 通勤时间 (分 )

全国男女职工平均通勤时间

全国男职工通勤时间

全国女职工通勤时间

东京圈男女职工通勤时间

⑧ 粪便冲洗率 ( % )

其中公共下水道冲洗率 ( % )

⑨ 本县高中生升入本县大学比例 ( % )

5
.

国民生活与位距

① 收入的地区差

收入最高的县的县民人均收入 (万 日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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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最低的县的县民人均收入 (万日元 ) 平均工赞

两者相差系数 0 1一 99 人规模的企业中5 0一59 岁年龄层的

② 高龄化的地区差别 平均工资

5 6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 比例最高的县 ( %) ⑦ 大学生家庭的收人差别

5 6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最低的县 ( %) 6
.

家庭与杜会问皿

两者相差倍率 (倍) ① 儿童患成人病比例 (人八 0万人 )

⑧ 征税的公平度 ② 因经济原因的自杀 (千人)

对征税的公平度感到满意的人的比例 ( %) ③ 吸毒状况

对征税的公平度感到不满意的 人 的 比例 麻药犯罪 (千人)

( %) 兴奋剂犯罪 ( 千人 )

对征税的公平度未表示意见的 人 的 比例 ④ 单亲家庭状况

( %) 母子家庭数 (万户)

④ 就业机会的男女差别 父子家庭数 (万户 )

高中毕业男子的征雇倍率 (倍
,

征雇人数 ⑤ 夫妻两地分居情况

/求职人数 ) 职工两地分居者 (万人 )

高中毕业女子的征雇倍率 (倍
,

征雇人数 农民 (因外出做工 ) 两地分居者 (万人)

/求职人数 ) ⑥ 高龄者与少年儿童的自杀率

两者相差 (倍) 65 岁以上人口的自杀率 (人 / 10 万人)

女性占雇用者总数的比例 ( % ) 5 一 19 岁人口的自杀率 (人 / 10 万人 )

⑤ 就业机会的代际差 ⑦ 校内暴力与高中生退学情况

20 一24 岁年龄层的征雇倍率 (倍 ) 校内暴力事件 (千件)

60 一 64 岁年龄层的征雇倍率 (倍 ) 高中生中途退学比例 ( % )

两者相差 (倍 ) 公立学校高中生中途退学比例 ( % )

⑥ 各企业的工资差 ⑧ 中
、

小学生的长期缺席 (全年50 天以上 )

企业规模为 100 一 999 人的平均工资 情况

企业规模为 1 0一” 人的平均工资 小学生的长期缺席比例 (人 / 10 万人 )

10 一 99 人规模的企业中25 一 29 岁年龄层的 初中生的长期缺席比例 (人八。万人 )

平均工资 ⑨ 少年 (1 4一 19 岁 ) 犯罪率 (人 /千人 )

10 一 99 人规模的企业中40 一44 岁年龄层的 L 离家出走率 (件八。万人 )

自1 9 8 6年以来
,

日本的经济计划厅国民生活局每年定期公布根据这套国民生活指标测算

的前一年的结果
,

许多地方政府也相继制定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指标体系
。

目前
,

社会指

标 (或国民生活指标 ) 不仅在 日本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而且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制

定社会发展计划及有关政策的重要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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