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现代化的实证比较分析

— 江苏等五省调查

叶 南 客

一
、

分类比较的内涵界定

我国现代化的建设 目的在于促进现代人的发展
,

但现代化的实现又必须凭籍高素质的一

代新人才得以完成
。

人的现代化既是历史的启示
,

也是中国现实的召唤
。

本文所进行的分类比较
,

不完全等同于社会学中的分层研究
,

其内涵更较为宽泛
,

主要

是依据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不同属性的角色
,

对各种类型的人的群体进行比较
。

这里我

们将众多不同类型的人归纳为四大类角色群体
。

( 1 )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或与生而

来的角色
,

即先赋角色
,

如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 , ( 2 ) 人们在物质生活中因职业
、

收入等

不同而构成的不同经济阶层
,
这是人们具有不同发展特征的物质基础 , ( 3 ) 人们在政治生

活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

主要是不同党派团体的成员角色从及职务上的干部角色 和 群 众 角

色 , ( 4 ) 人们在文化生活中因接受的文化教育程度不一也决定了他们的角色模式的差别
。

另外从事文化
、

科技
、

教育等专业技术职业的文化人 (广义 ) 和其它体力劳动者的角色行为

也是存在诸多差别的
。

下面
,

我们拟就现有的统计资料和 19 8 8
、

19 8 9两年对我国五省 (江苏
、

广东
、

四川
、

吉

林
、

河南 ) 城乡人的现代化发展所作的大型抽样调查数据
,

对上述各类型人的素质状况
、

生

活形态以及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变革
,

进行实证比较分析
。

二
、

先赋角色的类型分析

在社会学研究中
,

人们 曾将千差万别的角色划分作两大类
:

一是先赋角色
,

一是自致角

色
。

前者是指由遗传
、

血缘等先天因素决定了的角色
,

例如本人的性别
、

年龄以及出生地都是

不以 自己意志为转移的 ; 后者则是可以通过个人活动或努力获得的
,

例如人的职业
、

文化
、

政治地位等
,

因而也有人把自致角色称为获得角色
、

进取角色或成就角色
。

本节试对先赋角

色中的不同性别
、

不同年龄
、

不同居住地等三种角色类型的人的发展状况作一分析
。

1
.

性别角色

在现代人的发展中
,

男女之间的差别与其说是生物属性的差异
,

不如说更多是 由社会环

境和时代的发展所造成
。

正如 《性别社会学》 一书作者所说
“
性之间的生物差别本身并不是

限制个人的充分原因
,

这种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角色所决定的
。

… …性别之间的心理差

异是存在的
,

但它是由社会因素造成或 塑 造 的
。

当 社 会 环 境 变化时
,

心理模式也发生变

化
。 ” ①

① 《 性别社会学》 ,

重庆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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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肯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巾
,

特别是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中
,

我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比之

以往得到显著提高
,

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
“
半边天

”
作用为绝大多数人所承认

,

男女不同性别

间的差距 已有所缩小
。

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我国不同性别社会成员

的现代化程度和社会生活还存在着大量难以消饵的落差
。

根据江苏省 1 9 8 7年 1 %人 口抽样调

查
,

江苏全省 6 岁以上人口的文化结构中
,

除小学文化程度人口男女性比例较接近外
,

初中

以上文化程度女性普遍低于男性
,

而在 12 岁以上的文盲
、

半文盲中
,

女性为 1 05
, 9 20 人

,

比

重高达 7 3
.

62 %
,

这一差异在农村尤为突出
,

江苏全省 64 个县 具 有小学以上文化 程 度 人 口

中
,

女性仅 占3 7
.

9 7 %
,

这种情况在经济文化落 后地区更是严重
。

例如徐州
、

淮阴农村的小学

以上文化程度的人 口中
,

女性仅占35
.

6%和 3 2
.

7 9% ;
而且文化层 次 越高

,

女性人 口比重越

小
,

这也是全 国的普遍现象
,

如我国目前大学生和研究生中
,

女性分别占2 6
.

7% 和 14 %
。

在我们两次问卷调查中
,

都发现由于男女文化素质上的差距
,

较直接地影响了他 (她 )

在现代化程度上的发展差异
,

见表 1 :

表 1 不同性别的现代性程度得分

主主体意识识 效益意识识 创新意识识

男男男 5 2
.

7 444 1 9
.

5 111 3 8
.

7 888

女女女 弓3
.

0 444 1 8
.

8444 3 8
·

1 9 {{{

男男男 4 1
.

000 1 8
.

333 3 5
.

555

女女女 李1
.

111 1 7
.

111 3牛
.

555

由于 1 9 8 9年 问卷中删去了上年调查中的两道测试问题
,

故得分总值均少于上一年
,

但两

次调查的结论却是一致的
,

即在现代性总体程度上
,

女性要低于男性 l ~ 2 个百分点
。

其中

主要表现为女性的效益意识和创新意识弱于男性
,

但两次调查都反映当前女性的主体意识得

分还略高于男性
,

这是近年来我国女性地位提高
,

主人翁精神增强的可喜标志
。

在现实生活中
,

女性职业满意度低于男性
,

前者总平均分为 31
.

3分
,

后者为3 2
.

2分
,

表

明现代女性对自己工作环境和生产强度的主 观 感 受 是不太理想的
,

但在对 日常生活的评价

上
,

女性生活质量得分 ( 4 6
。

5分 ) 还高于男性 ( 4 6
.

2分 )
,

在经济收入
、

住房条件
、

饮食和

衣着以及与父母
、

子女等关系方面
,

女性的满意度均高于男性
。

但我们认为这种满意还是较低

层次的
,

在具体的生活方式中
,

女性比男性吏缺乏主动性和选择意识
,

更少参加群体活动
,

业余

生活较为贫乏
,

故而相信命运
、

相信宗教的人要 比男性多
,

这些都有碍于她们现代性的进步
。

2
.

年龄角色

在我们 1 9 8 9年进行的全国五省 30 0多人抽样调查中
,

据计算 得 出人们的年龄变量和现代

性程度的相关系数为
一 0

.

2 9 6 ,

这一低度负相关说明了 两 个问题
。

首先
,

年龄这一先赋角色

对人的现代性状况是有影响的
,

在被调查者中
,

显然年龄越大现代性得分就越低
, 其次这两者

的相关系数并不高
,

这意味着年龄对人的发展的影响虽然存在
,

但并未大到人们所设想的程

度 (当然在测量中还存在种种干扰信息
,

否则相关度可能更高些
。

)
,

参见表 2
。

在这三种主要的现代性倾向中
,

各年龄组间效益意 识 都 较 接近
,

主要意识差距也不太

大
,

较明显是在创新意识上
,

年轻人的得分高于 56 岁以上人 10 多分
,

这和现实生活中我们对

青年人富有创造精神
,

喜欢求新求异的判断是相吻合的
。



裹2 各年龄群体的现代性得分 ( 3 15人年均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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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和个人现代性倾向
,

形成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个体人格形成的时代背景上
,

社会心理学

的理论表明
,

一种较成熟固定的人格模式主要完成 于人 的成年期
,

而这时的人格又被打上 了该

时期社会发展的时代烙印
,

由于社会总是不断前进的
,

因此人格形成年代愈早者
,

其传统色彩

也愈浓厚
,

老年人的人格特征便不及青年
、

成年人那样接近现代
。

但这一点并非是绝对的
,

一些

较新的研究成果表明
,

随着部分老人社会化的延伸
,

他们也同样可能达到较高的现代化程度
。

因此人的现代性并不由其年龄决定
,

还由个人的生活经历
、

教育程度以及特定的环境和个性等

众多因素制约着
,

这也正是前文论及两者相关度不高的原因所在
。

在我们的调查中一些老年知

识分子和老干部的现代性得分都超过了总体平均分值
,

无疑是他们继续社会化的成功之处
。

其实
,

现代性也仅是测量人的发展标志之一
,

它并不能代表现代人发展的整体素质状况
,

特别是在理想道德素质
、

政治素质方面
,

缺乏生活阅历和锻炼的青年显然不及成年和中老年

人成熟
。

罗湘民指出
,

被人们称为
“
第四代人

” 的在校大学生
,

他们 自身的政治素质
、

马克思

主义理论水平和社会经历不仅与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不可比
,

而且与 1 9 7 7一 1 9 7 9级的
“
第三

代人
”
的大学生比

,

亦有很大差距
。

① 他们 自我意识强
,

但缺乏 自我约束和控制的能力
, 他

们希望
“
自我设计

” ,

但不能正确处理个人
、

集体
、

国家利益的关系
; 他们渴望成才

,

但又

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
,

理想与现实相脱节
。

因此在思想上
、

政治上的不成熟性表现较突出
。

我们在调查中曾对各年龄组之间人际关系的道德取向作过比较调查
。

如表 3 :

表 3 各年龄组人际关系的道德取向调查 ( 8 04 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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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数据表明
,

45 岁以上的两个年龄组的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人际关系的道德取向要比

其它较年轻的人更加积极正确
。

从江苏的情况来看
,

当前各年龄组之间文化素质有较大差距
,

这和全国以至全省近几十

年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关系
。

根据 1 9 8 7年江苏省 1 %人 口的抽样调查表明
,

具有

大学文化程度的在 22 一 50 岁各年龄组中分布较均匀
,

但又以 22 一 26 岁中的比例较高
; 具有高

中文化程度的在 13 ~ 33 岁人口组比例最高
,

35 岁以上人数逐渐减少 ; 同时文盲
、

半文盲在各年

① 参见 《求是》 ,
1 989 年第16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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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组中的比例则是年龄越高比例越大
,

在 1 2一 25 岁人 口
,

该比例为10 % 以下 , 在 30 一 45 岁人

口
,

比例达 20 %一 35 %左右 ; 在 50 岁以上人口中
,

文盲
、

半文盲比重即开始超过 50 %
,

且越来

越高
,

在 65 岁以上人中高达 78 %
。

因此在总体上看
,

江苏人 口中 18 一 3 5岁的年轻人文化素质

要高于其它年龄组的社会成员
。

在我们的调查 中还发现
,

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要比老年人更加丰富和开放
。

相比而言
,

26

一 45 岁的两个年龄组因人到中年
,

工作
、

生活的负担最重
,

生活水平
、

生活方式的发展程度

明显低于青年和老年
,

在人们主观判断的职业质量和生活质量方面
,

各年龄间的曲线构成了

“ 马鞍形
” 。

即两头较高
,

中间最低
。

如图 1 :

图 1 各年龄组职业量与生活质量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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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对各年龄组人的生活形态发展特征的比较
,

将其主要结论列表如下 (表

4 )
,

以便使读者有个更加简单明瞪的认识
。

表 4 各年龄组生活形态发展特征比较
~ , 『

…
,

一一~ ~

年龄群体 生 活 方 式 生 活 观 念 生 活 质 量 生 活 环 境

少年儿
童

{
依附性强

,

育目性大
,

适应性弱
,

接受社会化
。

模仿他人
,

无 自 我 意

识
,

开始萌发精神需求
。

以生理发育的成长为

主
,

无满足指向
。

家庭
、

幼儿 园
、

学校
、

邻里的游戏群体
。

空间拓展
,

时效性强
,

追求个性化
,

变化多样呈

过渡型
,

社会化 二 重 性

(接受
、

创新 )
。

讲究实际
、

实惠
,

方式

初步定型
,

以家庭
、

职业

生活为主
,

教养后代人
。

自我意识产生并日趋强

烈
,

非理性思维
,

个性突

出外露
,

寻求刺激
。

自我意识稳定
,

情绪个

性趋向内倾
,

成就动机较

强
,

思维灵活趋向理性
。

生理发育趋于成熟
。

消

费量扩大
,

青春期危机出

现
,

角色冲突多
,

满足度

低
。

身心发展趋向成熟稳

定
,

社会经济地位稳定
_

L

升
,

抚育系数大
,

困难多

但更加达观
。

开始走出家庭
,

进入社

交圈
,

工作环境
,

活动范

围大
,

频率快
,

不确定
,

追求异性交往
。

以家庭为中心
,

工作环

境
、

社会活动圈定型
,

趋

目标化
。

向静态
,

社交减少
,

放慢
,

生活规律化
。

独感
,

思

单一
,

求

消减
。

身心老化
,

健康状况恶

化
,

物质消费减少
,

精神

需要突出
,

经济 地 位 持

平
,

讲究知足常乐
。

活动范围缩小
,

以家庭
、

邻里
、

旧友为主要交 往对

象
。

2 9



3
.

居住角色

居住角色的先赋性在于一个人的出生以及其早期生活的地区是其本人所无法选择的
。

而

他早年居住和生活的地区无疑对他个性形成和人格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

但这种先赋角色在

人的中后期生活中很可能转化为 自致性
,

选择流动也同样是人自身一种天性
。

由于我国目前

城乡差异还较大
,

城乡户籍制度
、

商品粮制度等对多数人的 自主流动尚有较大限制
,

因此我

国大多数人的居住角色仍带有较浓厚的先赋色彩
。

这里所分析的居住角色主要是指人们的社区属性
,

从城乡分野上看
,

有所谓
“
城里人

” 、

“
镇上人

” 、 “
乡下人

” ;
从江苏地区的发达性划分看

,

有苏南人
、

苏中人
、

苏北人之分
。

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
,

社区生活经历并不是绝对的
、

唯一的促进或阻碍人的发展 的因素
,

但

它作为一种综合的结构性诱因
,

的确对人的现代性发展有较全面的相关影响
。

由于城市作为我国经济
、

文化发展 中心
,

目前城市的工业化水平
、

文化教育
、

生活服务

以及交通
、

能源等都远较农村发达
,

因此在总人 口的文化素质提高中
,

城市人具有更多的机

会和较好的条件
,

城
、

镇
、

乡居民的文化程度存在着较大差距
。

表 5 江苏城乡居民文化程度抽样调查

目-斌̀

一几̀已JùU工一O乙Q
护

41一凡j,口81一邝山
OJ口J一 叻,山峥曰oln一ōj八叼úót l内、óO了d勺lù,J221一

声

七441一
`

6月tnU工一,J凡j
ó

61一2
,二ù一n,

r

t了81一
J斗,J八U一 工曰匀

`
土ùU工

资料来源
:
根据江苏1 987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重新测算制表

。

上表反映在 目前我国城乡居 民的文化素质培养中
,

存在一条明显
“
城高乡低

” 的坡线
,

特别是在我国 1 千多万文盲的分布中
,

城市文盲仅占5
.

4%
,

而农村高达 94
.

6%
。

不仅是城乡间的文化差距
,

江苏苏南
、

苏中
、

苏北在经济发展上明显存在着三大梯度
,

故而这三个地区居民的文化素质也有明显差异
,

以各地居民的识字率为例
: ①

… 全 国 {

识 字 率

全全 国国 江 苏苏 无 锡锡 南 京京 淮 阴阴

666 5
.

5 111 6 2
.

222 78
.

5888 5 3
.

2 333 5 0
.

0 777

以人文荟萃著名的江苏
,

识字率竟低于全国水平 3
.

31 个百分点
,

是值得我们警惕与反思

的
,

任其下去
,

必须会拖住江苏整体发展的后腿
。

无锡
、

南京和淮阴也是我们进行调查中所

选的苏南
、

苏中
、

苏北三个抽样代表点
,

从上表可以看出
,

这三个地区居民的文化水平也存

在着由高至低的坡线
。

由于各社区间经济
、

文化的发展存在上述较明显的梯度特征
,

在 我 们 两 次的问卷调查

中
,

也反映出城镇乡的居民之间
,

其现代性意识的发展也同样存在着梯度性
,

见图 2
。

通过相关分析
,

城
、

镇
、

乡排列与现代性得分的相关系数值R = 一 。
.

25
,

仅低 于教育与

现代性的相关度
。

① 识字率即15 岁以上人口 中识子的百分比
,

参见 《江苏省人口素质分析》 ,

南京计划生育管理于部学院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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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镇乡居民现代性意识梯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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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 集镇居民 农村居民

在 1 9 8 9年对全国五省的抽样调查中
,

我们通过比较得出
,

经济文化较发达的省份
,

如江

苏
、

广东居民的现代性得分明显高于欠发达的河南
、

四川等省份
。

表 6 全国五省居民人均现代性得分比较

矿
区

}
江 苏

}
河 南

}
吉 林

}
四 川

一

1
广

主休意识 [
: ,

.

4 3 } 3 9
.

7 ! 39
.

3 一

而
3 9

.

6 }
’

。
.

,

创新意识 } 3 6
·

3 7 1 3落
·

8 1 3 1
·

4 } 29
·

8 }
3 6

·

7

”
总 分 {

9:
.

3 2

{
9 2

.

6

{ 。
.

6

}
8 7

.

4

}
98

.

7

一

万
一

_ : :

得分顺序

二 爪一万一
_

}一 百
一 {一

_

全
一

万
一

{
一 _

升一 {…
,

江苏境内三个地区人均得分的差异不太明显
,

分别是
:
无锡 9 4

。

9分
,

南京 95
.

6分
,

淮阴

9 5
.

4分
。

总的来说
,

发达地区
、

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
,

生活服务的方便程度高于欠发达地区

和农村居民
,

但就其主观感受而言
,

农村居 民的生活质量和职业质量评价反而要 高 于 城 镇

居民
。

三
、

经济分层的类型分析

所有科学
、

道德
、

艺术
、

观念
、

思维都是建立在物质生活基础上的
,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

所形成和 占有的经济利益决定了个体的生活态度和个性发展 的程度
,

这一点正是马克思主义

阶级分析的基本原则
,

也构成了唯物主义人的发展观的出发点
。

在社会学的分层研究中
,

许

多社会学家也都是将人们在物质经济生活中的差异作为划分人群阶层的重要标志
,

例如默顿

的分层理论
,

就是依照职业打分的续谱排列方法划分 出不 同类型 的阶层的
。

究竟是以职业还

是 以其它标志来划分阶层为宜
。

本文不作专门探讨
,

我们只是肯定不同利益分配而带来的不



同经济生活程度和不同物质生活特征
,

必然会构成影响人的发展状况
、

程度及其特征的重要

因素
。

本节试就从现代人经济生活中的两个重要内容
“ 职业 ”

与
“ 经济收入

”
的分层角度

,

对不同类型的人进行比较分析
。

1
.

职业分层

这里提出的分层不是通常所说的阶层
,

而是指经济生活因职业
、

生产方式不同而构成不

同生活类型
、

层次的人群
。

职业性能
、

环境对于人的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

诸如职业要

素中的社会化分工
、

城市化
、

管理体制
、

知识化以及社 会 流 动 等
,

对人的变革都有促进作

用
。

在我们的调查中
,

也确实多
`

次证明不同职业阶层中
,

人们的文化素质
、

现代性倾向以及

生活方式
、

生活质量都是各不相同的
。

就江苏 1 9 8 2年人 口普查的情况来看
,

由于不同的职业环境
、

条件和技术需求
,

不同职业

者的文化素质有较大差异
,

参见表 7 :

表 7 各种职业在业人 口的文化程度 ( % )

中

…
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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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122817283730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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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
产月
伟Q甘,山尹nJl
产
O一604竹

矛钾了4t
J,目
声
匕
a

26344143牡20273936卯加26290563738337切41222010334163283193389
ù

斜的011200012530000招

职

总 计

业 另·,

{
大 学

…
高 中

…
初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国家机关
、

党群组织
、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商业工作人员

服务性工作人员

农林牧渔劳动者

生产工人
、

运输工人

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

资料来源
: 《 中国人口

·

江苏分册》 第 2 50 一 25 1页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1) 87 年版
。

上表说明以下几点
:

第一
,

文化程度最低的是农林牧渔劳动者
,

其中大学文化程度的仅占

0
.

0 1%
,

文盲半文盲占4 4
。

6 9%
。

要发展农村商品经济
、

实现农 业现 代化
,

必须大力发展农

村的教育事业
。

第二
,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不仅数量少 (仅占在业人口 的5
.

22 % )
,

质量也不

高
。

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中
,

大学文化水平的占12
.

19 %
,

中学文化程度的占75
.

43 %
,

小学

以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还占1 2
.

38 %
。

这种情况迫切要求我们加快培养 各 类专业技术人才
,

同

时也迫切要求我们对在职的专业人员进行培养和提高
。

第 三
,

在生产工人和运输工人的职工

队伍中
,

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占 8 3
.

05 %
,

文盲和半文盲仍占该职业人 口总数的 1 1
.

43 %
。

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提高职工的文化技术素质
,

必须抓紧职工的文化补课
,

以适应现代化建设

的需要
。

我们在课题研究中
,

主要是对工人
、

农民
、

乡 镇企 业 职 工
、

行政千部
、

商业服务业职

工
、

个体劳动者
、

各类专业人员等几种社会主要职业的人员进行了人 的 现 代 化程度抽样测

量
,

两次测量得分如下
:

两次调查的总体结论是大致相同的
,

各职业阶层相比较而言
,

行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

由于其文化程度较高和其职业本身的现代性优势
,

他们的主体意识
、

效益意识和创新精神都

明显领先于其它阶层
,

农民的现代性得分最低也是和其传统生产方式及其 自己文化素质较低

分不开的
。

再一点
,

当前城市工业体制改革的推进
,

对工人现代意识的促进也较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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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不同职业阶层的人均现代性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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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调查中
,

我们感到城市工人的现代性得分低于乡镇企业职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经济体

制改革走在 了前面
,

而随着城市企业改革的深入开展
, 1 9 8 9年城市工人的现代性得分明显提高

且超过了乡镇企业职工
。

另外
, 1 9 8 9年调查中因商业服务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抽样太少 (分

别为 3 人和 6 人 )
,

故不便进行统计分析
。

十年改革中
,

我国各行各业职工的生活水平都有了程度不同的改善
,

为各阶层人的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物质经济基础
,

这是值得肯定的主流
。

但也出现了收入过分悬殊的新的社会分

配不公
,

因此各职业阶层人的收入状况以及其生活水平发展很不均衡
。

1 9 8 8年我们在调查问

及各阶层人对近十年来家庭生活水平变化的判断时
,

认识到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提高
,

特别是广大农民
、

乡镇企业职工 以及个体劳动者生活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他们对自己的生

活各方面满意度也是比较高的
,

而工人
、

行政干部
、

知识分子以及离退人员则有约 20 一 30 纬

的人感到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

因而生活质量的感受也比较低
。

最后有一点要引起重视的是
,

我们在承认并揭示职业特征对人的现代性发展和生活状况

的改变确有影响的同时
,

还必须明确
:

不同的社会分工并不妨碍不 同职业劳动者主人翁作用

的发挥
,

应该承认各行各业人员都是四化建设中必不可少的力量
,

他们 的 主 体 地位是 一致

的
,

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

2
。

收入分层

不同的经济收入水平较直接地影响了本人消费支出的结构
,

从而对其生活水平
、

生活方

式
、

生活态度
、

生活质量以及相关联的人的发展各方面状况都将产生连锁作用
。

在 1 9 8 9年调查中
,

我们曾以 50 元为一档
,

对 50 至 3 00 元以上的月总收 入 水平在各阶层人

中的分布状况作过抽样调查
。

在上一节各职业阶层的人均月总收入分析中
,

我们可以看出各

职业人口中
,

只有个体劳动者有 60 %以上的人月收入在 2 00 元 以上
,

其它 各 阶层的多数人月

收入均在 1 50 元 以下
,

月收入低于 10 0元的人中又以工人
、

农民
、

农民工
、

商业人员为多
,

均

占1 / 3左右
。

那么不同地区
、

性别的人其收入分布情况怎样呢 ? 参见表 9
。

上表不一定精确但大体反映了目前我国各地区和不同性别人 口收入高低的分布状况
。

我

们将月收入 1 00 元以下视为低收入者
, 1 00 一 20 0元之 间 为 中 等收入者

,

20 0元以上为高收入

者
。

可以看到在我们抽样调查的3 15 人中
,

以中等收 入 者居多
,

达 53 % 以上 ,
低收入者也 占

近 1 / 3 ;
高 收 入 者 不到 15 %

,

这和目前现实状况在总体上是一致的
。

在地区分布上
,

以江



表 9 各类人员月总收入分布状况 ( 3 15 人% )

人数 } 5 0元以下 5 1ee 1 0 O元 1 0 1一1 50元 } 1 5 1一20 0元 { 2 0 1一25 0元 2 5 1一3 0 0元 1加 1元以上

O
了
nUnUn,Q
,

八“八」nIJnùn“nnUUnU行̀
.

……
On”nljo了Q
产
nU,山

7

000000书000075
曰óJnù11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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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的苏南和广东湛江地区高收入者占多数
,

江苏苏北
、

吉林和四川的被调查者
,

低收入者占

了多数
,

苏中和河南人均收入构成以中等水平为主
。

城乡之间比较
,

很明显是城市人高收入

居多
,

农村人低收入者居多
。

集镇中的人均收入水平为中等偏高
。

不同性别之间
,

男性收入

高于女性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

我们的调查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

收入高低与人们的文化素制有无相关呢 ? 调查发现几乎不相关
,

或者说相关度很低
。

总

体上说
,

小学或小学以下的人均收入偏低
, 1 00 元以下占47 %

,

初高中收 入为中等偏上
,

大

学文化程度的人月收入以 1 00 一 20 0元为较多
,

达 66 % 以上
,

高低收入人数不多
,

比例也较接

近
。

经济收入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
,

根据南京市的抽样统

计分析
,

近年来城市居民中高低收入户的生活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

表现在三个方面
: 一

是人均生活费收入差距仍较大
, 1 9 8 9年高收入户为低收入户的2

。

82 倍
; 二是消费水平悬殊

,

1 9 8 9年上半年南京高收入者人均消费支出为 1 1 6 1元
,

大大高于 低 收入者的 45 7元
,

两者相差

70 4元
,

其中用于吃的比重
,

低收入户高达 6 7
。

6 1%
,

高收入户只 占44
.

53 % ; 三 是 高
、

低收

入户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差距在扩大
,

其中高收入家庭平均百户拥有彩 电的比 例为低收入家

庭的 2
.

15 倍
,

电冰箱拥有的高低收入之比为 3
.

59 倍
,

照相机拥有的比例高达 5
.

30 倍
。

①

不同的生活水平自然使他们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评价不一
,

我们的调查发现
,

不同收入的人

对职业质量评价得分基本持衡
,

而在对生活质量打分中
,

显然收入高低和得分的多少成正 比
。

人们的经济收入和他们对职业的满意程度相关性并不高
,

而收入水平对他们综合性的生

活状况的评价具有较大
、

较直接的影响
。

收入水平的高低和人的现代意识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

我们的调查数据也反映出收

入水平低的人中现代性得分较低
,

而高收入水平的人其现代性得分则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

见

表 1 0 :

① 参见
“

南京人民生活
,

1 9习9年 8
、

9 期 (南京市城调队编印 )
。



表 1 0 收入水平与现代化程度分析 ( 3 15 人均分 )
~

’

漏霭
、
一 {

一
1

藏万 )
5 1一

孟 {稿词
’

11s \

:=00J
。 一 250 元

卜
一 300 元 {飞蕊万

1
......舀.........住...... r.

we
巾习48一4任̀ù“00一弓」4八̀口J一八U一 万面一〕 .41 2

{
40

.

,

{
40 .9

}
41 .2

{一丽刁
一

-

效益意识 }
1 6

·

7
}

工7
·

6 }
工7

·

6
}

1 7
·

4
!

1 8
·

9
}

一犁醒竺月一竺色一卜旦i三
一
1一兰兰一匕翌` 卜一里三一卜

一一 竺 _生
一

一
_ _一

竺二一 卫二
.

到~ 里竺一吐
_

_

丝兰一
_

匕
_ _

些代
_

_ _

!
_

_

4 2
.

9

1 9
.

7

3 4
.

0

9 6
.

6

究竟是收入水平高生活变革快带来了现代性程度的提高
,

亦或是现代化素质较高促进其

收入水平和生活的提高
,

尚待于我们作更深入的调研
,

但上表也反映出并非绝对是收入越高

现代性便越高
。

因为材料表明收入在 30 1元 以上者现代性 还低于 2 51 一 3 00 元收入阶层的人
,

而收入在 2 01 一 2 50 元的现代性得分尚不及中低收入层次的人
,

就现代倾向的具体构成来看
,

除 2 51 一 3 00 元收入者各类分值均较高外
,

在主体意识中其它各阶层得分比较平衡
;
而且中低

收入阶层的创新意识 ( 3 5分以上 ) 还略高于部分高收入阶层人的得分 ( 34 分 ) ; 在效益意识

中
,

则高收入者得分 ( 19 一 20 ) 均明显高于中
、

低收入者 ( 16一 17 分 )
,

反映经济收入与人

们的效益意识关系最密切
。

四
、

政治文化群体的类型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

人们在社会运动中形成的物质利益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了各自的政

治
、

文化生活的性质
,

但唯物论者从来也不否认政治文化生活对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的积极

作用
。

因此说在既定 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

政治文化的背景如同经济基础一样对人的现代性发

展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
。

在社会学界
,

人们也常常将不 同的政治地位和文化教育程度作为划

分人的阶层属性的重要标志
。

我们在本文第一节中归纳的四大角色类型 中
,

第三和第四类角

色划分便是指人们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所扮演和定型的角色模式
。

本文拟将这两大类角色合

作一节
,

分别就不同政治地位和不同文化程度人的生活状况和现代性意识作出比较分析
。

1
.

政治地位

确定人的政治地位和角色需要较综合性的指标
,

它包括人的政治面 目 (阶级立场 )
、

政治

觉悟观点
、

政党群体属性
、

政治权力表现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参与程度等等
。

这里从我们具体

的调查对象和现有材料出发
,

仅对不同党派成员和人们在职业生活中所具有的权力 身份 (即

干部和群众两类 ) 这两种较重要的政治地位因素进行分析
。

我们对不同党派成员的发展状况作过一些专门调查
,

从被调查者文化素质来看
,

以无党

派群众为最低
,

中共党员的文化素质高于民主党派
、

共青团员和无党派人士
,

且近年内还有

不断提高之势
。

在对不 同对象的现代性测量中
,

在总分上除无党派群众人均分低于总平均分

外
,

共青团员
、

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人士得分相当接近
,

上下不超过 0
.

3个百分点
。

其中
,

中

共党员的主体意识和效益意识得分最高
,

民主党派人士的创新意识最高
,

见表 1 1
。

如果从衡量政治地位的另一个角度 即职务权力分层来看
,

我们可分出国家干部和一般职

工群众两类群体
,

在职业分层的比较中
,

我们 己顺带描述过
,

即干部的文化素质
、

政治
、

道

德素质显然高于一般群众 ; 其现代性程度也 比工人
、

农民
、

商业人员要高
,

仅略低于专业技

术人员
,

但干部生活水平
、

收入不如农 民
、

乡镇企业职工
、

个体劳动者
、

商业服务业职工提



表 1 1 不同党派成员文化案质和现代性得分状况 3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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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得快
,

生活质量得分为 46
。

3
,

正好等于总体平均分
,

即处在中间地位
。

2
.

文化分层

对
·

不同类型人进行文化分层
,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

一是他们所受到的文化 教 育 程 度
,

一是他们的工作性质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
,

这两者之间也有一定的因果联系
,

一般情况

下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可能更多地从事脑力劳动
,

当然这中间也并非是绝对的
。

有关的社会化

理论和我们多次调查结果证实
,

文化教育水平和人的个性发展
、

现代化 倾 向 的 形成确有多

方面较强的内在联系
。

另外我们发现在 目前受教育水平 以及脑力劳动的性质
,

对人们生活状

况的发展似乎影响并不大
,

这是不正常的表现
。

在两次较大面积的人的现代性调查测量中
,

我们均发现
,

随着被调查者文化程度的从低

到高的排列
,

他们的主体意识
、

效益意识
、

创新意识也都明显呈现出由低向高的一条坡线
,

证

实 了我 们对两者相关性的判断
。

( R 值为 0
.

3 5 )

图 3 文化程度与现代性

然而在文化程度
、

职业和生活质量的相关分析中
,

我们却发现两者间相关度很低
,

并且

呈负值 R
一

0
.

13
,

说明学历越高的人
,

对 自己时生活质量评价反而越低
,

在各学历组中
,

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在职业和生活质量中得分都是最高
。

如 图 4
。

这一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目前社会分配和人民生活水平发展不平衡
,

出现了 “ 脑体倒

挂
”
的现象

,

这一现象在上一节中对职业分层的分析时也出现过
,

即从事脑力劳动的各类专

业技术人员以及行政干部
,

他们的收入水平普遍低于其它职业阶层
,

生活水平没有其它职业



图 4 文化程度与生活质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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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提高得快
, 生活质 量

、

职业质量都低于平均水平
。

这些问题将有碍于较高文化阶层人的

身心发展
,

并将扼制其建设四化中的创造性 和工作热情
。

这一问题在和当前
“
尊重知识

、

尊

重人才
”
政策的落实以及加快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战略方针都是相抵触的

,

应引起社会各

界的重视
。

以上我们凭籍第一手实证材料
,

对现实社会中不 同类型不 同阶层群体成员的现代化发展

的主要方面作了多层面的比较分析
,

这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社会各类成员的生活状况和

发展特征
,

也将为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我国人民的总体发展进程提供较好的基础材料和观点
,

我们今后对现代人发展状况的总体估价
、

以及制定现代人发展 的战略 目标方案都将建立在上

述的实证和比较分析的基础之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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