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农村
,

剩余劳动力数量继续膨胀
,

当前农村劳动力
,

至少过剩 1/ 3 ,

约 1
.

2 5亿人
,

就业 问

题 口益突出
。

在城镇全民所有制单位的人员超编现象 日益严重
,

就业渠道 阻塞不畅
。

这都是当

前就业问题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

说明就业仍然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一项艰巨任务
。

六
、

实现充分就业 的长远战略 目标
,

需要逐步使劳动力供给与需要基本上平衡
。

当然这

是一项
一

!
·

分艰巨的任务
。

对此
,

不可掉以轻心
,

也不可失去信心
,

必须高度重视
,

认 真 对

待
。

就业问题不仅应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中占有地位
,

还要研究并制定一系列适

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就业发展战略和有效的措施
,

这样就可 以有计划地积极主动

地使劳动力供求关系逐步平衡
。

只要坚决贯彻
“ 三结合

”
就业方针

,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性
,

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齐心协力
。

当前严峻的就业问题是逐步可 以得到缓解的
,

就业的

前景仍然是光明的
。

月谈会上与会者还就中国当前的劳动市场
、

劳动力市场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

我国城市婚姻家庭观念之变化

薛素珍在 《社会学》 1 9 8 9年第 4 期上撰文说
:

改革开放 以来
,

城市婚姻家庭观念也随着

发生了较深刻的变化
。

第一
,

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观念逐步形成
。

据调查
, 1 9 6 6年 以后

,

包

办婚姻几乎绝迹
。

改革开放以后
,

人际流动频繁
,

冲破了许多人为的禁区
,

男女间 自由恋爱

的现象比过去更 为普遍
。

第二
,

正确的性观念开始建立
。

各地相继举办了性知识讲座
,

上海

成立了性知识研究会
,

有关单位还对夫妻性生活不协调
、

性障碍
,

老年人性生活等方面的问

题给予指导
。

第三
,

树立了离婚是婚姻 自由的必要措施的观念
。

随着十年来的改革开放
,

人

们对离婚的看法也有了较大的变化
,

大多数人不再认为离婚是件不光彩的事
,

由歧视离婚者

改变 为同情离婚者
,

开始重视婚姻
、

家庭的质量
。

第四
,

丧偶老人再婚的观念 已开始萌芽
。

近年来
,

丧偶老人再婚的阻力开始受到冲击
。

首先是丧偶老人本身进一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

缚
,

勇于
、

敢于再婚
。

社会舆论为他们鸣锣开道
,

有关单位成立中老年婚姻介绍所
,

为他们

牵线搭桥
。

失去父或母的子女不因母或父再婚而受到歧视
,

也就不反对他们再婚了
。

第五
,

对涉外婚姻观念的变化
。

人们从盲目反对异国联姻到承认涉外婚姻
。

19 8 3年
,

我国政府还公

布了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结婚的有关规定
。

通婚 国扩展至世界每一个角落
,

这是我国婚姻观

念上
、

婚姻史上一个爆炸性的变化
。

第六
,

多子多孙
,

传宗接代的观念趋于淡化
。

随着改革

开放
,

人际流动频率增加
,

视野扩大
,

人们对多子多孙
,

多福多寿
,

养子防老
,

传宗接代的

观念 日趋淡薄
。

在 1 9 8 8年上海的有关调查中回答生儿育女的 目的时
,

答案是
,

一为增加家庭

乐趣
,

二为了亲骨肉
,

父母更关心的是子女的前途
,

而不是自己的晚年安慰
。

生儿育女观念

的变化
,

在某 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传统家庭的深刻革命
。

当代中国迷信的现状与原因

王世达
、

陶亚舒在 《理论信息报 》 第 23 3期 ( 1 9 89年 12 月 25 日 ) 撰文认为
,

迷信指人们惑

于某种超自然的隐秘玄妙的力量而陷入盲目信神和崇拜的现象
。

若从所谓
“ 迷信文化

” 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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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看
,

则还应包括迷信书籍的销售
、

迷信用品市场的兴起
、

迷信性质的修寺建庙
、

封建会道

门和族房组织的迷信活动等
。

当代中国迷信现象的主要特征

1
.

从隐蔽的地下活动转为半公开和公开化
。

2
.

卷入迷信活动的人数逐年增加
,

带有群众性
。

在城市
,

尤以青年群体为 最
。

在 农

村
,

群众性特点更为突出
。

3
.

以浓厚的封建性内容 为主
,

大量渗透于习俗中
,

或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
。

4
.

迷信用品市场应运而生
,

畸形膨胀
,

发展迅速
。

近年来全国城乡已形成初具规模的

迷信用品的销售 网 (这也与宗教活动有密切关系 )
,

城市书刊市场一 度也被迷信书刊充斥
,

成为污染腐蚀社会的源地
。

5
.

迷信泛滥产生不少严重的社会后果
。

其一
,

耗费大童钱财物资人力地力
,

影响破坏

生产
。

其二
,

危害社会治安
,

残害生命
,

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
。

其三
,

迷信观芯腐饮人们的

心灵
,

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降低人的科学文化素质 与思想道德索沂
。

当代中国迷信泛起的原因

1
.

深刻的历史渊源
。

40 年来
,

迷信活动尽管数度压制
,

但盘踞于人们头脑
`

扫的迷信意

识与种种封建文化遗产 (天人感应
、

善恶报应
、

纲常思想等 ) 并未真正扫除干净
。

很多农民

的迷信意识尤其根深蒂固
。

一旦获得适宜的社会土壤
,

迷信便会在较大的范围内迅速复萌拿

生
。

迷信与传统宗教亦有密切联系
。

迷信泛起还有深刻的习俗文化背景
。

不少习俗与禁忌伴

有浓厚的封建迷信成分
。

习俗具有较强的潜意识的社会压力与导向功能
。

2
。

复杂的现代背景
。

( 1 ) 总体上看
,

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普遍低下
,

尤 其 农 村 文

盲
、

半文盲众多
。

社会性的文化愚昧使科学思想的普及与移风易俗的进程步履维艰
,

并为迷

信侵入提供了可乘之机
。

( 2 ) 思想教育不力
,

社会管理松驰
,

是迷信泛滥的重要因素
。

近

年在思想文化战线放松 了对迷信意识的改造和斗争
,

在社会管理上放松了对迷信 活 动 的 控

制
。

( 3 ) 经济因素与迷信泛起有密切关系
。

在极为落后的边远农村
,

迷信成 为人们追求温

饱与财富的一种希冀 , 在摆脱贫穷走上富裕道路的地区
,

迷信则藉增长的财力演成一股迫切

希望保住和求得更多财富的浪潮
。

( 4 ) 在经历了太多生活与政治的磨难 以后
,

人们对过去

的人生道路
、

现实境遇与未来命运便多少带有一种无能为力
、

不可逆料的感受
,

而可能坠入

迷信的陷井
。

处于落后生产力中的人们
,

更易迷失其主体的自觉意识
。

( 5 ) 对社会进程造

成的新的社会矛盾不解
、

不满
,

特别是人的安全与情感受到影响时
,

为求回避或解脱而妥协

迷信
。

3
.

固有的自身原因
。

( 1 ) 在人们对 自身命运的关
一

切
、

对神秘不解的现象的解释和在

随机偶发事件的处置中
,

唯心主义的认识根源难 以彻底 i青除
,

为迷信的长期存在提供了重要

的思想基础
。

( 2 ) 迷信为人们提供某种迅速解脱心理困境的简捷方式
,

提供安抚
、

平衡
、

补偿或诺言
,

是一种心理治疗 ( 3 ) 科学并非万能
,

科学绝对主义亦很偏颇
。

迷信是对科

学绝对主义不满的一种扭曲表现
。

( 4 ) 迷信活动
,

尤与宗教
、

习俗 相关的活动
,

常带有某

种娱乐性质
,

能使参与者在其中得到一种娱悦
、

乐趣
、

渲泄与解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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