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江三角洲文化教育与现代性研究
米

周 大 鸣

本文是珠江 三角洲研究的系列报告之 一
。

主要通过问卷资料的分析
,

了解三角

洲乡村文化教育和现代性的状况
,

进而对影响文化教育和现代性的一 些因素进行相

关分析
,

尤其是探讨 了经济发展与文化教育之 间的关联
,

并对该地区文化教育的发

展提出了问题和建议
。

本文还应用了非三角洲的材料进行比较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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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学士和文化人类学硕士
,

现为中

山大学人类学系讲师
。

著有 《现代人类学》
。

一
、

绪 论

(一 ) 研究的背景和目的

珠江三角洲位于中国南海岸
,

它是由东
、

西
、

北三江冲积平原组成
。

其范围没有固定的

界线
,

大致可以香港
、

广州
、

江门三城市作为三角的顶点
。

① 这一区域地理 环 境 优 越
,

人

口密集
,

有着良好的多种经营的传统
,

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经济较发达地区
,

也是我国商品经

济发达和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地区之一
。

解放以后
,

特别是 1 9 7 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
珠

江三角洲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

成为全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
、

经济搞得最活的地区之一
。

从

全球来看
,

珠江三角洲正位于东亚新月形地带的中点
,

介于东京
、

汉城与曼谷
、

新 加 坡 之

间
。

② 由此可见
,

珠江三角洲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

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上亦占有重

要地位
。

因此
,

珠江三角洲现代化的发展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
。

人们普遍关注珠江三角洲的人 口素质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能否与经济的飞速成长相适应
。

这是因为
,

现代化运动中
,

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贪图近利
,

忽视教育而导致现代化的失败
。

因而人们普遍认为教育的发展
,

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是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
。

一些海

外学者亦善意地指出中国现代化应该注重文化教育的发展
。

③ 那么珠江三角洲这方面情形怎

样呢 ? 改革开放之初
,

情况确实令人担优
。

据全国第三次人 口普查
,

三角洲 1 9 8 2年具有高中

和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占总人 口的比重分别为 1 6
.

47 %和 1
.

54 %
,

有 82 %的在业人员仅具初中

或初中以下的文化水平
。

珠江三角洲六城市每千人拥有科技人员仅 1 0
.

6 5 人
,

其中工程师或

* 此研究计划由香港中文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资助
。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86
、

87 届部分本科生
、

大专班学生

曾参与调查
。

① 珠江三角洲的范围说法不一 ,

大致包括佛山
、

江门
、

中山
、

珠海四市和番禺
、

南海
、

顺德
、

斗门四县的全部
,

以

及广州
、

深圳
、

东莞三市及三水
、

高要
、

高明
、

鹤山
、

开平
、

新会
、

增城
、

宝安等县的一部分
,

即为常称的
“

小

珠江三角洲
” 。

另有
.

大珠江三角洲
,

之说
。

② 见 1988 年 8月巧日 《纽约时报》 发表的哈佛大学教授摇兹拉
,

沃格尔之文章
。

沃格尔曾在广东进行了 7 个月的调

查
。

⑧ 〔关〕 列维在1988 年9月
“

广东比会深障与比区走次理沦讲讨万
’

上钓寅井
,

钱 《巾国人类学学会通讯》 第 124 期
。



经济师以上的仅 。
.

9 3人
,

均低于全国 2 95 个城市分别为 15
.

85 人和 2
.

13 人的平均水平
。

从表

1
.

1中可以看到
,

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和专业人员的比重很小
。

每千人拥有大 学文 化 程

度的上海达 39 人
,

北京 6 0
.

9人
,

天津 29
`
5人 ,

苏南 18 人
,

而三角洲仅 1 2
.

1人
。

表 1
.

1 珠江三角洲各种文化程度和专业人员的千人指标 单位
:

人 /千人

大学 高中 初中 小学 专业技术人员
业\专\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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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198 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
。

一方面
,

教育程度高者和专业人员集中于城市
,

而乡村教育体系先天不足 , 一方面乡村

亦曾出现学生中途辍学
,

大批教师流失的现象
。

此外
,

改革开放之初
, 一些外来的糟粕乘虚

而入
,

一些传统的封建沉渣亦泛起
,

社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

一些新的观念
、

新的风尚

也因一时难以接受而被人视为
“ 不正之风

” 。

面对这种情形
,

一些人提出珠江三角洲的经济

发展是否一种畸形
,

是否会成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相称的
“
文化沙漠
” ? 甚至

,

我国东
一

南沿海开放地区发展是否有着同样的趋势 ? 笔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

开展珠江三角洲乡村文

化教育发展问题研究的
,

目的是探索三角洲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
,

文化教育
、

现代性与经济

发展的关系
。

(二 ) 研究的甚本构架

我们的研究构架见图 1 ,

包括个人因素
、

教育因素
、

环境因素对实际文化教育程度和现

代性的作用
,

而文化教育和现代性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
,

两者同样构成经济 发 展 的 动

力
。

下面解释一下研究构架中的几个重要名词
。

文化教育 本文是指个人受教育年限 (包括正规教育
、

成年教育 ) 以及实际文化程度
。

实际文化教育程度
,

是通过一般文化知识的测验而获得的
。

文化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

是个

人社会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
。

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

一是高等

学术机构的创造和发明可以促进生产的飞跃发展
。

二是劳动者职业技能愈高愈能促进生产的

改变
。

三是教育可以促进生产者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合作
。

较发达国家或地区文化教育程度往

往较高就证明了这点
。

本文文化教育的指标
,

还包括交往对象的教育程度
、

家庭成员中最高

教育程度
,

以及成人教育等
。

不灭

默
性
彝望事拿警罄藉漂护譬纂岌霆霎纂霆墨霆馨鬓纂弊篡

;

摆犷澡暮
括如下几个方面

:

( 1 ) 家族性 指个人对于家庭
、

家族
、

以及光宗耀祖
、

传宗接代的态度
。

( 2 ) 权威性 指个人对长者
、

权威的态度
。

( 3 ) 循例重俗 指个人对一些传统礼俗
,

如

婚姻
、

迷信等方面的态度
。

( 4 ) 成就动机 指个人对有关期望
、

投资
、

革新
、

自信心等方

面的态度
。

人的现代性被视为社会现代化中最重要的因素
,

而现代性与教育成正相关
。

经 济地 位 即指个人的经济状况
,

包括家庭拥有的设备
、

房屋的种类
,

以及上月电费三

① I o k el s 及 s m ilt , : 《迈向现代化》
,

何欣译
,

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

1980年出版
。



图1
.

研究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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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育育育育

程程程程程

度度度度度

环环境因素素

朋朋友交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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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众传播播

项指标的综合
,

以此作为与文化教育和现代性比较的变项
。

影响个人的文化教育
、

现代性的因素
,

设计中还包括了年龄
、

性别
、

职业
、

互动和大众

传播
。

所谓互动是指个人的人际交往
、

国内外联系
、

外出频率和距离等
。

大众传播即指大众

接受传播信息的过程
,

包括消息来源和收看电视节 目选择两项
。

我们的研究考虑到珠江三角洲地理上的特殊性
,

一方面远离政治中心
,

一方面濒临港澳
,

处于开放的前沿
。

在范围不大的区域内有着广州
、

香港
、

澳门三个中心城市
,

受到多重文化

的辐射
。

为此
,

就大众传播这一主题作了试探性研究
,

了解三角洲受中心城市文化辐射的情

形
。

①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范围的调查
,

研究方法是访谈与间卷调查相结合
。

选点是从三角洲

边缘到腹地进行抽样
,

依次为斗门
、

东莞
、

新会
、

开平等县市中的 村 ( 乡辖 镇 以 下 的 单

位 )
。

此外还选择了三角洲以外的高州
、

南雄两县以进行对 比研究
。

(三 ) 样本的基本特征

放发的问卷共 50 。份
,

共收回有效问卷 3 82 份
。

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 1
.

2
。

从表中可见
,

乡村中从事农业 的农民所占比例己很小
,

三角洲仅占20
.

1%
,

而在乡镇企

0 周大鸣
: 《珠江三角洲的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

, 《社会学研究》 1990 年第 5 期
。



业或其他专业农场的工人已占3 9
.

8 %
,

可见随着联产责任制的实行
,
洗脚上田从事各行各业

的农民逐渐增长
。

家庭结构也 以核心家庭为主
。

其他指标的基本特征
:

( 1 ) 文化教育 个人受教育程度最多 的 为 5一 8 年
,

即 以 高小 和 初 中程 度 为 多

(43 % ) , 家庭中最高教育程度及交往对象的教育程度则以 9一招年为多 ,一般知识测验 8一

1 0分为 6 2
.

6%
。

( 2 ) 经济地位 房屋以钢筋水泥楼房为主占67
.

9% , 家用设备拥有彩电冰箱以上的占
5 8

.

8%
,

电费开支20 元以上占5 8
.

4 %
。

衰 1
.

2 样 本 基 本 情 况

珠江三角洲 非珠江三角洲

性 别
165 (58

.

1% )

119 (4 1
.

9% )

7 3 ( 7 4
.

5% )

25 ( 25
.

5% )

男女

} 26一 2 , { 153 (55
.

。% ) } 24 ( 2 4
.

5% )

1 3 0一 3 9 { 52 ( 1 8
.

3% ) } 2 5 ( 2 5
.

5乡百)
尔 龄 {

: 。 , 。 , 。 ` 。 。 。 。 / 、 1
{ 4 0一 59

、
5 9 ( 20

.

8% ) } 4 4 ( 4 4
.

9% )

… 60 以上 } 20 ( 7% ) { 5 ( 5
·

`% )

}
农民 {

57`2 0
·

`% , … ` 6 (̀ 6
·

9% ,

} 工人 (包括农场职工 ) } 113 ( 39
·

8% ) { 2 2 ( 2 2
·

4% )

职 业 { 个体户
_

1
” , (` 0

·

9% ) ! ` 2 (` 2
·

2% )

… 知识分子 (高中以上 , {
7 1 ( 2 5% ) 1 1̀ ( 11

·

2% )

} 干部 } 12` 4
·

2% )
1

7 ( 7
.

1% z

家庭类型

核心家庭

主干家庭

扩大家庭

丧偶家庭

140 ( 4 9
.

3% )

1肠 ( 3 7
.

0% )

3 6 ( 12
.

7% )

3 ( 1
.

1% )

5 9 ( 6 0
.

2% )

2 0 ( 20
.

4吃百)

1 8 ( 18
.

4% )

1 ( 1% )

( 3 ) 社会交往 三角洲人聊天的对象以朋友和同事为主 ( 4 3
.

3% )
,

其次为家人
、

邻

居 , 经常性外出的已占 27
.

1% , 有海外联系
、

国内大城市联系的分别为 39
.

8% 和 42
.

6%
。

( 4 ) 大众传播 家庭拥有电视机 (包括黑白
、

彩电 ) 占 8 6
.

9%
,

其中近 10 %拥有录相

机
。

有关消息来源主要是电视
,

其他依次为报纸
、

广播
、

邻居
、

杂志
。

最喜欢收看的节口依

次是电视连续片
、

新闻
、

体育
、

知识讲座
、

广告
。

( 5 ) 现代性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

分数愈高者表示现代性愈高
。

家族性方面得分较低
,

表现出对家庭
、

乡亲的依赖性
。

保留较强的家族观念也许正是中国现代化的特色
。

权威性方

面表现出较矛盾的心理
,

一方面表现出个人对长辈应该平等的愿望
,

一方面又显示出晚辈对

长辈的屈从
。

循例重俗方面得分亦不高
,

表现出对一些传统习俗的依恋
。

成就动机方面得分

最高
,

这将在后节专门讨论
。

二
、

影响文化教育和现代性的因素

(一 ) 一般知识浦验与年龄和性别的相关

一般知识分为交通
、

家电
、

安全
、
卫生
、

宪法
、

时事和阅读知识
。

总的测验成绩男性比

6 0
-



女性好
,

除阅读知识外
,

其余方面均高于女性
。

年龄
一

与知识测验
、

与受正规教育年限表现出

一致性
,

这就是年龄愈大
,

文化程度愈低
。

在这一点上女性年龄差异比男性表现更为明显
。

说明性别形成差异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受教育年限
,

而与知识的应用相关
,
如家电知识男子明

显长于女性
。

无论男女
,

宪法和安全知识都较差
。

(二 ) 一般知识测验与职业的相关

个人所从事的职业不同
,

其所处的社会地位
、

以及交往的对象和教育程度均会有差异
,

那么职业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实际文化程度的高低和知识结构呢 ?

从表 2
.

1可见
,

珠江三角洲一般知识测验总成绩最高的是知识分子
,

其次是千部
、

个休

户
、

工人
、

农民
。

知识分子
、

千部
、

个体 户的成绩相互差别较小
,

而农民差别最大
。

这比较

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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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工人 } 1 1 } 102 } 29 } 84 1 16 ! 97 } 13 } 10 0 } 1 13 3 9
.

8%

个体户 } 1 } 3 0 } 4 } 2 7 } 10 } 2 1 } 7 J 24 } 3 1 10
.

9%

知识分子 { 1 } 70 1 14 } 5 7 } 18 } 53 } 6 ! 65 】 7 1 25%

千部 J l { 1 1 } 1 } 11 } 2 J 10 J 1 j 1 1 { 12 4
.

2 %

,.J 计 } 3 4 } 250 } 66 } 2 18 } 68 } 216 ! 47 } 237 } 28 4 100%

* 本文及本表职业的涵义为
:
农民— 指乡村中主要时间从事农业者

; 工人— 指乡镇企业和农场职工
,

大多没有

城镇户口 ; 个体户— 指乡村中从事商业
、

服务
、

作坊的个体劳动者 ; 知识分子— 指乡村从事教育
、

医务
、

以

及企事业中的技术人员
, 一 般文化程度为高中或以上 ; 干部— 指乡村行政

、

企业管理者
,

大多没有正式行政干

部级别
。

真实地反映了分析中的情况
,

因为从事前三种职业的一般受教育程度高
。

就文化知识结构看
,

不同的职业亦表现出差异
。

交通知识答错率最高的为农民
,

最低者

为个体户
。

安全知识除知识分子答错率为 39 %外
,

其余均超过 50 %
,

以农民为最甚
。

宪法知

识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知识分子
、

农 民
、

工人
、

个体户和千部
,

干部答错率达64 %
。

千部和

个体户对安全知识和宪法知识的贫乏
,

这是值得注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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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

2

一
…可丫一下一

;
一

一

;导
一

下
…万…下卜…李七目忍…

.

注
:
年龄分组 l 组为 16一29 岁

,

2组为30 一g3 岁
,

3组为40 一 59 岁
,

4组为6 0岁以上
,

下表同 ; 家族性得分高代表家

族性弱
,

下表同
。

裹 2
.

3

’

…

霖朴各…万万于可霜…
一

告不共…

…下习习二…和升…共
一

孺孺麟麟
女女 男男

222222222 333 444 小结结 111 222 333 4

………刁
、

结结

}}}}}}}}}}}}}}}}}}}}}}}}}}}}}}}}}}}}}}}}}}}}} ……{{{{{{{
555 111 6666666666666

444555 1000 1222 777 7444 4 555 2 777 3 444 999 11555

33333 3 111 666 111 111 阴阴 3222 999 777 222 弓000

小小结结 7 666 1666 1888 999 11999 7 777 3 666 4111 1 111 1 6555

娜加价匕

~
`

赢布臀…, 令下…
一

赘一丁
一

碱

一 { 卜月牛介
注 : 此表中得分愈高成就动机就愈高

。

6 2



丈三 ) 现代性与年龄和性别的相关
1

.

家族性与年龄和性别 (表 2
.

2) 从家族性看
,

男性家族性比女性弱
;
年龄差异

,

女

性年龄分组差异明显
,

年龄愈轻家族性愈弱 , 男性中间两个年龄组无甚差别
,

而第 1组和第

4 组两极分化明显
。

2
.

权威性与年龄和性别 (表 2
.

3 ) 就权威性看
,

男女差异不大
,

但男女在年龄分组

上表现出明显差异
,

年龄愈轻
,

其权威性愈弱
。

.

3
.

循例重俗与年龄和性别 (表 2
.

4 ) 循例重俗方面
,

男女年龄分组差异明显
,

年龄

愈大传统性愈强
。

此外
,

女性传统性比男性传统性略强些
。

4
.

成就动机与年龄和性别 (表 2
.

5) 成就动机
,
男女没什么差异

,

年龄差异亦 不 明

显
。

但得分比前三项高得多
。

总之
,

就性别与现代性来看
,

男子现代性略高于女子
,

尤其是前三个方面
,

说明女子对

家族的依赖
、

对权威的崇拜和旧礼俗上保留较深的传统性
。

就年龄与现代性来看
,

表现出负

相关趋势
,

尤其是第三个方面
,

表明年龄愈大
,

传统性愈强
。

这与一般知识测验表现出的相

关相同
。

(四 ) 现代性与个人文化教育程度

关于人的现代性其根本动因是个人受教育程度
,

已多有人论证
。

笔者把现代性各部分与

个人教育程度相 比 (表 2
.

6 ) 其结论与此一致
。

尤其是家族性
、

权威性
、

循例重俗三方面更

明显
,

那就是个人教育程度愈高
,

传统性愈弱
。

而成就动机除 4 年以下得分明显低以外
,

其

余三组差异不大
。

根据前面对年龄与文化知识相关的讨论
,

年龄愈大
,

教育程度愈低
,

那么

可 以说现代性也可能如此
,

但成就动机方面受年龄的限制较小
。

\\\

\
现代性性 家 族 性性 权 威 性性 循例重俗俗 成就动机机 小结结

\\\ 卜、
、

(组 ,,,,,,,,,,,,,,,,,,,,,,,,,,,,,,,,,

教教育程度 (组 ) \ 、 \\\ 111 222 333 111 222 333 111 222 333 i
{

222 33333

11111 444 133333 222 1333 222 444 1 222 11111 1222 555 1 777

...

222 888 10555 99999 7 999 4 333 222 8777 3 33333 6222 6000 1 2222

33333 666 9999 999 111 7222 4 11111 7111 4 33333 5333 6111 1 1444

4444444 2 555 66666 1666 155555 1999 122222 1333 1 888 3 111

小小结结 1888 2 4 222 2 444 333 18000 10 111 666 18999 8 99999 14 000 14 44444

一州

注
:
教育程度

: 1 = 4年以下
,

2 一 5一 8 年
,

3 一 9一 12 年
,

4 一 13 年以上 ;

家族性和成就动机
:

1一 10 分“ 1
,

11一 20分 = 2
,

21 一 3 0分一 3 ;

权威性
: O一 6 分~ 1

,
7一 13 分 ~ 2

,

14 一 2 0分 二 3 ;

循例重俗
:

0一 8分 = 1
,

9一 17 分~ 2
,

18 一 25 分 ~ 3

(五 ) 影响实际文化教育程度的因素逐级回归

前面作了一些简单的相关和交互分析
,

只能解释变项之间的相关
,

不能确知变项间的因

果关系以及相互的关联
。

因此
,

我们又采用了逐级 回归分析
,

来测 自变项影响的情形
。

从表2
.

7可见对一般文化知识 (实际文化教育程度 ) 影响最重要的依次是个人教育 程 度

吸B
e t a = o

·

4 2 )
、

交往对象教育程度 ( B
e t “ 一 。 , 2 8 )

、

个人 现代性 ( B
e , a = 0

.

2 0 )
、

大众

~ - - -~ ~ ~ ~` . . . . . . .



变变 项项 RRR R 222FFF BBB B e taaa TTT

个个人教育程度度 0
.

4 2 27 000 0
.

17 8 666 6 1
.

1 15 111 1
.

0 9 4 2555 0
.

4 22777 4
.

16 999

交交往对象教育程度度 0
.

4899000 0
.

240000 44
.

21 111 0 3
.

5 7 4 4999 0
.

27 6 4 222
.

19555

现现 代 性性 0
.

5 25 20 333
.

7 25999 35
.

4 29666 0
.

0 467666 0
.

0 4 2666 3
.

7 1777

大大众传播播 0
.

675 999 0
.

569994 1 6
.

176 666 0
.

7 47777 0
.

175 222 3
.

6 1999

经经济地位位 0
.

7 2 3 3330
.

5 36 1 333 3
.

36 1555 0
.

1 8 3000 0
.

1 777 22 2
.

0 7000

传播 ( B
e ta = 0

.

1 5 )
、

经济地位 ( B
e ta = 0

.

2 2)
。

消减误差百分比 ( R
Z

) 排列次序与上相同
。

T 值检定这几个变项与一般文化知识有显著相关
,

其中尤 以交往对象和个人教育程度最为重

要
,

分别达到 4
.

2 和 4
.

17
。

从 F值看这几项因素对一般文化知识高低有较大的解释力
。

前面

简单相关分析中
,

年龄与性别是影响文化知识的因素
,

但在逐级回归中通不过检验
,

其他变

项如兼业
、

外出情形亦如此
,

显著度检验值 (
s i g T ) 都远远大于。

.

50

裹 2
.

8 影晌现代性的因索逐级回归

变 项

个人教育程度

交往对象教育程度

外出情形

0
.

34 65 0
.

1201

0 4 2 3 3 0
.

1 78 4

0
.

4 45 6 0
.

19 8 5

…诬画工早卫井l {
一

-

些 i竺
~

{二竺翌一 {
一胜翌生 {一 i二圣竺竺生

-

{
家庭中最高教育程度 0

.

4 57 9 0
.

2 0 9 7 18
.

502 0

大众传播

经济地位

0
.

5 62 2 0
.

31 6G

0
.

568 1 0
`

322 7

16
.

7 480

11
,

3565

生瞥
一}

11二竺兰全一…
0
·

724 0 }

000
.

241666 4
.

58999

000
.

158 333 2
.

99222

一一
玩而丁

一

{{{ 一 1
.

98333

nnn , r 几 nnn
UUU

一 1刁 J 沙沙

表 2
.

8中可见对个人现代性影响最大的依次是个人教育程度 ( B
e t a 二 0

.

3 5)
、

交往对象

教育程度 (B
e t a = 0

.

2 4 )
、

外出情形 ( B
e t a = 0

.

1 6 )
、

大众传播 (B
e t a = 0

.

2 5) 和经济地

位 ( B
e t a = 0

.

1)
。

T 值检定这几个变项与现代性相关显著
,

其中个人教育程度和交往对象

分别达到 4
.

9和 4
.

6
。

F 值检验各变项对现代性有较大的解释力
,

但仍以个人教育程度和交往

对象教育程度解释力最大
。

而年龄
、

性别
、

职业等其他变项显著度均大于 0
.

5 ,

通不过检验
,

表明这些因素虽单个与现代性相关
,

但变项之间的关联不大
。

三
、

讨论与建议

(一 ) 经济发展与文化教育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
,

影响实际文化教育程度和现代性的因素是多元的
,

如年龄
、

性别
、

职业
、

经济地位
、

大众传播等
,

但归根结底首要的因素是个人的文化教育程度
`
因此

,

欲提

高文化水平和现代性
,

首先就必须普及文化教育
。

实际文化教育程度与现代性是相互关联的
,

文化教育可以促进现代性的提高
,

而现代性的提高又推动文化教育发展
。

那么
,

经济发展与



文化教育和现代性的关系又怎样呢 ? 在逐级回归分析中显示
,

经济地位是影响文化教育和现

代性的因素之一
,

同时经济地位又与个人
、

交往对象教育程度
、

大众传播等相互影响
、

相互

关联
。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关联
,

特用卡方检验法来分析
。

表 3
.

1是经济地位与文化教育程度的相关按得分各分为三组
,

两者相关有一定的显著度
。

经济地位低组中
,

文化教育低组的占5 4
.

2% , 经济地位中组的
,

在低分组中下降到 3 2
.

5% ,

经济地位高组的
,

在低分绍中进一步下降到 30
.

8%
,

这说明个人的经济地位对实际文化教育

的影响是显著的
。

经济地位与现代性亦有一定的相关
,

但显著度较低
。

表 3
.

2 中经济地位低中高三组在现

代性低分组中比率分别为 4 0
.

2%
、

34
.

2%
、

2 7
.

7%
,

表明随着经济地位 的提高
,

现代性程度

亦提高 , 但显著度不高
,

究其原因
,

现代性为人的心态
,

经济要素对人的心态的作用是间接的
,

表 3

经济地位 …
_

题
-

}
低 ( ” 一 7 ’

…

文 化 教 育 程 度

中 ( 8 ) 高 ( 9一 10 )

低 ( 3一 9 )

中 ( 10一 12 )

高 ( 13一 1 5 )

弓4
.

2%

3 2
.

5%

3 0
.

8%

19
.

8%

21
.

7%

29
.

2%

2 6%

4 5
.

8%

40%

x Z二 2 1
.

078 3 2 v = 0
.

1663 2 1亦二 4 P < 0
.

003

表 3
.

2

}
现 代 性

经济地位 }一一
一

一 , 一一一 -一一 -

— ——
—

-

一

——
仁一舟华

-
一斗—

-

竺一一卜一一且—
-

一
4 0
·

2

一
” 2
·

6% {
“ 7
·

3%

一
34
·

2% 】 30
·

8%

一
%

一一
%

一一
3 3
·

8%

x Z二 5
.

581 l l V = 0
.

0854 7 D F = 4 P < 0
.

03

必须与其他因素共同起作用
。

因为决定现代性程度高低的主要因素毕竟是个人的教育程度
。

从珠江三角洲与非三角洲地区的比较
,

可以更清楚地认识经济发展 与文化教育的关系
。

1 9 82 年全国人 口普查资料表明
,

非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南雄县人 口的整体文化教育 水 平 仅 次

于三角洲地区的佛山市而高于其他县市
,

高洲县则与三角洲内的珠海
、

东莞等地相当
,

在经

表 3
.

3

上月电费支出 三角洲地区
.

非三角洲地区

%%%%%O
ù勺U勺d,妇,目左ǎ̀b门̀od今1才伙1人

司.工1人4元以下 5
.

3%

5一 9元 { 12
.

3%

l卜19元 { 2 3 %

20月 9元 { 23
.

2%

3 0元以上 { 3 5 .2 %

* 珠江三角洲部分地区电费为议价
,

统计时已按比例折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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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上两地差异亦不大
。

① 而到 19 89年两地经济发展的差异拉大
,

两地的文化教育水平 尔

出现较大的差距
。

从经济方面看
,

整体样本统计资料表明珠江三角洲农村人平年收入为1 2 0 0

一 1 8 。。元
,

而非三角洲农村人平年收入为60 。一 9 00 元
。

问卷材料中上月电费支出统计也反映

这种差异 (见表 3
.

3 )
。

从文化教育方面看
,

珠江三角洲的各项指标均高于非三角洲地区
,

见表 3
.

4
。

一般知识的测验成绩
,

以及现代性测量得分三角洲地区均明显高于非三角洲地区
.

两地的比较
,

充分说明了经济发展对文化教育发展的动力作用
。

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

一方面促进了文化教

育的变革
。

近年来在文化教育方面做 了三件大事
: 一是完善普通教育体制和各类 学 校 的 布

局
,

实现了村有小学
、

镇有中学
、

县有中专和大专
,

还逐步办起了幼儿园
、

学前班
。

二是调

整教育结构
,

改变仅靠普通教育为多层次教育
,
尤其是注重发展中等职业教育 (包括职业中

裹 3
.

4

受教育年限

!
个人受教育程度

…
家庭最高教育程度

!
交往对象教育程度

} 三角洲 ”卜三角洲 } 三角洲 或。三角。 , } 三角洲{ 习、三。 洲

一

— 压
~

而干一
-
-…

~

一
{
一

一蔽了一
一

一面不一 !一石…
.

元
一 -
甲石百一 }一丽碱

一

一下反
一

5一 8年 } 4 3% 3 4
,

7% } 1 4
.

8% 2 6
.

5% 1 1 5
.

5 % 3 7
.

8%

9 一 12年 { 40
.

1% 3 0
.

6% { 5 2
.

5% 4 0
.

8% 1 4 1
.

9 % 44
.

9%

13年以上 } 1 0
·

9% 11
·

2% } 28
·

9% 28
·

6% } 3 0
·

6 % 10
·

2%

专
、

职业 中学)
。

三是建立起科技文化推广和教育的基地
,

在县
、

镇
、

村三级设立了
“ 文化

科技教育中心
” 。

这三件措施对提高本区人口文化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
,

而这与经济发展又

是紧密相连的
。

经济对文化教育发展的作用
,

最容易看到的就是对教育投入的增加
。

广东省对教育的投

资并没有增加
,

三角洲各县市采取了多层 次办学
,

多层次出钱的办法
。

即所谓
“ 四个一点

” :

县
、

镇
、

村和个人出点钱
,

以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待遇
。

如东莞 19 8 5一 1 9 8 7年三年集资的教

育经费达 1
.

0 7 3 2亿元
,

相当于国家下拨经费的 4
.

6 倍
。

辖下的虎门镇
, 1 9 8 5年乡镇教育投资

达 1 17 万元
,

占总投资的 66
.

4%
。

此外
,

港澳同胞
、

华侨对三角洲的办学也提供了大量的资助
。

经济对文化教育发展有推动作用
,

而文化教育的发展对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是明显的
。

培养高中生
,

尤其是职业中专生成为各级企业和农 民技术推广的骨千力量
。

如番禺县举办企

业管理培训班
,

其学员已成为镇村级企业 的负责人
。

县成人大学毕业生中
,

有许多成为镇
、

村一级的领导
。

农业种植的培训讲座都直接为提高农业的种植产量和改 良品种服务
。

因此
,

可以说文化教育的发展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首要因素
。

(二 ) 成就动机与经济发展

经济对人的现代化有一定的影响
,

人 的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的前提
。

珠江三角洲 10 年来经

济持续稳定
、

迅速发展的动因是多方面的
,

但现代性
,

确切讲成就动机较高是重要原因之一
。

珠江三角洲人现代性测量中
,

成就动机尤为突出
。

关于成就动机对经济发展 的重要意义
,

许多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曾作过多方面的研究
,

一般认为
,

成就动机是经济和现代动力之源
,

成就动机的强弱直接影响经济和现代化的发展
。

麦克林南 ( M
e c l e l l a n

d) 曾在印度 作 过 这

① 温应乾
、

陈嘉健
: 《论广东人 口文化素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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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研究
,

他邀请一批商人进行管理培训
,

参加过训练班人中占 2 / 3 的人在工作上有显著的改

变
:

( 1 ) 比以前更专心更勤奋 ; ( 2 ) 采用更多的创新
,

如新技术与新工作方法 ;
、

( 3 )

银行家变得较为进取 , ( 4 ) 有很多人重新开始新的事业
。

这些改变
,

都与他们具有较好工

作和生活的成就动机相关
。

① 中国的农民被认为是缺乏成就动机
、

缺乏进取精神的
。

亦有人

认为
,

中国农民只知循规蹈矩
,

不求上进
,

.

鲜有尝试革新的动机
。

② 麦克林南认为成就动机

的改变
,

一靠教育
,

二靠当地的文化传统
。

吴聪贤也认为台湾农民经过教育和培训可以使成

就动机提高
, ③ 正是由于珠江三角洲人具有较高的成就动机

,

而促成了勇于开拓
、

创新
、

求

实和多彩的文化特色的形成
。

④这 已成为本区经济发展的动力
。

而三角洲成就动机的提高
,

首先是基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

其次是得益于包容
、

开放
、

重商的文化传统
,

第三是大众传

播成为催化剂
。

⑥

概之
,

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同时
,

文化教育和现代性也随之发展 ; 文化教育和现代性

的发展又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

当然
,

这一系列的发展
,

都离不开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
,

以

及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明同时并举方针的指导
。

尽管珠江三角洲的文化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
, ,

但亦存在着不少问题
。

一是科技文化推广

与普及的问题
。

虽然在村
、

镇
、

县建立了
“
文化科技中心

” 的网络
,

但实效不大
,

很多中心

流于形式
。

如样本中参加过各种业余教育的仅 占1 6
.

2%
,

低于南雄和高洲 ( 20
.

4% )
。

宪法

知识答错率近 50 %
,

也反映出普法知识教育的不成功
。

因此应该加强科技文化推广普及工作
。

二是由于人才分布不平衡
, 县以下专业人才奇缺

,

尤其是缺乏中等技术人员
,

而仅靠普通教

育和现有的职业中学还无法满足村
、

镇基层对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的需要
。

三是对外来劳动

力缺乏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
。

目前珠江三角洲外来劳动人 口近 5 00 万
,

还有进一步增长的趋

势
。

这些劳动人口大多来自本省和外省的贫困地 区
,

这些地 区文化教育程度往往低于省和全

国平均水平
,

在这部分人口中还有不少为学龄人口 ( 16 岁 以下 )
。

如果不注意对外来劳动人

口 的文化教育
,

势必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

四是对大众传播的控制和引导
`

大众传播 已成为三

角洲人生活的一部分
,

对经济和文化
、

社会稳定起着一定的作用
,

三角洲人受到三种传媒的

影响
,

其一是国内传媒
,

其二是港澳传媒
,

其三是宣传色情
、

暴力
、

迷信的非法传媒
。

因此

我们要针对大众传媒
“ 互动
” 即 “双 向选择

” 的特征
,

一方面加强对传媒的控制和引导
,

一

方面对接受者加强精神文明教育使之能自觉地抵制不健康信息的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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