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镇居民家务劳动动态考察

王 亚 林

本文通过作者分别于 1 980年和 1 98 8年在北部边疆地区两次抽样调查所获资料的

比较研究
,

从城镇居民家务劳动的时耗量
、

活动结构
、

内容及人们对家务劳动繁重

程度主观感受等多侧面
,

动态地考察了城镇居民家务劳动状况的变化轨迹
。

指出
,

在我国第一个改革十年中
,
城镇职工家务劳动状况的改善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国家社会政策的调整以及发生在
“
家庭里的工业革命

”
有直接关系

。

同时也指出目

前城镇职工家庭劳动负担仍然是
“
超载

”
的

。

作者从提高家务劳动社会 化替 代 程

度
,

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

改善居民居住条件
,

正确解决妇女就业问题等方面提

出了改善家务劳动状况的措施
。

作者还指出
,

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应注意不能脱离国

情实际去追求家务劳动时间的缩短
。

在发展家用器具上
,

要把
“
劳 动 节 约型

”
和

“

资源
一
资本节约型

”
结合起来

。

作者
. 王亚林

,

男
,

1 9 4 1年生
,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

家务劳动是为满足居民个人和家庭成员的物质生活和 日常生活需要所进行的白我服务性

劳动
。

在通常情况下
,

它不被纳入社会的经济计划和管理范围之内
,

属于非规范经济活动
。

但是
,

这种自我服务性质的劳动对于社会
、

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

社会功能
。

它既是 人们全部生活结构中不可替代的活动
,

同时又是社会再生产中不可缺少的

活动
,

因此家务劳动日渐成为社会学以及多种学科研究和实证考察的对象
。

1 9 8。年 1。月
,

我们曾在我国北部地区哈尔滨屯弄弄哈尔市采取分类随机抽碎面万式对而而
余名职工的家务劳动状况进行了调查

。

据我们所知
,

这是我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社会学者对家

务劳动所做的较早一次实证研究
。

1 9 8 8年 10 月
,

我们又在这两个城市采取调查员逐户访谈的

方式调查了 50 0户居民家庭 (其中哈尔滨市为 3 00 户
,

齐齐哈尔市为2 00 户 ) 的 5 00 名职 工 家

务劳动状况
。

除此之外
,

也在牡丹江
、

佳木斯
、

鹤岗和访河
、

富锦
、

尚志
、

宁安七个不同类

型的城市 (镇 ) 进行了家务劳动状况的抽样调查
,

共获有效样本 1 0。。份
。

这两次调查使我们

获得了有关家务劳动的丰富信息
,

加上这个期间天津
、

上海等地形成的家务劳动调查资料
,

基本上可以反映我国城镇 (特别是北部边疆地区 ) 居民家务劳动状况在改革的第一个10 年中

的变化轨迹
,

并使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料对城镇居 民家务劳动的质与量及其如何改善家务劳

动状况做些比较研究
。

一
、

十年改革
:

家务劳动的变迁轨迹

1 9 8 0年至 1 9 8 8年
,

城镇居民的家务劳动状况发生如下四个方面的变化
:

1
.

家务劳动时间消耗的变化
。 1 9 8 0年我们在哈尔滨

、

齐齐哈尔两市调查 的结果 是
,

男女职工平均每周一天内的家务劳动时间分别 为 3
.

9小时 和 5
.

2小 时
,

这个数字同美国
、

法

国
、

苏联
、

捷克等国相比
,

男职工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多 2
.

5小时以上 , 女职工多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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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9小时
,

一年中男
、

女职工分别比这些国家多消耗 1 3 87 小时和 32 9一 69 3小时
,

成为影 响 男

女职工闲暇时间占有量少的重要因素
。

1 9 8 8年我们在这两个市重新抽样
,

调查结果表明
,

男女职工家务劳动的时间消耗明显减

少
,

男女职工平均每周一天的家务劳动时间消耗分别减少 1
.

39 小时和 1
.

58 小时
,

(见表 1 )

一年中分别减少 5 0 7小时和 5 7了小时
。

表 1 1 9 8 0年和 1 9 8 8年哈尔滨
、

齐齐哈尔市

男女职工每周平均~ 天中家务劳动时间消耗比较 (小时 )

1 98 0 1 988
1 98 8年比 1 9 80年
减少时数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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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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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省 9 城镇来看
,

男职工每周家务劳动时间总量为 1 8
.

1 1小时
,

女职工为 24
.

73 小时
,

平均每周一天中男职工家务劳动时间为 2
。

59 小时
,

女职工为 3
.

53 小时
,

男女平均每月一天的

家务劳动时间为 3
。
。 7小时

。

家务劳动时间减少和闲暇时间的增多呈现很大的相关性
。

例如
,

哈尔滨
、

齐齐哈尔两市

8 年中男女职工平均每周一天中的闲暇时间分别增加0
.

9 5小时和 0
。

89 小时
,

一年中分别增加

34 6
.

75 小时和 3 2 9
.

8 5小时
,

其中在男职工家务劳动时间减少省下来的时间中有72
·

51 %用于

闲暇活动
,

女职工有 5 3
.

2 9 %用于闲暇活动
,

其余省下来的时间主要用于满足生理需 要时间

上
。

1 9 8。年两市男女职工满足生理需要时间为 9
。

4和 9
。

1小时
, 1 9 8 8年为 9

。

64 小时和 9
.

6 0小时
,

一年中分别增加 87
.

6小时和 1 82
.

5小时
,

各占家务劳动省下来时 间的 1 7
.

28 %和 3 1
.

62 %
。

两

市职工 8 年中所增加的闲暇时间和满足生理需要时间分别占男女职工家务劳动省 下 来 时 间

的 8 9
.

79%和 8 4
.

91%
。

这一数字变化所显示的最直接意义是
:
在改革的 10 年中

,

城镇职工为

一家人的口腹之计而耗费大量时间操劳
、

并挤占闲暇时间和满足生理需要时间的状况明显缓

解
,

生活时间结构向合理化的方向转化
。

2
.

家务劳动结构的变化
。

在 1 9 8。年至 1 9 8 8年的两次调查期间
,

城镇职工不 仅 家 务 劳

动的时间消耗明显降低
,

而且家务劳动结构和活动种类也发生了变化
。

我国目前城镇职工家

务劳动基本活动种类主要用于吃
、

穿上
。

但 8 年中
,

用于做饭和缝
、

洗衣服上的时间消耗比

例已有所下降
。

(见表 2 )

表 2 1a9 o年和 1 , 8 8年城镇职工用于做饭和缝洗衣服时间占整个家务劳动时间的比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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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统计结果表明
,

8 年中城镇职工不但用于做饭
、

缝洗衣服上时间消耗的绝对值明显

降低
,

而且在家务劳动时间总量中的比重也有所降低
。

比重增加的活动种类 有
:

( l) 购 物

时间所占比重增加
。

8 年中男职工用于买东西的比重邮
5%增加到 18

.

3%
,

女职工 由 8 %增

加到 1 2 , 76 %
。

而这种比重的增加又是在购物条件便利和很少需要排长队情况下出 现 的
,

这



和8 年前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短缺
,

买东西常常要到很远距离和动辄排长队的情况是有很大

不同的
。

购物时间比重的增加主要是增加到购物的频率和挑选商品上了
。

这反映人们的日常

生活更加依赖于市场
。

( 2 ) 干杂活的时间比重上升了
。

1 9 8 8年同 19 8 0年相比
,

男女 职 工由

1 2
.

1 %上升到 2 4
.

7 %
。

这反映城镇职工家务劳动活动种类拓宽了
,

用于满足吃
、

穿以外的家

庭 自我服务需求增多了
。

3
.

家务劳动内容的变化
。

与家务劳动结构和活动种类发生变化的同时
,

家务劳动的

内容也改变了
。

80 年代以前
,

哈尔滨流行这样一句顺口溜
: “
苞米植子的肚子

,

涤确良的裤子
” 。

哈尔滨人爱穿
,

但那时人们要想在穿上改善一下
,

就得在吃上节省一下
,

吃粗茶淡饭
。

8 年

以后
,

这种局面 已经明显改观
,

人们在吃
、

穿上讲究多了
。

在吃上用于加工细做
、

烹调可口

饭菜上的时间增多了 ; 在穿上用于精洗熨烫上的时间也增多 了
。

过去北部边疆地区男子汉常

干的杂活是挖菜窖
、

保管越冬菜
、

制做煤坯之类重活
,

如今
,

则主要用于室内装修
、

美化家

庭环境
、

修理家用电器等一些体力消耗较轻的活上了
。

4
。

城镇职工对家务劳动繁重程度主观感受的变化
。

由于上述客观指标的变 化
,

人 们

对家务劳动繁重程度的主观感受也发生了变化
。 1 9 8 0年在我们调查的

.

男女职工中
,

90 % 的职

工认为家务劳动负担沉重
。

当时的典型说法是
:
在一天之中是

“
两眼一 睁

,

忙 到 熄 灯 ” ,

“
战斗的早晨

,

紧张的中午
,

疲劳的晚上
” ; 而在一周中又是

“ 战斗的星期六
,

紧张的星期

天
,

疲劳的星期一
” 。 1 9 8 8年调查的结果是

:

城镇职工感到家务劳动有一定困难和困难较大

的占5 2
.

9% (男职工为 52
.

2 9%
,

女职工为 54
.

9% )
,

其中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两市为 5 5
.

8 2%
。

(见表 3 ) 这表明城镇职工对家务劳动沉重感的程度有所降低
。

过去
,

家务劳动主要是解决

人的温饱问题
,

现在人们开始
“ 寻找 回来的世界

” ,

生活上讲究起来
,

因而介绍各种生活知

识的书刊大受人们的欢迎
。

表 3 黑龙江 9城镇职工对家务劳动困难程度的选答

无 困 难 ! 有一些困难 困难较大 } 未 填 答 } 总 计

人 数

%

457

4 5
.

7

488

48
.

8

41

4
.

14

1
。

4

1 00 0

10 0

归结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

在中国的第一个 10 年改革中
,

城镇职工家务劳动无论在

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发生了变化
。

在数量上体现为家务劳动时间消耗的明显降低 ; 在质量上体

现为家务劳动活动结构
、

种类和内容以及主观感受的变化
。

家务劳动体力和精力消耗程度的

相对减轻
、

时间消耗的降低
,

都会对闲暇活动的数量和质量以至整个生活质量的提高产生积

极影响
。

二
、

城镇居民家务劳动的个体特征

以上是我们就样本总体对城镇职工家务劳动的变迁轨迹所做的一般性分析
,

在此基础上

我们从性别
、

年龄
、

职业
、

地域
、

婚姻状况等因素和家务劳动的相关性做些具体的社会学分析
。

A
.

1 9 8 。年和 1 9 8 8年两次调查表明
,

我国 目前 几个主要职业群体 (工人
、

商业服 务 业

人员
、

行政人员和知识分子 ) 之间家务劳动时间差别不明显
。

1 9 8 0年每周平均一天的家务劳

动时间之差不超过 0
.

4 小时
; 1 9 8 8 年的调查不超过 0

.

5小时
,

这反映了我国各社 会 群 体生

活条件的
“
均等

”
化趋向

, 相比较而言
,

知识分子的家务劳动时间偏 味些
。

但是
,

在不同群

`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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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部各个家庭之间
.

家务劳动时间的长短却有较大差别
,

周总计标准差在 10 一 23 小时
。

形

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很复杂的
。

如 : 和个人的持家能力如何
、

生活方式特点和价值取向如何

都有关
。

同时在我国
,

职工的福利主要同所在工作单位的条件有关
,

由于有些单位握有
“
实

权 ” ,

方方面面的关系比较畅通
,

容易为职工谋得正常渠道以外的好处
,

如奖 金 发 得 多
,

经常分发家庭所需各种实物和年节所需的副食
,

可以不到市场上去选购等等
; 而有的

一

单位职

工 却享受不到这些好处
,

一切生活所需全靠职工个人去解决
。

因而城镇职工生活福利 (包括

减轻家务劳动负担的服务 ) 的差别常常不表现在大型社会群体上
,

而是表现在单位之间
。

值

得提及的是
,

在 1 0 0 0份样本 巾有 2 9名个体从业者
,

他们的每周家务劳动时间为 1 4
.

23 小时
,

明显少于上述几个基本职业群体
,

但他们每天的劳动及经营活动时间却比其他职业群体 长1
.

3

小时
。

个人收入多了
,

可以靠花钱
“
替代

”
劳务

。

B
.

调查表明
,

不同文化程度的城镇职工之间的家务劳动时间总量消耗没有明显差别
。

从大学到小学各文化群体之间每周家务劳动的标准差仅为 1
.

0 02 小时
,

但在 总 体 时 间 结 构

中
,

文化程度越高的职工
,

用于对子女辅导教育上的时间越多
。

父母的文化程度同用于子女

教育上的时间成正相关关系 (见图 1 )
。

这反映文化程度越高的家长越注意象庭人 口素质的

再生产
。

他们用于打扫室 内卫生和干杂活上的时间要少些
,

但在做饭
、

购买上和其他人没什么

区别
。

另外
,

我们调查的九个城镇不同地区之间
,

居民在家务劳动时间消耗上有一定差别
,

但把 5 个城市和 4 个镇相比较
,

它们之间的差别又很小
。

图 1 :

黑龙江省 9 城市不同文化程度的父母用于子女教育上的时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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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从家务劳动和年龄与姻婚状况看
,

从事家务劳动最少的是 25 岁以下的年 龄 组
,

平

均每周一天的家务劳动时间为 2
.

4小时
。

26 一 50 岁的女职工家务劳动时间偏 长
。

但在各年龄

组中
,

家务劳动时间最长的是 6 1岁以上的年龄组
,

每周平均一天中男子为 3
.

72 小时
,

妇女为

5
.

87 小时
。

如果把工作 日和休息 日分开做一下考察则可以看出
,

该年龄组在休息 日和其他年

龄组差别不大
,

但工作日的差别很大
,

男子为 3
.

49 小时
,

妇女为 5
.

72 小时
,

分别比总样本平

均数多出0
.

9小时和 2
.

19小时
。

这就是说退休了的老龄人 口担负起了更多的照顾家庭的责任
,

他们在家里找到了
“
余热发光

” 的角色地位
。

从婚姻状况来看
, 3 5岁 以下各年龄组人口中

,

未婚人口家务劳动时间不到已 婚 人 口 的

2 / 3 ,

但 36 岁以上单身妇女每天家务劳动时间长达 4
.

79 小时
,

每周家务劳动时间长达 3 3
。

5 6小

时
。

她们的时间耗费多
,

主要是在购物和做饭上比总样本平均多一倍
。

比如
,

城镇居民每周



购物的时间平均为 . 3 2 5小时
,

她们为 7
.

1 6小时 ;做饭时间一般为 7
.

66 小时
,

她们为 1 5
.

1 6小时
。

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维持一人生计全部家务都只能由自己干
。

这就形成了家务劳动时

间最长的一个特殊群体
。

刀
.

1 9 8。年和 1 9 8 8年我们的两次调查显示
,

北部边疆地区城镇男女家务劳动时间 消 耗

之比大约为 2 : 3 ,

高子其它城市 (如上海市为 1 : 2 )
。

这大体反映了北方地区特殊的生活

条件和文化特征
。

但全国各地的调查显示
:
中国男女家务劳动的比例 高 于苏 联

、

美国
、

波

兰
、

捷克
、

东德和西德等国的比例
,

这些国家男女家务劳动之比大体为 1 : 3甚至 1 · 4 。

这

反映中国有更多操持家务的
“
模范丈夫

” 。

三
、

城镇居民 “
家庭里的工业革命

”

我国城镇职工家务劳动时间的减少和繁重程度的降低
,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镇居民生活

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

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社会因素是
,

10 年改革中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

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社会政策的调整
,

对人民生活改善的关注
。

标志着我国经济

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最突出的一点是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
,

我国城镇发生了一场家庭

的 “
工业革命

” 。

在 80 年代 以前
,

绝大多数城镇家庭在从事家务劳动时
,

尚很少使用家用电器
,

那时
,

人

们在谈论彩电
、

电冰箱
、

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时
,

还象在谈论天上的神话
,

当时人们的
“ 三大

件
”
概念还是自行车

、

收音机和手表
,

绝不会想到这些电器很快就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

从全

国的统计资料上看
.

1 9 8 1年全国城镇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洗衣机 6
.

31 台
,

电冰箱 6
。

31 台
,

到

1 9 8 8年 80 %以上的家庭有洗衣机
,

52 %家庭有电冰箱 (京
、

津
、

沪
、

穗地区达到 80 % 以上 )
,

绝大多数家庭有各种电炊具
。

从我们在黑龙江省九城镇 1 0 0 0户居民家庭的调查看
, 1 9 8 8年每

百户拥有电炊具 8 6
.

3个
,

电冰箱 37 台 (因北方地区结冰期较长
,

从购买意愿 调 查 看
,

只 有

56 % 的居民认为家庭有购买的必要
,

所以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

除此之外
,

厨房电动排

烟机
、

小型 电热水器
、

吸尘器
、

空调机
、

电吹风机
、

录象机等等也以大幅度增长的步伐进入

城镇家庭
。

1 9 8 8年我们调查的 1 0 0 0户居民家庭中
,

仅同家务劳动相关的日用电机具平均每户

支出费用就达到 1 93
·

19 元
。

由于家用 电器的增多
,

这 1 0 0 0户居民用电量自1 9 8 5年以来平 均

每年以 2 0% 以上的速度增长
。

从国外看
,

家庭生活电器化发展一般经历三个阶段
:

( l) 初级阶段为使用照明和耗电
、

耗资少的收音机
、

电凤扇
、

电熨斗
、

电视机
、

洗衣机等
;

( 2 ) 中级阶段为使 用 耗电较多的

电冰箱
、

厨房电动机
、

小型电热水器
、

空调器等 , ( a) 高级阶段为电气取暖和家庭生 活 的

全面电器化
。

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进入了第三阶段
。

我国城镇多数家庭在不到 10 年

时间里大体上已完成了第一阶段
,

并正向第二阶段过渡
,

发 展 速 度 之快在世界
_

L也是个奇

迹
。

洗衣机代替搓衣板
,

电冰箱代替了挖菜窖
,

各种家庭 日常生活机电设备的使用不但节省

了家务劳动时间
,

而且也减轻了体力和精力消耗
,

使人们有时间和精力从事闲暇活动
。

这就

给城镇居民的家庭生活方式带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静悄悄的革命
。

家务劳动负担的减轻除同家务劳动用具条件大大改善有关外
,

还同下列因素相联系
:

第一
,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

城镇商业
、

服务业网点增多
,

居民日常生活的方便程度大

大提高
。 1 9 8。年我们在调查哈尔滨

、

齐齐哈尔两市职工家务劳动繁重原因时曾做了这样的描

述
:



“
城市居民自常生活的社会组织工作差

,

商业社会服务事业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生活的需

要
。

20 多年来
,

城市人 口猛增
,

就业率不断提高
,

城市人民日常生活服务事业本来应当相应

发展
,

结果却发生 了逆向的变化
。

以 1 9 8。年与 1 9 5 7年相比
,

黑龙江省人口 增 加 1
.

2 倍
,
职

工人数和社会购买力增加 3倍多
,

但商业网点反而减少
, 1 9 8 。年国营和集体商业

、

饮食业
、

服务业零售点 3
.

1万个
,

比 1 9 5 7年的3
.

9万个少 8。。0个 , 1 9 5 7年城乡每个商业零售网点平均服

务人 口为 640 人
,

1 9 8。年增加到 1 37 4人
。

齐齐哈尔市是黑龙江省的第二大城市
,

1 9 79年 商 品

零售额比 1 9 4 9年增加 2 1
.

5倍
,

而商业
、

服务网点却由 1 9 4 9年的 2 3 8 6个减少到 87 2个
,

由 30 年

前平均每千人占有 9 个网点减少到 0
.

75 个 ; 浴池由 19 4 9年 39 个 6 89 张床位
,

减 少到 1 9 7 9年

的 8个 4 57 张床位
。

儿童保育
、

修理加工行业也不能满足 需 要
。

社会服务业不但数量少
,

质

量差
,

而且网点分布不平衡
,

服务方式落后
,

不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的节奏
。

从全国来看
,

现

有城市职工 1亿多
,

其中从事商业
、

饮食业
、

服务业的只有 10 00 余万
,

这个比例不仅远远低

于工业发达国家
,

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
。

这就形成了一方面城市尚有大量待业青年需要安

排
,

一方面消费者希望提供的方便服务和劳务交换又没有人去做的状况
” 。

①

1 9 8 8年从我们调查的九城镇 1 0 0 0户居民来看
,

情况发生了很大 变 化
。

比 如
, 1 0 0 0户居

民购买商品和 日常生活服务用品的活动半径不超过十几
`

分钟
。

过去商品短缺
,

虽然许多商品

凭票供应
,

但排长队的现象很普遍
,

现在这种现象不多了
。

过去北方地区出差去北京从肥皂

到鱼
、

肉
、

服装
、

日用品都要大包小包地往回买
,

现在只要有钱都可以在本地买到
。

与此同

时
,

人们用于日常生活的劳务支出也增长较快
。

在我们调查的 1 0 0 0户居 民中
,

1 9 8 1年以来用

于修理服务费支出每年以 13 % 以上的速度增长
。

同时
,

人们生活需要的满足依赖社会服务的

程度也提高 了
。

其中依赖社会服务程度最高的是
“
穿

” 。

(见表 4 )

表 4 黑龙江省城镇居民衣物添里方式

5城市 (哈
、

齐
、

牡
、

佳
、

鹤 ) } 4镇 (谕河
、

富锦
、

尚志
、

宁安 )

人 数 { % } 人 数 ! %
.

一一
~

1
.

商业购买 { 439 { 义
.

58 } 99
`

4 9
.

5 0

2
.

月及装店制做 1 209 1 2 6
.

1 3
1

6 2
卜

3 1
.

5 0

3
.

花钱裁自己做 } 79 一 9
,

8 8 } 19 { 9
.

50

4
.

自己制做 } 50 } 6
.

24 } 1 6 1 8
.

0 0

5
.

其它 J 1 8 ] 2
.

24 1 3 一 1
.

5 0

6
.

未填答 { 5 } 0
.

6 3 1 0
.

5 0

合 计 … 8 00
}

10 0 { 2 0 0 1 0 0
. 曰 . . . . . . 目 . . 口如曰 . . . . . . 口 . . . . 白口 . . . .

-
州 . 妞 . 月. 口 r ~~ , , . . .

表 4 表明
,

在服装添置方式上
, 5个城市居民依靠在商店购买和到服装店制做的

,

占居

民总数的81
.

01 %
,

另外有 9
.

88 %的居民花钱裁自己做
,

也在一定程度上依靠社会 服 务
。

4

个县镇居民的情况和 5 城市类似
,

依靠在商店购买和到服装店制做的占 8。
。

5%
,

尚有 9
.

5%

的居 民花钱裁自己做
。

上述数字表明
,

无论城市还是县镇
,

在
“
穿

” 上依赖社会服务的程度

是相当接近的
。

我们也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
,

他们之间的差别主要在购买衣料的质量

和价格上
,

而在依赖社会服务的程度上差别也不大
。

第二
,

城市公共
一

设施建设事业有一定发展
。

文化大革命中城市公共设施欠帐太多
,

恶化

了居民的生活条件
。

齐齐哈尔市作为百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
,

是全国城市公共设施建设欠帐

① 王亚林
: 《 城市职工家务劳动研究》 , 《 中国社会科学》 1982年第 1 期

。



太多的城市之一
。 9 19 7年全市日用水量为 1 5万吨

,

实际送水能力只有 5 万多吨
,

居民家庭 }J

来水普及率仅有 5 4%
。

全市污水管分布面积只 占城区的10 %左右
,

平房区甚至连 厕 所 也 不

足
。

当年哈尔滨自来水普及率为 71 %
,

尚有几十万人用不上 自来水
,

而且常因供水不足而延

长了洗衣做饭时间
,

为着晚间接水
,

又常常影响睡眠
。

这些都多耗费了城市居民不少业余时

间和精力
。

在改革 1 0年中
,

各级政府在加强公共设施建设上为人民做了不少实事
。

比如
,

黑龙江省

城市自来水 日供应能力 19 8 0年为 4 4
.

5万吨
, 1 9 8 7年为 3 60

。

1万吨
,

增加了 8 倍
。

在我们调查

的 5 市 4 镇 1 0 0 0户居民中
,

家庭独用自来水户占8 4
.

9 2%
,

合 用 自来水户 占6
.

79 %
,

没有 自

来水户占 8
.

29 %
。

从使用液化气的人 口看
,

黑龙江省城市 1 9 8 1年为 64
.

33 万人
,

占城市 人 口

的 9
.

8%
, 1 98 7年为 5 04 万人

,

占城市人 口的 40
.

40 %
。

目前
,

城市人口中使用液 化 气的比例

还在 以较快速度上升
。

就目前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看
,

自来水的普及和液化气民用燃料的使

用
,

是使家务劳动负担减轻的主要因素
。

除此之外
,

城市交通
、

通 讯 设 备 也大有改进
,

全

闰投入营运的市内公共交通车辆数 1 9 8 7年比 1 9 8。年翻了一番
,

城市每百人电话拥有数 1 9 8 8年

达到 6 部
,

这些都有助于减轻城市居民的家务劳动负担
。

第三
,

居民住房条件有所改善
。

居住条件不 良
,

是加重城市居民家务劳动负担的重要因

素
。

城市住房拥挤
,

缺少必要设备
,

是我国长期形成的社会问题
。

19 8 0年我们在哈尔滨
、

齐

齐哈尔两市调查
,

每千户职工中能住有厨房
、

厕所
、

上下水道和暖气设备独立单元房子的仅为

2 61 户
,

没有上述设备或不齐全的户为 73 9户
。

上述设备齐全的户每个职工一天的家务劳动时

间为 3
.

“ 小时
,

上述设备不齐全的户都为 4
.

61 小时
,

两者相差近 1小时
。

1 9 8 8年
,

哈尔滨
、

齐齐哈尔居住独立单元的上述设备齐全户增至 54 3户
,

这也是使家务劳动的时间消耗和 精力

消耗降低的因素之一
。

四
、

家务劳动
:

依然是
“
超载

”
的负担

以上对 1 9 8。年和 1 9 8 8年城市职工家务劳动状况的动态分析使我们看到
,

我国城市职工的

家务劳动负担呈明显减轻趋势
。

但就其现实状况看
,

城市职工的家务劳动负担仍然是沉重和

“
超载

”
的

。

家务劳动的过量时耗仍然是导致城镇居 民闲暇时间占有量偏少的重要因素
。

1
.

我 国城镇职工家务劳动时间消耗在一天的生活时间结构中的比例仍然 偏 高
,

男职

工 占用率为 1 0
。

79 %
,

女职工为 14
。

71 %
,

而闲暇时间男女职工的 占用率分别只 有 16
.

48 %和

12
.

03 %
,

其中女职工的家务劳动时间超过闲暇时间
。

在城镇职工一天的时间结构 中
,

除 职

业劳动时间外
,

家务劳动时间消耗的多少成为我国 目前城镇居民闲暇时间占有量偏少的第二

大因素
。

用于满足社会的精神生活的时间偏少
,

必然 限制人们个性的发展和生活 质 量 的 提

高
。

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计算家务劳动时间消耗
,

更可以看出其消耗的过量性质
。

在我们

调查的 1。。o户居民中
,

每家平均人口为 3
.

59 人
,

就业人口为 2
.

04 人
,

男女职工平均每天家务

劳动时间为 3
.

0 7小时
,

按2
.

04 个就业人 口计算
,

每天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为 6
.

2 6小时
。

从我们调查看
, 2 9

.

5%的家庭还有不上班可负担家务劳动的人口
,

他们每天从事家务劳动时

间为 5
.

8小时
,

如果把他们的家务劳动时间也算上
,

每户一天家务劳动时间为 7
.

09 小时
。

这

意味着挤占了全家人不少的闲暇时间总量
。

2
.

城 镇 职工休息 日的家务芳动时问消耗过长
。

到 1 9 8 8年
,

北部边疆地区九城镇的男职

工在休息 日的家务劳动时间为 4
.

5 5小时
,

女职工竞长达 8
.

0魂小时
。

这说明
“ 不得休息的休

.

岔



自
” 的状况仍未改变

,

十分不利于职工体力
、

精力的恢复和精神需求的满足
。

3
.

在城镇居 民一天时间支出中
,

还存在
“
隐性

”
家务劳动时间消耗

。

我们 在 分 析我

国城镇居民时间预算时曾指出
,

我国城市职工的时间预算存在
“
潜结构

” 。

存在
“
潜结构

”

的时间之迷就在于无形损耗掉的工作时间中一部分用于上街买东西
、

干私活上了
。

这种无法

精确计算的
“
隐性

”
家庭劳动时间消耗的存在表明

,

部分城市职工家务劳动繁重程度的缓冲

是以工时的损耗形式实现的
。

但对于工时限定严格和事业型的人来说
,

这种缓冲器是不存在

的
。

因此
,

他们的家务劳动负担会更加突出一些
,

闲暇时间占有量更少一些
。

另外
,

城镇职

工的家务劳动虽然同改革前和改革初期相比已明显减轻
,

但现在人们的价值取向更注重生活

素质的提高
,

在一天的时间结构中开始注重闲暇的价值
,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家务劳动时间

过量消耗的承受力也降低了
。

五
、

家务劳动状况的改善

家务劳动时间消耗是社会时间中所必须的消耗
。

但其过量消耗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的

发展将产生不利影响
。

因此应从我国的国情实际出发
,

研究如何改善家务劳动的条件
,

减少

家务劳动时间和精力
、

体力消耗
,

以便使家务劳动为城镇居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提供应有的

条件和良好的环境
。

关于如何减轻城镇居民家务劳动负担问题
,

近些年来在社会学界多有讨

论
,

我们着重提出以下几个间题
:

(一 ) 关于提高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替代程度

在我国
,

减轻城镇居 民的家务劳动负担
,

根本途径仍然是加强社会分工
,

大力发展 日常

生活服务事业
,

提高城镇居民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替代程度
。

发展减轻城镇居民家务劳动负担的社会服务事业
,

要从居民的实际需要出发
。

前面已经

说过
,

目前我国北部边疆地区城镇居民在穿上依赖社会提供成品的程度较高
,

达到 80 一 9。%
,

完全 由自己做衣服的仅占 6 %
。

相对比较起来
,

在耗费时间多的
“ 吃 ” 上

,

利用社会服务 ;

程度尚低
。

黑龙江省九城镇居民每天消耗在做饭上的时间占整个家务劳动时间构成的 3 4
.

7%

(这个比重高于苏联的 3 1
.

7% 和美国的 2 6
.

5% )
,

和精于烹调的上海人的 35 %相近
。

上海和

黑龙江省九城镇男 女职工每天在做饭上花费的时间比国外城市却多得多 (见表 5 )
。

虽然黑龙江人和上海人在做饭上的时间差不多
,

但两地的文化特点很不同
,

这必然在家

表 5 各国城市居民每日用于做饭时间 (分钟 )

苏 联 美 国 } 西 比 利 时 } 法 海 { 黑 尤 江

no
月.几呀且力性00CO

` ,二

l

到川叫
工作男性

工作女性

家庭妇女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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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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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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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劳动的活动结构上显现出区别
。

上海人在烹调
_

七一般来说很讲究
,

在食品制做的精细加工

卜龙的时间要名些
.

黑龙江人在吃
_ _

卜不太讲究
.

一般来说在精加工上花的时间不多
,

但 内于

从利用社会服务的程度看
,

发达国家食品经过加工的比例在 80 % 以上
.

我国在 30 % 左

右
,

北部边疆地区更低些
,

一 日三餐主要靠家庭自己制做
。

为了把解决吃的间题限制在 一 定

时间内
,

城镇居民常常采取的办法是 (见表 6 )
:

采取简单加工和经常对付着吃的占6 3
.

2 %
,



这势必影响生活质量
。

此外
,

靠到饭店
、

餐厅
、

小食品摊就餐的比 例只占 1
.

3%
。

这个比例

是很低的
。

在美国
,

城镇居 民的食品支出中有 40 %花在家庭以外
,

日本从 1 9 7 5到 1 9 8 4年每户

平均外食费支出从 7
.

4万 日元提高到 1 4
.

1 万 日元
,

增加 近 l 倍
,

外 食费 占整 个饭 食费的

1 4
.

9 %
。

表 6 减少做饭时间采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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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

解决在吃上的过量时间消耗
,

应放在解决减轻城镇居民家务劳动负担的首位
。

为

此
,

在措施上首先要力争使主食生产社会化
。

目前北方地区粮店主要还是供应米和面粉
,

经

过加工的一般只有挂面
,

应逐步创造条件向成品半成品转化
。

为此
,

要加快用科学技术装备

食品工业的步伐
,

解决大批量生产问题 ; 要发展和引进物美价廉的风味食品和小吃 , 要提高

肉菜等副食品的加工深度
,

根据 目前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不同家庭 口味的多样化
,

应多提

供半成品
,

使居民买回去就可直接烹调
。

同时要发展价廉
、

味美
、

营养丰富的快餐业和地方

风味食品
。

发展食品服务业
,

要解决质次
、

不卫生
、

价格昂贵间题
。

近儿年城市饭店剧增
,

但一些饭店争相由大众小吃店经过装修改为豪华饭店
,

这样就变成以纯盈利为目标了
,

很少

讲社会效益和解决一般市民生活之需
。

为此
,

在发展饭店行业上要通过不同利税政策进行导

向
。

对供应人民日常生活之需的食品实行薄利多销和低利税政策扶持其发展 ; 对于豪华饭店

采取高利税政策
,

等等
,

以确保食品业为人民日常生活服务为主的方 向
,

使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更好地结合起来
。

除重点解决
“ 吃” 的普遍性间题之外

,

还应通过社区服务和兴办家庭服务公司等形式
,

解决各种居民的劳务需求问题
。

这些问题有
:

( 1 ) 我国城镇居民中双职工家庭占90 %以上
,

社区服务应帮助他们解决子女的看护
、

学龄前教育
、

上学的
“
带钥匙孩子

” 吃中饭问题以及

其它困难
,

缓解双职工的社会和家庭双重角色紧张问题
;

( 2 ) 我国大多数城市在 2 0 0 0年前

陆续进入老龄社会
,

对老龄人口的家庭劳务服务应大力加强
,

如 送煤气罐
、

天冷前封窗 户

等 , ( 3 ) 要解决病人和失去生活能力的人的陪护问题 , ( 4 ) 随着社会的变迁在城市也将

出现一部分单身家庭
,

社会应考虑他们的特殊需要
。

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应发展社区服务和兴办各种形式的家庭服务公司
。

在这方面各地都

有了很好的经验
,

这些服务机构的服务项目基本上包含了家务劳动的内容
,

如洗衣
、

烧饭
、

打扫卫生
、

照料老人
、

陪护病人
、

照料孩子
、

服待产妇
,

以及搬家承运
、

油漆粉饰房间
、

拆

洗缝补
、

修理家具和 电器等
。

社区服务的优点在于服务机构熟悉当地情况
,

了解服务需求
,

可以满足当地的劳务需要
。

通过有组织地为家庭提供各种服务
,

可以解决不同类型家庭的后

顾之优
,

弥补社会服务之不足
。

这些都是一般商业
、

服务业代替不了的
。

同时也有助于社会

就业问题的解决
,

改变那种一方面很多人没活干
,

一方面又很多活没人干的状况
,

并使社会

分工更趋于专门化
、

合理化
。

(二 )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

改善居民居住条件

改革的 10 年中
,

我国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解决住房条件上弥补了很多
“
欠帐

” ,

人民

群众都得到了不少实惠
。

但相比较而言
,

居民房屋内部条件的改善 (如城镇家庭家用电器的普



及 )大 J 住房和公共设施走设条件的改善
。

当然多数家庭家用电器的使用又 具有超前 的性

质
。

据调查
,

城市居民家庭的电冰箱除年节以外
,

平时的%的时间是利用不充分的
,

洗衣机

及其它家用电器也有类似的情况
。

到 目前
,

住房紧张和公共设施不足仍给家务劳动增加了不

少负担
。

从我们调查的 1 0 0 0户居民情况看
,

( 1 ) 1 9 8 8年独用自来水户占8 5
.

1%
,

公用 自来

水户 占6
.

7 %
,

无 自来水户占8
.

2%
,

这种状况同 1 9 8 。年相比有明显改善
,

但由于供水不足
,

常有断水和滴水如油情况
;

( 2 ) 无卫生设备户占61 %
,

有浴室和厕所户 占 3 %
,

有厕所无

浴室户占 2 4
.

8%
,

有公用卫生设备户占 1 1
.

1%
。

这表明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还 是很 不方便

的 ; ( 3 ) 从取暖设备看
,

有空调户占0
.

17 %
,

有暖气户占6 1
.

1 %
,

烧火炉
、

火墙取暖户占

38
.

73 %
。

这就是说
, 1 / 3以

_

上的居民户为取暖要花费很大时间和精力 ; ( 4 ) 独厂J厨房户占

9 1
.

1 1%
,

公用厨房户占6
.

71 %
,

无厨房户 占2
.

18 %
。

这表明仍有部分居 民做饭 尚很不方便 ;

( 5 ) 黑龙江省城市煤气
、

液化气普及率 1 9 8 7年为 4 0
.

4%
,

但县镇的居民要低得多
。

从上述

情况着
,

城市居民在用水
、

卫生设施
、

取暖设施和燃料使用等方 面提供的生活方便程度尚有

较大差距
,

这些都加重了家务劳动的繁重程度
。

从解决措施上看应克服 单纯追求经济产值的

倾向
,

注意 向发展城镇基础设施上进行政策倾斜 ; 应推进住房改革
,

消除分配不公现象 ; 城

市设施的建设除国家投资外
,

应本着大家福利大家办的原则
,

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
,

可

多方筹集资金和开展义务劳动
。

同时应调整某些公用设施收费过低
、

价格不合理问题
,

增强

公用事业 自身的发展能力
。

(三 ) 关于妇女就业问题

近几年
,

面对着城镇职工家务劳动繁重
、

特别是女职工双重角色紧张和社会上劳动力市

场
“
太挤

” 的现象
,

有人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
“ 让妇女回家去

” 。

但是
,

妇女就业如果得

不到保障
,

失去了职 业劳动角色
,

对社会
、

对家庭以及妇女自身都会产生许多消极影响和社

会震荡
,

这样做也无异于把整个社会重担转嫁到妇女身
_

仁
,

而且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
。

这是

因为
:

首先
,

妇女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将增加新的就业

机会
,

特别是我国 目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仅为 25
.

5% ( 19 8 7 )
。

这也说明第三产业吸收劳动

力的潜力还很大
。

第三产业和电脑等新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
,

更适合妇女来做
。

其次
,

参加职 业劳动己成为绝大多数妇女的共同取向和社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

1 : )87 年

天津市对 1 0 0 0名女工进行了就业意愿调查结果如下
:

表 7 天津女工对自身就业的看法

妇女必须就业 } 妇女不需要就业 { 未 填 答 总 计

人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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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二 .

二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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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 」

{ _
J , _

l

_
. 」」

8 5
_ _ . _ _ 」

{
. :二 , _ .

`2
·

5

2 5

Z
.

}
`0 0 0

。 { 10 。

此外河北
、

辽宁等省市的调查结果是
,

90 % 以上的妇女坚决反对
“
妇女回家去

” 。

广大

妇女维护 自身就业的合法权益的意愿是不可改变的
。

国家可供选择 的社会 政策 只能 立足在
“ 平等 + 效率

” 原则上
,

对妇女扰业一方面运用经济规律加 以调节
,

一方面又要用行政和立

法手段保障妇女就业和改善妇女就业 的条件
。

再次
,

在 中国夫妻
“ 双扰业 ” 己相沿成习和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事实

。

在今后可预见的

时期内
,

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
,

夫妻共同就业仍然是获得必要家庭收入的保证
。

为了家庭



的利益
,

人们己经做了共同承担家务的选择
。

我们在黑龙江九城镇做了如下调查
:

从表中可以

看出
,

对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家务持同意态度的 占9 5
.

7 % ; 认为夫妻双方共同从事家务己成为

较多和普遍现象的占7 3
.

3%
,

此外尚有 1 8
.

3%的人认为是部分存在事实
,

加起来达到 91
.

6 %
。

表 8 关于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家务劳动的观念和事实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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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因素决定了在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
,

中国妇女仍保持就业趋势
,

这应是分析中国城

市家庭间题的一个出发点
,

也是妇女双重角色间题突出成为中国国情一大特点的原因所在
。

虽然普遍就业还会带来一些困扰
,

但总的看对于妇女扩大社会交往
,

提高自身价值
,

形成平

等的家庭关系和高尚的闲暇需求
,

都会带来积极后果
。

所以
,

解决家务劳动紧张和社会就业

压力间题
,

不能采用
“ 妇女回家去

”
角色中断的方式

,

也不能以牺牲家庭成员合理需求的方

式解决
,

只能通过发展家庭服务事业
,

提高家务劳动社会化水平的途径来解决
;
同时要改变

“ 一刀切
” 的单一就业方式

,

在妇女中可实行弹性工作制
、

非全 日工作制
、

计时计量工作制
,

以及对于生育
、

哺育期妇女采取阶段性就业政策等等
,

使两种劳动在矛盾中寻求新的平衡
。

(四 ) 关于减少家务劳动时耗的适度性

在过去的 10 年
,

我国城市家庭家务劳动条件的改善和时间消耗的明显降低
,

既是生产力

发展的结果
,

同时又是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70 %
,

居民实际收入增长 2 00 % 的超前消费下实

现的
。

对家用电器的购买热带来了
“
家庭工业革命

” ,

但每个家庭自我服务需求却没有同步

增加
。

这种落差是构成家务时耗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

今后人民生活的改善就全局来说一般

不会有突发式的机遇
。

同时随着城市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
,

在家务劳动时耗上将发生两个相

反相承的过程
: 一方面生活条件的改善有可能减少家务劳动时耗 ; 另一方面生活条件的改善

又将不断增加家庭 自我服务的需求和活动种类
,

导致家务劳动时耗的增加
。

这个相反相承的

变化过程
,

可以从美国妇女本世纪以来家务劳动的变迁史中得到说明
。

1 9 2 0年至 1 96 0年
,

在美国最早发生了一场
“
家庭里的工业革命

” 。

过去烧木柴或煤炭的

炉子如今不见了
,

代之而起的是煤气或电炉
。

过去用金属洗衣板搓洗衣服
,

现在把衣服仍在

缸里
,

电动洗衣机就可代劳了
。

干衣机代替了晾衣绳 , 真空吸尘器代替了扫帚 ; 电冰箱取代

了冰柜和蔬菜储菜窖 ; 自动水泵
、

自来水管道和笼头代替了手压泵
、

水桶和水井
。

谁也不用

再去砍柴和拉柴草了
,

不用去铲炉灰
、

拍打地毯或挑水了
,

甚至要做蛋白糕也不必花一个钟

头时间用叉子去搅打蛋清了
。

然而
,

美国的家庭主妇们在 1 9 6。年
、

1 9 7 0年甚至 1 9 8。年用在家

务劳动上的时间
,

仍与她们的母亲和奶奶在 1 9 1。年
、

1 9 2 0年和 1 9 3。年所花的时间一样多
。

现

在美国一般家庭主妇都拥有一大批电器
,

其中安装的马达有几十个
,

电路块数以千计
,

可每

周还是要做 50 一 60 个小时的家务
。

唯一大大缩减家务劳动的时间的变数是就业
,

在职家庭主

妇每周家务劳动时间为 35 个小时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 比如
,

到了本世纪 80 年代
,

自

动洗衣机成了每个家庭必备的用具
,

家庭妇女普遍每周洗出的衣物相当于她们母亲通常洗衣

量的 10 倍
,

没洗衣机前人们一周才换一次衣服
,

现在差不多天天换内衣
,

原来送到洗衣店的

衣物
,

现在也由自己洗了
。

再如
,

吸尘器代替扫帚也有类似的情况
,

由于现在住房大了又都



铺上了地毯
,

人们使用的劳动量也大了
,

等等
。

美国社会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
,

现代家用电

器的使用带来 了一场社会革命
,

其意义不在于家务劳动时间的一味减少
,

而是生活水准的提

高
。

有了洗衣机
、

吸尘器
、

洗碟机和水泵
,

家务劳动不再象以前那样繁重不堪
,

这就使得一

个妇女可以每天做双份工作而不致累垮
,

在做了全职工作后
,

仍可使自己和全家人的日子过

得相当舒服
。

①

从我国城镇来看
,

居民的家务劳动条件改善和家庭内部 自我服务需求扩大的两个趋 向还

将发展 下去
。

消长相抵
,

到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初
,

城镇职工的家务劳动时间消耗虽然同现

在比还会有所降低
,

但每天大体保持在 2
.

5 小时左右
,

其中男职工在 2 小时左右
,

女职工在

3小时左右
,

闲暇时间大体在 4
.

0一 4
.

5小时左右
。

这种时间结构大体符合今后十几年的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

我们不能脱离国情实际去一味缩短家务劳动时间
,

因为在今后很长时期

内我国仍然面临就业不足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 ; 同时
,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经济的加速

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
,

我们尚不可能把有限的资金主要投放到家务劳动现代化手段上
。

在改

善家务劳动条件方面
,

要尽量减少能源
、
原料的消耗

,

注意资本的节约
,

把发展
“
劳动节约

型
” 的家用 电器具和

“
资源节约型

” “
资本节约型

”
家用器具结合起来

,

同时也要 尽量减少

实现家务劳动现代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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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社会学学会举行年会

山东省社会学学会放 1 9 9 0年 11 月10 日至 12 日在日照市石白港举行年会和理事会
,

收到论

文及调查报告 30 余篇
。

会上公布了 1 9 9 0年度社会学优秀著作和论文的评选结果
,

并颁发了荣

誉证书 , 修改了会章的个别条文 , 商定了1 9 9 1年度学会工作和学术活动的内容和方式 , 增补

了学会理事
。

会议围绕 《农村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 》 这个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

会议强

调指出
,

当前我国农村形势是稳定的
,

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稳定 了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
。

但是也

应看到
,

农村社会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利于稳定发展的消极因素
。

从宏观上看
,

这些消极因素主

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平衡性上
:

一是农业生产
,

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宏观
“
跃进

” 与微

观渐进的不平衡性
, 二是政治形势的全局安定团结与局部矛盾冲突的不相融性 , 三是人 口发

展过快
、

素质较低与农村经济
、

社会发展的要求的不协调性
。

从微观上看
,

这些消极因素主

要是 1
。

乱摊派
、

乱收费依然存在
,

农 民负担过重
。

2
.

极少数农村干部 以权谋私
,

吃吃喝喝
,

干群关系紧张
。

3
.

封建迷信活动有所抬头
,

宗法势力呈发展趋势
。

4
.

法制观念淡薄
,

有些农村

社区的社会秩序较乱
,

发案率降不下来
。 5

.

农村基层工作
“ 三大难

,,
(指突击计划生育

.

调

整宅基地
、

催收提留款 ) 依然存在
,

其中哪一难都可能激化矛盾冲突
,

影响稳定发展
。

会议认为
,

要保证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
,

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工作
。

一是必须加

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

二是必须保证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
,

特别是家庭式大包干生产责任制

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

三是要努力实现农村经济的持续
、

稳定
、

协调发展
,

特别是粮食生

产的持续稳定发展
,

这是保证实现农村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
。

四是要加强对农村社会的控制

机制系统
。

(王训礼 )

① 参见 叹
·

科恩
: 《美国妇女家务劳动知多少 ? 》 ,

载 《关国传统 》 杂志
,

1 98了年 9
、

10 月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