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建立严密而 完整的社会学基本范畴体 系

建立社会学签本范畴应遵循这样的原则
:

( 1 )这种范畴必须是最基本的
,

相互间独立的
,

由这些最基本的范畴能够衍生出内涵

更为广泛的其它范畴
;

( 2 ) 这种范畴应该能够 以某种数学模型表示
,

因为数学符号的表达可避免社会学家理

解上的岐义
;

( 3 ) 这种范畴所表示的社会现象是可 以被感知的并且可以被验证的
;

( 4 ) 这种范畴能被大多数社会学家所接受所认同
,

并且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具有普遍意

义
,

有相对的稳定性
。

2
.

子找更适应于社会学研究的数学工具

我们认为
,

这种数学工具就是模糊数学
。

引入模糊数学这一有效的数学工具于社会学研究
,

有着诱人的前景
,

是一块有待社会学

家去共同开发的处女地
。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及其对策

陆学艺
、

张厚仪在 《经济 日报 》 1 9 89年松月 1 2 日撰文指出了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

现的新间题及应采取的对策
。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 问题

① 改革十年来
,

全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由 1 9 7 8年的 1 34 元增加到 1 9 8 8年的 545 元
,

年增

长 7 %
。

但是
,

不同阶层主要是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与其他农民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拉

大了
,

出现了分配不公问题
。

② 80 年代中期以后
,

农民卷进了商品经济的海洋
。

作为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的农民
,

最强烈的愿望是要求等价交换
、

公平交易
。

然而
,

我们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向城市 和 工 业 倾

斜
,

要求农民继续为工业化过高地积累资金
。

加之少数干部存在着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
,

使

一些农民对某些干部产生了不信任感
,

并导致一些恶性事件的发生
。

③ 农民不爱种田
,

农业生产缺少活力
。

种田的远不及经商有利可图
。

④ 1 9 8 5年人 民公社改为乡
、

镇后
,

机构的职能和工作内容变化不大
,

只是换了名称
,

扩大了编制
。

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分别改为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
,

都是群众自治组织
,

没有

政治和经济职能
,

所起的作用有限
。

农村基层组织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

⑤ 在有些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很快
,

但抢劫
、

绑票
、

盗窃
、

卖淫
、

漂娟和弃教经商以及

弃学务工等社会问题却相当严重
。

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不能协调发展
。

当前应采取的 对策

①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重新认识农民
,

保护农民
,

教育农民
,

引导农民
,

并建

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农村领导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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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按价值规律 同农民打交道
,

逐步建立农村商品经济的新秩序
。

③ 恢复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

建立和健全农村基层组织
。

④ 调节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的过高收入
,

保护雇工的合法权益
。

⑤ 重视研究和治理农村社会问题
,

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

我们应在农村还不太富裕的条件下
,

把农村社会组织得更好些
,

使农民安居乐业
,

充分

发挥劳动积极性
,

进而加速整个农村发展的历史进程
,

顺利地实现我国农村现代化的伟大 目

标
。

中国当前的劳动就业问题

1 9 9 0月 2 日 2 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召开了社会学月谈会
,

会上北京大学袁方教授

主讲
“
中国当前的劳动就业间题

。 ”
其主要观点如下 (全文将另发 )

:

一
、

在当前中国改革
、

开放
、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
,

劳动就业出现新情况和新

问题
,

研究这个问题的历史与现状
,

探讨它的发展前景
,

并提 出相应的对策
,

是 十 分 必 要

自勺
。

二
、

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三次就业高峰的压力
。

第一次是 50 年代初期出现的
,

第二次是

60 年代初出现的
,

第三次是70 年代末出现的
。

历次失业或待业人员都在几 百 万 人 以上
。

由

于 采取了正确对策
,

经过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
,

建国四十年来失业人员都基本上得

到安置
,
从而维持了社会安定团结

,

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
,

人 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

成绩是显

著的
。

三
、

中国劳动年龄人 口多 (男 16 一 59 岁
,

女 16 一 54 岁 )
,

要求就业的人数也多
,

而经济

力量不足
,

劳动力供给大于需要的矛盾一直存在
,

有时突出
,

有时缓和
。

因而失业或待业现象

不可避免
。

为解决这个问题
,

中国政府于 19 8 0年 8 月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会议
,

总结了过去

三十多年的就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

并重新考虑就业的方针政策
,

提出了在国家统筹规划和

指导下
,

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
、

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 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新的就业方针
,

即

“ 三结合
”
的就业方针

。

这一就业方针标志着中国劳动就业发展的里程碑
。

它开创了劳动就

业的新局面
,

因为这一方针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仍有就业
、

失业或待业 间题
,

这是就

业理论的重大突破 ; 广开 了劳动就业 的门路
,

适用多种经济长期并存的需要
;
突 破 了 过 去

“
统包统配

” 的就业模式
,

为劳动力合理流动提供了政策依据
,
城乡应统筹兼顾

,

劳动就业

的范围需要扩展到农村
。

所 以这一方针对中国劳动就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产生具

有深远意义的变化
。

四
、

从目前到本世纪末
,

中国城镇又将面临第四次就业高峰的挑战
。

劳动力供大于求的

矛盾尤为突出
,

就业问题十分严峻
。 1 9 8 8年中国城镇就业人数增加到 1 4 2 6 7万人

,

比 19 8 5年增

加 1 1
.

4%
,

占城镇社会劳动力 97
。

97 %
,

但同时待业率也有所上升
,

由 1
.

8%上升到 2 %
。

一

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县城的待业人数和待业率都迅速增长
。

据有关方面预测到本世纪末全国

劳动年龄人口 将达到 7 8 0 0 0万人
,

比 19 8 5年增加 15 9 0。万人
,

这些新增加的就业人 口主要集中

在
“ 一

七
·

五 ”
时期约计 7 7 0。万人

。

进入 90 年代
,

劳动力增长速度有所减缓
,

但数量仍庞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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