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国四十年社会发展指标的评价

社会发展和社会指标课题组

编者按
:

这是一篇实事求是的有据有理有说服 力的分析文章
,

衬于我们 冷静地

总结过去
,

清醒地认识现在
,

把握将来的发展大有稗益
。

特此推荐给想 了解中国的

真实国情的读者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40 年
,

历尽艰辛
,

已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

主义新中国
。

经过 40 年
,

我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

科学技术获得很大发展
,

人民的物质文

化生活和精神面貌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

特别是党的十
一 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 10 年

,

社会和经

济各方面发生的变化更为显著
,

其速度大大超过 了前 30 年
。

为了科学地展示这 40 年的社会发

展状况和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
,

我们拟采用社会指标体系的评价方法
,

对 40 年社会发展进行

综合评价和简要的分析
。

社会指标体系是用一系列有代表性的数量指标衡量监测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

研究社会经

济发展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
。

通过这些数量关系来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否协调
。

并揭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 问题
、

社会矛盾
,

剖析其原因
。

它具有描述
、

评价和预测的功

能
。

过去按照传统的做法
,

反映发展的综合指标一般只用经济指标 (国民生产总值
、

国民收

入
、

工农业总产值等 )
,

或用单项指标来评价
,

而忽略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
、

协调发展
。

这次

我们从现行的数千个社会经济指标中
,

根据 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原则
,

参考 了国内外已有的社

会指标体系的理论和方法
,

结合我国国情和现有统计基础
,

筛选了重要的
、

有代表性的社会

指标 41 个
,

组成了社会指标体系
,

分成社会结构
、

人 口素质
、

经济效益
、

生活质量
、

社会秩

序五个子系统
,

各子系统可进行相互之间的横向比较
,

也可进行历年的纵向比较
。

这套指标

体系体现 了以人为中心的衡量标准
,

因为人是社会发展的中心
,

又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
,

社

会发展的 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
,

所 以
,

发挥人的积极性和潜力是社会

发展的核心
。

因此 41 个社会发展指标中有 33 个指标是用人和劳动力计算的比率数
。

指标体系的计算方法是使用较简便的加权平均指数法
,

根据每个指标在社会发展中的重

要性确定权数
,

先计算出 41 个指标的分项指数
,

乘以权数得出分类指数和综合指数
,

然后进

行纵向的历史比较
。

以货币表现的指标
,

均扣除了价格上涨因素
,

使历年具有可比性
。

指 标 分 析

一
、

综合指标的分析
。

为便于比较
,

将建国后 36年分成两个时期
。

以 1 9 5 3一 1 9 7 8年这 26 年作为一个 时 期
,

以

1 9 7 9一 1 9 8 8年党的十犷届三中全会后的 I Q年作为一个时期
。

两个时期的比较结果是
: 改革后

10 年无论是综合指标还是分类指标的增长速度都明显快于改革前 26 年的增长速度
。

综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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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曰一a,口9 5 8 1 0 37

17 5

100幼
322222322加33333
。JZ加2532332拐3

公斤 1 2 3 1

63 4

2 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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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根据 19 即年 《 中国统计年鉴 》 及有关资料加工整理

。

注
` ①指文教卫生

、

科研社会福利投资 ②包括基建投资 ③逆指标用倒算法计算 (以下同 ) ④为19 86 年数

⑤为解放初期 ⑥为巧 54 年 ⑦为玲 64 年 ⑧为为82 年 ⑨绝对数为 1980 年固定价
,

速度为可比价 L绝

对数为现价
,

速度为可比价 @为工9 5 )年 @为城乡加权平均数 @ 包括生产和生活消费量 ⑧自行车缝

纫机
、

收录机
、

手表
、
电扇

、

冰箱
、

电视机
、

收音机
、

照相机
、

洗衣机
。

⑥包括零售商业
、

服务业
、

饮

食业 L估计数 @ 19 85 年 ⑥缺 19 5 2年
,

未算入总指数中 L 1 9 79 年
。

3 6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为 3
.

7%
,

前 26 年平均只有 2
.

8%
,

改革 10 年平均为 5
.

6 %
,

比 前 26

年平均增长速度快了一倍
。

从分类指标看
,

除人 口素质和社会秩序外
,

社会结构
、

生活质量
、

经济效益三类指标均

是后 10 年快于前 26 年的递增速度
。

从横向比较的速度看
,

社会指标略快于经济指标的增长
。

3 6年平均经济效益每年增长 2
.

6%
,

而其他四类社会指标增长 3
.

9%
,

尤其是改革 10 年社会指标

每年增长 6 %
,

大大快于经济效益平均每年增长 3
.

6%的速度
。

增长速度最快的是生活质量指

标
,

36 年平均每年增长 5
.

3%
,

改革 10 年每年增长 10
.

1 %
,

超过前 26 年增长 3
。

8% 的6
。

3个百

分点
,

值得注意的是
,

无论是前 26 年还是改革 10 年
,

生活质量的增长速度均大大超过 了经济

效益的增长
,

尤其是改革 10 年生活质量是每年增长 10
.

1 %
,

超过经济效益每年增长3
.

6% 的

2 9



.

5个百分点
,

这两者速度差别过大
,

说明了生活质量提高的速度和经济效益的 增 长
,

两者

很不协调
,

反映了确实存在消费需求膨胀的现象
。

其次是社会秩序指数中除工伤事故死亡率

有所好转歼
,

其他社会治安指标均呈上升趋势
,

尤其是近 10 年社会治安指标上升较多
,

说明

了社会治安情况很不稳定
。

二
、

分类指标的分析
:

1
.

社会结构
。

社会结构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

优化社会结构是改善社会机制
、

促进社会

经济发展的前提
。

我们选择了产业结构
、

城乡结构
、

智力结构
、

就业结构
、

投资结构
、

出口

结构等 9 个指标
。

社会结构 3 6年综合指数每年平均为 2
.

1 %
,

主要是改革前 26 年 由 于 僵 化

的体制和受
“
左

” 的影响
,

重经济
、

轻社会
、

先生产
、

后生活
,

片面发展重工业
、

忽视人民

生活
,

形成了社会与经济发展很不协调的畸形社会结构
,

致使 26 年平均每年仅增长 1
.

5 %
,

城市化速度缓慢
,

非农业人 口的比例 26 年间几乎原地不动
,

第三产业发展缓慢
,

26 年间仅从

9
.

1 %上升到 1 1
.

9%
,

社会投资比例丁降
,

出口萎缩
。

改革开放 10 年来
,

社会结构 已逐 步 趋

向合理化
,

平均每年递增速度由前26 年的 1
.

5% 上升为 4
.

3%
,

其中非农业少
、 「

一

l比例由 19 78 年

的 1 5
。

8 % 上升为2 0
。

9 %
, ① 非农业劳动力比例也由 2 9

.

3 %上升为 40
.

9%
,

标志着农业人 日和

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的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了
,

第三产业劳动力的比例也由 1 9 7 8年的 1 1
.

9 %

上升到 17
.

9%
,

用于文教卫生
、

科研
、

福利等方面的社会投资比例也由4 ` 3%提高到 10 %
,

出

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4
.

7 %上升到1 2
.

8 %
,

标志着我国正向外向型经济发展
,

脑力劳

动者比例也由 6
.

5%上升到8
.

5 %
。

在社会结构中发展较为缓慢的一是享受社会保障人数的复

盖面比例上升缓慢
,

由1 9 7 8年的2 2
.

7%上升为 2 7
.

7 %
,

至 1 9 8 8年底尚有 72 %的社会成员仍处于

社会保障安全网之外
,

这主要是 98 %的农民还缺乏安全保障措施
,

这对农业生产力的稳步发

展和农村计划生育的推广是不利的
。

二是教育经费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

30 多年来一直在

2 %上下徘徊
,

一

至 1 9 8 8年仍只有 2 `导%
,

居世界 1 0 0位之后
,
造成我国教育滞后于经济的局面

,

也是社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

总的来看
,

社会结构虽比以前有所改善
,

但距社会发展

的要求差距仍很大
,

仍需进一步改善和优化
。

2
.

人 口素质
,

人口素质的高低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

同时提高人的精神

文明程度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 目标
。

现选择了身体素质
、

文化素质
、

科技素质等 7 个指标
,

人 口素质的综合指数 36 年平均每年增长 4 %
,

前 26 年增长 .4 2 %
,

快于改革后 10 年 3
.

1 %的速

度
,

这是因为建国初期提高较快
,

到70 年代已达到世界中等国家水平
,

人口 素质在 已经提高

的基础上再继续提高
,

速度就缓慢了
,

另外如平均预期寿命
,

婴儿死亡率
、

初中以上文化程

度比例
,

这三项指标是社会指标中既反映人 口素质
,

又反映生活质量的综合性指标
,

但这三

个指标的提高都有一定限度
,

如平均寿命从 35 岁提高到 1 9 7 8年的 68 岁
,

平均每年提高.1 3岁
,

属于恢复性质
,

从 1 9 7 8年的 68
.

2岁提高到1 9 8 7年的 69 岁
,

则速度明显减慢
,

平均 每 年 只 提

高不到 0
.

1岁 , 初中文化程度人口从 1 9 6 4年的 6
.

4%提高到 1 9 8 2年 25 %
,

每年提 高 1 个 百 分

点
,

而近 ` 年每年只提高0
.

7个百分点 , 人口自然增长率从 1 9 5 2年 20 输降为 1 9 7 8午的 1 2场
,

1 98 4年降到历史最低点 10
.

8编
,

说明计划生育成效显著
,

但 自 1 9 8 5年以来又有回升
,

到1 9 8 8年

已回升到 1 4
。
2编

,
`

这是因计划生育有所放松和进入生育高峰期所致 , 每万人 口 中大 学 生
、

① 反映城市化水平是用
“

非农业人 口比例
” ,

即以户藉制度来划分
,

未用
“
城镇人口 比例

” ,

因城镇人口包括了大

盘农典水口
,

19 88 年占63 % ,

不能真实反映城市化水平
。

但在非农业人 口中未包括农业人 口转移到非 农 业人 日

川扣O多万人
,

约占全国人口 8 %左右
。



医生和科技人员比例三个指标
,

后 10 年的增长均快于前 26 年的增长
。

总的看
,

人口素质的提

高是我们今后面临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

3
。

经济效益
。

一切社会活动都离不开经济基础
,

因此广义的社会发展应包 括 经 济 发

展
,

经济是一切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

过去单纯用经济指标来衡量社会的进步是片面的
,

如

果单纯用社会指标而忽视经济指标来衡量社会的发展也是不全面的
。

但经济指标繁多
,

我们

选择了最能概括反映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水平和体现经济效益的 7 个指标
,

36 年平均增长率为

2
.

6 %
,

改革 10 年平均增长 3
.

6%
,

大大快于前 26 年平均 1
.

6%的速度
。

经济指标中最能 全 r面

概括人的生产活动应该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

它包括了物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总价值
,

由

于缺少 1 9 5 2年资料
,

故我们改用人均国民收入指标
,

它反映每人在物质生产部门所创造的价

值
,

也大致能综合反映国民经济总的发展水平
,

并考虑 了人 口因素
,

按可比价格计算
,

它从

1 9 5 2年的 12 6元增加到 1 9 8 8年 72 1元
,

按当年价格计算已达 1 0 8 1元
。

35 年平均每年增长 5 %
,

改革 10 年每年增长 7
.

8%
,

不仅快于各个历史时期
、

快于前 26 年 3
.

9%的一倍
,

这个指标可以

概括说明改革 10 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
。

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平均每个社会劳动者所

创造的国民收入
,

其增长速度略低于人均国民收入
,

发展趋势大致相同 , 其他四个效益指标

发展缓慢
,

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

如每百元国民收入相应的财政收入
,

是反映国家能集中和分

配的国民收入中的部分资金
。

由于财政收入近 10 年增长慢于国民收入
,

因此财政收入 占国民

收入的比例越来越低
,

由 1 9 7 8年的 3 7
.

2元 降为 2 2
.

4元
,

还低于 1 9 5 2年的 31
.

2元
,

出现了负增

长
。

这说明国家能掌握的资金比例降低了
。

而财政支出却增多 了
,

以致 10 年中有 9 年 出现 了

财政赤字
,

累计达 6 70 多亿元
。

每吨能源消费生产的国民收入是反映能源 利 用 效 益 指 标
,

工业化初期
,

由于现代化耗能企业少
,

因此能源消耗较低
, 1 9 5 3年每吨能源国民收入达 1 5 06

元
, 1 97 8年降至 5 67 元

,

近 10 年能源利用率逐年提 高
, 1 9 8 8年又回升到 8 53 元

,

10 年平均增长

1
.

2%
。

资金利税率是综合反映全民企业经济效益的综合指标
,

历年下降幅度较大
,

由 1 9 5 2

年的25
.

4%降为 1 9 8 7年的 1 4
.

5%
,

下降了 1 0
.

9个百分点
。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是反映投资效

果的
,

由于基建规模大
、

战线长
,

投资效果也是下降的
,

从 “ 一五 ” 时期的 84 %降为 1 9 8 8年

的7 1%
。

每一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
,

这一指标的选择是考虑到我国是 8 亿农业 人 口 的 大

国
,

粮食仍是牵涉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

粮食产量在近 10 年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
,

加上农

业劳动力增长过快
,

因此每一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增长缓慢
, 1 9 8 8年只有 1 2 3 1公斤

,

近 10

年每年仅增长 1
.

7%
,

稍快于前 26 年每年增长 0
。

3%的速度
,

36 年平均每年增长。
。

7%
。

这 说

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
,

还满足不 了人 口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

由于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增长缓慢或下降
,

所以总的经济效益不佳
,

这说明单纯求速度
,

忽视效益的倾向
,

还没到得根本扭转
。

值得注意的是近 10 年经济效益的增长慢于社会结构和

生活质量的增长
,
已出现了不协调现象

。

4
.

生活质量
。

生活质量一方面是体现了社会发展的结果
,

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

程度
,

另一方面
,

生活质量的提高又能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
。

生活质量的稳步提高必须与经

济效益相适应
,

只有在经济效益提高的前提下
,

提高生活质量才能有物质保证
。

反映生活质

量的指标很多
,

我们选择了12 个主要指标
,

包括居 民消费
、

收入
、

吃
、

住
、

用
、

能源消费
、

生

活方便程度
、

精神生活和物价指数等
。

收入和消费等货币指标均扣除了物价上涨因素而具有

可比性
。

生活质量综合指数 36 年平均增长 5
.

3%
,

它是各类指标中增长最快的一类
,

尤其是改

革10 年
,

每年增长高达 10
.

1%
,

比前 2 6年的 3
.

8%增加了 6
.

3个 百分点
,

增长较快的原因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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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前拓年因忽视人民生活
,

提高较慢
, 1 97 8年以后头几年具有还欠帐的性质

,

此外
,

也

确实存在消费增长过快和超前消费的现象
。

例如后 10 年居民消费水平超过了社会劳动生产率

的增长
。

在 13 个指标中10 年平均增长最快的是 10 种耐用消费品占消费品比例 ( 自行车
、

缝纫

机
、

收音机
、

手表
、

电视机
、

冰箱
、

洗衣机
、

电扇
、

照相机
、

录音机 ) 每年增长 15
.

5%
,

每

万人口拥有商业网点每年增长 2 4
.

5%
,

这一指标反映了个体摊点增多
,

居民生活方便程度有

了很大提高
,

城镇人均储蓄额 ( 1 1
.

1 % )
,

农民人均纯收入 ( 1 1
.

5% ) 增长都较快
。

影响生

活质量提高并出现负增长的是物价指数
,

在 1 9 7 8年以前
,

物价处于相对稳定
,

从 1 9 8 8年开始

比上年的上升率为1 8
.

5%
,

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
,

尤其是副食品的价格 1 9 8 8年上升 30
.

4 %
,

价格的猛涨不仅影响了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
,

而且还因超过居民的承受能力引起居

民的不满情绪
。

生活环境也是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
,

改革以来
,

环境保护工作受到各级政府 重 视
,

从

1 9 7 9年颁布了 ((环境保护法》 并加强了监测工作
,

在防怡工业污染的
“ 三废

” 处理方面取得

了初步成效
。

但就总体而言
,

环境保护存在问题较多
,

当前工业污染还相当严重
,

已严重危

害了居 民的健康
,

据有关部 tl 1 9 8 9年公布的一项全国性调查
,

有 79 %的居民饮用水遭到不同

程度的污染
。

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工业企业
“ 三废

” 污染尤为严重
。

如果不引起重视
,

将会

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
。

但由于缺乏历年环保监测资料
,

难以作出历史评价
。

因此本指标体系

中暂缺环保资料
。

5
.

社会秩序
。

社会秩序与安全是表明人们对社会关系和行为的调控能力
,

正常的稳定

的社会秩序与安全
,

是生产和生活的保证
。

我们选择了刑事案件
、

治全案件发生率
、

青少年

犯罪比例
、

交通事故死亡率
、

职工伤亡率
、

火灾发生率等六个指标
,

这些指标是衡量精神文

明
、

社会风气
、

社会秩序的主要标志
。

以上六个指标的综合指数是各类指标中速度最慢的
,

(因为是逆指标
,

以倒退指数表示
,

均为负增长 ) 除工伤事故死亡率是下降趋势外
,

其他安

全指标均是上升的趋势
,

如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 1 9 5 2年只有 4
.

2件
, 1 9 7 8年上升到 5

.

5件
,

1 9 8 8年上升为 8
.

3件
,

由于各地统计不实
,

实际立案率远不止此数
,

据有关部门估计 约 在 15

件以上
,

己超过了 1 9 8 1年历史高峰期
,

青少年犯罪在全部犯罪案件中所 占比例越来越高
,

由

1 9 5 2年的 2 5%上升到近几年的 70 % 以上
,

大案要案的比例也由 4 %上升到 2 4
.

5 %
,

每万人治

安案件发案率也由1 98 5年的9
。

8件上升到 13 件
。

1 9 7 8年 以来交通事故逐年上升
,

死 亡 人数由

1 9 7 8年 2
.

5万人增加到5
.

5万人
,

平均每万人 口死亡率由2
.

吟人上升到 5
.

04 人
,

其他城 乡居 民

非正常死亡率近几年也高于 1 9 7 9年
,

只有职工伤亡事故死亡率比 19 78 年有所下降
,

但乡镇企

业的伤亡事故死亡率是上升趋势
。

火灾发生率也是下降的
。

从社会秩序总的情况看治安情况

日趋恶化
,

居民安全感大大下降
。

纵观建国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动态 比较
,

大部分指标都增长较快
,

尤其是改革 10 年取

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

说明我国改革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
,

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
,

社会经济

发展中也出现 了一些不协调现象
,

除上述分析中已指出的外
,

还有一些未列入本指标体系中

而在警报指标体系中反映出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

主要是 1 9 8 4年以来社会总的 供 求 失 衡
,

供需差额由 1 9 8 3年的 2 00 多亿元扩大为 1 9 88 年的 2 2 0 0多亿元
,

基建投资压缩不力
,

消费 需 求

膨胀
,

居民消费水平超过 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

集团购买力居高不下
,

财政补贴逐年增

加
,

10 年累计额高达 4 0 0 0亿元
,

财政入不敷出
,

赤字加大
,

10 年有 9 年赤字
,

累计 达 6 70 亿

元
,

如包括内外债和地方财政结余抵消的赤字
,

实际赤字接近 2 0 0 0亿元
,

货币发行量比上年



的增发量由 9 1 78年的 17亿上升到 19 8 8年的能 O亿
,

达到了历史高水平
,

货币流通量与商品供应

的比例很不协调
,

每元货币流通量相应的社会商品零售额由过去正常年份的 8一 9元降至1 9 8 8

年 4
.

4元
,

是历史最低点
,

通货膨胀的结果是物价上涨
, 1 9 8 8年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了 1 8

.

5%
,

超过了 1 9 6 1年 16
.

2% 的最高点
,

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

物价的猛涨使三分之一的 居 民 实 际

收入水平
一

「降
。

值得注意的是 1 9 8 9年上半年在治理整顿中情况仍没有好转
,

零售 物 价 指 数

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25
.

5%
,

失业率有上升趋势
,

消费需求居高不下
,

滥发钱物仍未得到有力

控制
, 1 9 8 9年上半年职工平均工资 (包括奖金

、

津贴等 ) 比 1 9 8 8年同期增长 18
.

8%
,

扣除物

价上涨 因 素后
,

实际工资下降 5
.

9%
,

居民生活必需品库存下降
,

市场供应紧张
,

经济效益

呈下降趋势
,

据财政部统计
,

上半年工业企业每百元销售收入实现的利润比 1 9 8 8年同期下降

2 6
.

7%
,

可比产品成本上升 1 8
.

6 %
,

上交利润比去年同期减少41
.

4%
,

亏损额比去年同期翻

了一番多
,

财政支大 于收的状况没有改变
。

此外社会分配不公的利益矛盾比较突出
,

虽然从城乡贫富差距总的平均数并不悬殊
,

但

是部分高收入户和暴发户
,

他们人数虽不多
,

·

影响却极大
,

据有关部门统计
,

年纯收入万元

以上的户有 4 37 万户
,

约占全国总户数 2 %左右
,

其中百万富翁已有 4 0 0 0余家
,

而 1 9 8 8年全

国城乡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仍有 1 亿人左右
,

不得温饱的特困户也仍有 3 0 0 0万人左右
,

贫富

的悬殊形成了强烈的攀比效应
,

它将影响大多数人的劳动积极性
。

上述指标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情况
。

人们对于客观发展结果的判断
,

一般表现为主观感

受
,

即表现为人们对需求满足程度的主观评价
,

主观评价往往受到每个人不同经济条件
、

文

化
、

习俗及社会心理
、

政治态度等因素的影响
,

人们对当前各项政策和生活质量的满意度
,

是政府各项社会政策实施结果的反馈
,

用抽样的问卷调查方法是社会指标中测量居民对社会

物质和精神生活满足程度的主观评价的较普遍使用的方法
,

只有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相结合

才能全面评价社会发展的总成果
。

所以
,

这里再就主观评价指标做如下分析
:

近年来各单位做了许多问卷调查
,

对当前的政治社会生活反映了不少意见
。

尤其在党风
、

物价
、

治安等方面意见比较集中
。

中国社会调查系统对 40 个城市 2 8 0 0人的调查表明
,

对物价

上涨不满的比例 已由 1 9 8 7年 10 月 占80 %
,

上升到 1 9 8 8年的 92 %
,

社会指标课题组和国家统计局

社会司 1 9 8 8年 8 月对 1万名职工调查
,

对物价上涨不满 比例已高达 94 %
, 1 9 8 9年上半年 《半

月谈 》 3 7 3 5份问卷调查中
,

认为 “
物价上涨幅度比上年涨得最猛时

” “ 更大 了
” 和 “ 差 不

多
” 的比例占75 %

,

这说明物价上涨已超过了居民承受能力
。

在 1 万名职工的问卷中在
“ 会

引起社会矛盾冲突
” 的 7 问中

,

第一位是
“ 物价进一步上涨

” ,

占64 % ;
第二位是

“ 收入差

距扩大贫富悬殊
” 占35 % ; 认为当前社会安全中最突出

,

占第 一 位是 “ 贪污受贿
” ; 认为政

治生活中最急需解决的第一 位问题是
“ 党风不正和社会风气不 良

” ;
在个人生活中占第一位

的是
“
收入太低

” ,

占第二位的是
“ 住房紧张

” ,

第三位是
“
劳保福 利 太 少 ” 。

在 《半 月

谈
” 的调查中人们当前最关心的占第一位 ( 78 % ) 是要求

“
从严治党

、

克服腐败现象
” ,

在

问及对
“
克服腐败现象

” 的看法时
,

有 66 % 的人认为是 “ 雷声大
、

雨 点 小
” ,

有 21 % 的

人认为
“
问题越来越严重

” 。
1 9 8 9年对北京 1 72 名知名人士和离休的高层官员的调查 中

,

也 把
“ 深化改革推进民主政治

,

消除腐败现象
” 列为中国当前最迫切问题中的第一位

,

第二位是
“ 从各级官员着手

,

自上而下推行廉政制度建设
” ,

第三位是
“
控制通货膨胀

” 。

此外
,

居 民对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深感忧虑和不安
。

据公安部公安研究所 1 9 8 8年 1 2月在

15 个省市对 1
.

5万城镇居民进行的
“ 公众安全感

” 调查结果表明
,

目前安全感处于
“ 一 般 偏



下 ”
水平

。

这是通过对五项指标 ( 社会治安的评价
、

自我感觉
、

深夜是否敢走夜路
、

女职工

是否要接送
、

一人在家是否怕生人来访 )的综合测评
,

安全感均不到 50 %
。

《半月谈》 1 9 8 9

年上半年的问卷调查
,

对当前社会治安状况的评价
,

认为有好转的只占20 %
,

有 80 % 的人认

为是
“
老样子

” 和 “ 更坏了 ” ,

许多人现在有
“ 三怕 ”

—
出差不放心

,

怕遭抢劫
, 上班不

放心
,

怕家里被偷盗 ; 行路吊着心
,

怕出车祸
。

以上几家间卷调查结果大致相同
,

当前群众最关切的间题是反对腐败
、

控制物价上涨
、

对社会分配不公表示不满和要求整顿社会治安
。

主观感受指标和客观统计指标之间是存在一

定差距的
,

如人民生活
,

从客观指标看
,

改革 10 年增长速度很快
,

但间卷调 查 结 果
,

群众

却不够满意和很不满意
,

说明人们对改革的期望越来越高
,

对改革的满意度有所下降
,

这是

因为主观感受与人们的主观愿望和追求目标相比
,

总是会有差距的
,

但差距不应过大
,

如过

大
,

就会导致人们的不满情绪
,

还因为自1 9 8 8年以来
,

物价上涨过猛
,

确实抵消了居民所得

一部分好处
,

从而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情绪
。

从以上所反映的情况看
,

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社会环境是相当严峻的
,

经济和社会已出现

了不协调现象
,

存在着一些不安定因素
,

但大部分群众对改革是抱有热切希望的
,

如果能在今

后治理整顿
、

深化改革中认真地整治腐败
、

抑制通货膨胀
、

合理调节收入分配
、

整顿治安等

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

重振党的威信理顺民心
,

就能调动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

巩固建设和改革的成果
。

此外
,

从主观调查和客观统计指标的比较中
.

可以看出
,

由于主观调查真实地 反 映 了 民

意
,

因此它反映社会和经济不协调的现象更为明显
,

阿题更为突出
,

由此可见
,

完整的社会

指标体系应该是客观统计调查
、

主观间卷调查和典型调查相结合
。

由于本文是社会发展的综

合指标体系
,

反映的是宏观数量关系
,

对有些闷题未能作深入的分析
,

这就有待于建立专题指

标体系来解决
,

例如要详细分析社会结构是否合理
、

生活质量的内在关系等就要在社会结构

和生活质量的专题社会指标体系中去分析 , 对于社会发展中较敏感又有重大影响的社会问题

的分析 ; 有必要建立一套警报指标体系
,

定出警戒线
,

通过对数据的动态分析及时提出预警
,

以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
,

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

早在 60 年代
,

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运用社

会指标体系和警报 (先兆 ) 指标为社会发展服务
,

并 已取得了较好效果
。

在我国
,

社会指标

工作刚刚起步
,

还缺乏经验
,

我们只是力求 以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社会实践为基础
,

作一些探

索性的研究
。

社会指标是一把
“
尺子

” ,

我们希望运用这把
“
尺子

” 能准确地
、

及时地测量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
、

趋势和发现一些间题
,

促使我国的社会经济获得健康 稳 步 的 发

展
。

(本文是经过课题组集体讨论
,

由吴寒光教授
、

李培元同志在理论
、

方法上作指导和修

改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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