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意调查
:

一个有待开拓的社会学新领域

陆 震

作为社会调查的一个内容和一种方法
,

民意调查正 日益引起政府机关
、

科研部门
、

社会

团体
、

企事业单位
,

以至学校
、

农村等各处的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

被广泛运用于社会改革
、

科学研究
、

工商业经营
、

农村建设
、

学校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等不同领域
。

然而
,

与对民意

调查的热心运用相比较
,

人们对民意调查的科学运用及对这一社会现象的研 究
,

仍 尚 待 起

步
。

、
,

此种情形
,

虽属难免
,

总不宜拖延过久
。

为此
,

笔者不揣冒昧
,

将 自己在思考民意调查

现象时所得的若干浅见
,

叙述如下
。

一
、

古老而崭新的现象

“ 民意
” ,

与
“ 民心 ” 、 “

公意
”
等词语 同义

,

指称人民的共同意见和愿望
。

对这种意

见和愿望的征询
、

了解和分析
,

即是民意调查
。

民意调查并不是近代才有的社会现象
,

它与人类的原始民主制同时诞生
,

并且是这一民

主制的核心内容和本质所在
。

在我国
, “ 民意 ,, 一词早就见诸史籍

。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 《管

子二 臣乘马》 中即有
“
怨民心伤民意

” 之语
,

多汉书
·

杜周传 》 中亦有
“
顺天心说民意

” 之

言
。

而远在 “ 民意 ” 一词出现之前
,

人们就 己十分重视民意
,

几

就在慎重其事地进行民意调查

了
。

以下事实人所公认
:

在人类社会早期以氏族为生存单位的原始共产主义制度下
,

就任何

事关氏族大局的公务召开氏族成员会议
,

征询全体成员的意见
,

是一切氏族共有的通则与惯

例
。

原始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和共同生活
,
·

及由此而形成的原始的平等观念和对氏族集

体
、

氏族成员的信赖
、

尊重
,

加之 氏族范围的狭小
,

促成了以全民的民意调查为基本形式且

唯民意是从的原始民主制的建立
。

我们把这种表现为一种民主制度的早期民意调查
,

称为原

始民意调查
。

显然
,

它有以下特点
:

( 1 ) 民意具有裁决一切的至尊地位厂 ( 2 ) 进行的是

直接的民意调查
,

即直接征询人们对事项的态度 ; ( 3 ) 以全民的民意调查为
、

基 本 形 式 ;

( 4 ) 调查是以口头方式进行
。

长达 2
、

3 百万年之久的原始社会的漫长历程
,

使以原始民意调查为核心的民主制
,

取

得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巨大而又伦理化了的历史惯性力
。

对民意的尊重
,

对 民意调查的重视
,

成为深深植根于人们意识之中的历史心理积淀和习惯行为方式
。

进行民意调查相沿成例
,

以

至在进入阶级社会很久之后
,

统治者们仍被那逝去的文明所制约着
、

规范着
。

他们为了维持

自身的统治地位
,

习惯性地说着看重民意的话
,

做着 民意调查的事
。

此类情形
,

我国先秦典

籍中载录甚多
。 “ 天聪明

,

自我民聪明
。

天明畏
,

自我民明畏
”

( 《尚书
·

皋陶漠 》 )
, “ 民

之所欲
,

夭必从之
” ( 《左传》 )

。

《盘庚》 有
“
恭承民命

” 之 言
,

《召 浩 》 有
“
顾 畏

.

民

叠抚 之语
。

所谓
“ 民曹所好

,

鲜其不济也
。 `

民曹所恶
,

鲜其不废也
” ( 《国语

·

周语》 )
,



“ 国将兴
,

听于民
,

将亡
,

听于神
”

( 《左传》 )
,

其对民意的重视
,

可见一斑
。

以民意调

查而言
, 《尚书

·

周官》 : “
掌外朝之政

,

以致万民而询焉
。

一曰询国危
,

二日询国迁
,

三

曰询立君
。 ” 《左传》 : “ 晋惠公为俘于秦

,

使吕怡甥朝国人
, … … 告日

: `
孤虽归

,

辱 社

翟矣
,

其 卜贰困也
, 。

众皆哭
” 。

又
: “

周王子朝之难
,

晋侯使士景伯友何周故
,

士伯立于

乾祭而问于介众
” 。

此 为询立君之例
。

《左传》
: “

卫灵公将叛晋
,

朝国人 问焉
” , “ 吴之

入楚也
,

陈怀公朝国人间焉
” 。

此为询国危之例
。

盘庚将迁殷
, “

命众 悉 至 于 庭
”

( 《尚

书》 )
,

太 王将迁岐
, “ 属其省老而告之

” ( 《孟子》 )
,

则为询国迁之例
。

三询而外
,

何

休的 《春秋公羊传》 中还记述了周王朝派人到民间采访诗歌
,

以测民意
: “

男年六十
,

女年

五十无子者
,

官衣食之
,

使之民间求诗
。

乡移于邑
,

邑移于国
,

国以闻天子
。 ”

班固以为此
“
所以观风俗

,

知得失
,

自考正也
”

( 《汉书
.

艺文志》 )
,

就是说
,

是为了了解 民意
,

考

察政治得失
,

巩固 自己的统治
,

当然这里进行的已是间接的民意调查
。

此外
,

还有类似今 日

种种舆论机关的
“
史载书

,

警陈诗
,

工诵俄谏
,

`

士传言
,

庶人谤
” ( 《左传 》 )

,

统治者可

借以观测民意
。

古代社会中看重民意和 民意调查的光辉典范
,

自然要推城邦制度下的希腊奴

隶民主制
。

这一制度之下
,

在属于奴隶主阶级的公 民内部
,

颇有氏族民主的一代遗风
,

那个

著名的陶片放逐法 即是显例之一
。

然而这一切
,

也仅是遗风而已
,

氏族 民主制度的本质早已

蜕变
,

民意与民意调查 日益下降为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和掩盖阶级压迫的饰物
。

随着 以不把人

当人来对待为根本特征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普遍建立
,

民意的地位一落千丈
,

民意调查一事鲜

为人言
。

拿中国古代状况来说
,

几个清官查察民虞
,

若干官员微服私访
,

间或有钦差
、

巡抚

大人按视一方
,

可说是封建制度下民意调查的全部内容
。

那些调查的结果则是统治阶级用以

改善
、

强化其统治地位的工具
。

可见
,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民意调查
,

是一种 日渐衰微的社

会现象
,

我们将其称为古代民意调查
。

作为原始民意调查的反题
,

它具有如下特点
:

( 1 )

民意哒降为统治者政治权力的附庸 , ( 2 ) 民意调查成为剥削阶级的统治手段和 仁 政 点 辍

物 ; ( 3 ) 民意调查的精神背景已不再是平等观念
,

而是基于对民众的利用
、

治理和对人民

力量的恐惧等统治心理
,

所谓
“
载舟复舟

”
的议论

,

堪称这类心理的写照 ; ( 4 ) 除了希腊

的城邦民主制和一些别的少数例外
,

极少有全民的悦意调查
。

此外
,

除 口头方式外
,

古代民意调

查有了文字方式的调查
。

在进行直接的民意调查时
,

也使用间接的调查方法
,

即从民众的衣食

住行和所言所行去探求民意
。

最后
,

与原始民意调查一样
,

它使用的也是直观的经验调查方

法
。

现代民意调查兴起于资本主义制度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之际
。

将现代民意调查等同于今 日

盛行子西方世界的民意测验
,

这是人们相当普遍的一个误解
。

民意测验仅是现代民意调查的

方法之一
,

它迟至 19 世纪 20 年代方始出现
。

现代民意调查则开端于统计学的问世并以统计学

为基础
,

在技术和科学性上较直观经验的原始民意调查和古代民意调查进 了 一 大 步
。 1 6 7 1

年
,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
.

配第写成 《政治算术 》 一书
。

随着这部标志社会经济统

计学诞生的著作的出版
,

在英
、

法
、

德
、

荷兰
、

瑞典等国家出现了一批用数字
、

重量和尺度

来表现各种观点和各种命题的社会调查方面的书籍
,

其中既有直接的民意调查
,

也有间接的

民意调查
。

这样
,

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

得力于统计学的推助
,

古来就有的民意调查得

到了复兴
,

跨入了现代民意调查的新阶段
。

19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
,

继拉普拉斯之后
,

著名的法国—
比利时统计学家凯特勒将概率论运用于社会经济统计学

,

开创了数理统计学

的新领域
,

为现代民意调查提供了又一个科学技术方法
。

在这些新技术方法的基础上
,

英
一

、



法
、

德等国的政府
、

慈善组织及一些个人
,

进行了多方面的社会调查包括民意调查
,

取得了
一系列成果

。

如英国统计学家布思的三卷本著作 《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 (1 88 9一 18 9 1 )
,

包括了反映伦敦四百万居 民日常劳动
、

生活及其意愿的大量资料
。

法国学者勒
·

普累六卷本

的 《欧洲工人》 ( 1 8 7 7一 1 8 7 9 )
, “

不仅研究每个家庭物质生活的细节
,

而且研究他们的感

情
、

激情以及一般的理性生活和道德生活
”

(库恩
:

《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资产 阶级 社 会

学史》 第 135 页 )
。

德国学者列文斯坦的 《劳工间题 》 ( 1 9 1 2 ) 一书
,

作为 20 世纪初对工业

劳动的最广泛的研究
,

通过对一系列涉及工人生活的重要问题的调查
,

在包括工人的动机
、

游足
、

爱好及对自己状况的一般态度
、

愿望与要求等方面
,

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资料
。

在上述将民意调查作为社会调查的一个方面
,

与其他方面合在一起进行的同时
,

19 世纪

初
,

在美国出现了专以 民意调查为 目的的民意测验
。

据 目前所知
,

最早的民意测验 由美国的

《宾夕法尼亚人报 》 和 《明星报》 于18 29 年举行
,

在公众中作小范围抽样调查
,

征询人仍对

消费品和新闻媒介工具的态度
,

带有市场调查的性质
。

19 世纪末
,

这一方式逐渐被人重视
,

测验的范围由地方扩展到全国
。

本世纪起
,

民意测验的内容从市场调查扩大到总统选举
、

社

会问题
、

政党斗争等方面
。

进行民意测验的部门
,

由新闻界发展到政府机构
、

企业
、

学校
、

军队和各种社会团体
。

自1 9 3 6年盖洛普的
“
美国舆论研究所

” 在总统选举中预测成功之后
,

它所使用的抽样调查方法
,

开始成为民意测验的标准程序
,

·

民意测验由此作为一种严肃的
、

科学的调查方式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

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

大量的民意测验机 构 纷 纷
,

建

立
,

许多专门报刊先后出版
,

一些主要的大学都设立了舆论调查中心
,

并在欧洲
、

大洋洲成
,

立了美国舆论调查所的分支机构
,

经常在 5 0多个国家举办民意测验
,

研究 国 际 舆 论
。

1 9 4 6

年
, “

美国全国舆论调查中心
”
开会

,

探讨了民意调查在地方
、

全国以及国际事 务 中 的作

用
,

并就抽样
、

意见征询表的填写及调查结果的整理
、

资料的可靠性等问题交流了经验
,

推

动了民意测验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

二次大战后
,

亚洲
、

拉丁美洲许多国家也建立了民意测验

组织
。

19 湘年
,
一

民意测验的世界协会已在 41 个国家拥有 30 0个会员
。

随着统计理论和电 子 计

算技术的发展
,

民意测验的程序和手段 日趋先进
,

愈来愈多地被世界各国应用于政治
、

经 济
、

文化和科研各领域
。

借助于民意测验
,

现代民意调查已成为今 日国际上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
。

此外
,

现代民意调查还包括诸如选举
、

公民投票与公民复决等公众裁决的方式
。

选举制

度肇始于中世纪 自治城市议会的产生规则
,

今天
,

它通行于世界各国
,

是一种制度化了的
、

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法定民意调查
。

公民投票
,

亦称全民投票
、

全民公决
,

指由全国公 民通过

直接投票决定国家大事
。

这一直接民主的形式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平 民表决
,

以至更久远的氏

族民主制的全民表决
。

它通常在国家政局发生变化或决定重大事件时用以征询民意
,

确定是

否批准某项法律
、

政策
、

政治制度
、

国家领土的变更
、

国家独立等重大决定
。

在 国 际 关 系
,

中
,

有时用以决定某块领土的归属问题
。

公民投票既包括立法机关在通过法案或决意之前对

民意的测查
,

也包括立法机关在通过法案或决议之后对民意的征询即进行公民复决
。

在一般

情况下
,

公 民复决对立法机关所通过的法案和决议是否最终生效具有决定意义
。

公民投票普

遍存在于各代议制资产阶级国家
,

在个别国家如瑞士
,

甚至占有统治地位
。

现代民意调查兴起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它植根于资产阶级对自身利益的功利主义

追求
,

也出于人类了解和管理社会这一科学认识上的需要
。

它既是人民反对封建制度和资产

阶级丑恶统治的斗争产物
,

也是人类理性觉醒
、

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结果
。

它既依赖于由各

种原因而导致的对民意的重视
,

也立基于现代科技方法与物质手段
。

1 6 7 1年以来的三百多年



厉程表明
,

现代民意调查
:

( 1 ) 它不象古代民意调查那样是一种逝去了的文明的模仿物
,

而

是创造新文明的起始阶段的一个部分
,

它更多地受理性认识的清醒指导
,

而不是基于习惯行

为方式
。

在中世纪跌入谷底的民意的地位在逐步上升
,

这一上升
,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民

意调查中
,

已升居了主宰社会事务的尊位
。

在这里
, “ 指挥一切的是普通的小百姓

” ,

国家
“
信赖劳动群众的经验和天性

” , ① ( 2 ) 越来越多地使用文字调查
、

直接民意调查和全民

民意调查的方法 ; ( 3 ) 进行民意调查的团体
、

部门急剧增加
,

应用范围越来越广 , ( 4 )

调查方法优于传统的民意调查方法即经验调查方法
,

但并不排斥后者
,

而与后者相辅相成
,

同时使用
;

( 5 ) 调查工作制度化
、

法律化
,

调查的物质手段现代化
,

调查操作程序化
,

调

查结果快速化
、

精确化
,

调查研究趋向学科化
。

特别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和并存着

两种阶级本质截然相反的民意调查类型
,

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民意调查和无产阶级的民意调查

(始于马克思
、

恩格斯 )
、

资本主义社会的民意调查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意调查 (始干苏联

十月革命 )
。

二
、

历久不息
、

日见其盛的原因

岁月的流逝带走了许多曾经存在过的东西
,

多少璀灿的古代文明早已湮没在厉史尘埃之

中
。

然而与氏族同时诞生的民意调查
,

非但未随着氏族的消亡而绝灭
,

相反它历久不息
,

近

代以来
,

更日见其新
、

日见其盛
,

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
。

民意调查之所以能如此久存于世
,

极富生机
,

其原因又何在 ?

(一 ) 民意在社会运行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举足轻重的作用
。

简而言之
,

其一
,

民众是社

会活动的主体
。

社会活动
,

归根结底总是民众思想和愿望的反映
。

民意乃是各种政策
、

制度

的深层心理基础和社会意识前提
。

其二
,

民意的向背是社会政治斗争
、

经济发展 的 决 定 力

量
。

所谓
“
得人心者得天下

,

失人心者失天下
” 、 “

千夫所指
,

无疾而终
”
等等警语

,

即此

谓之
。

在生产力所提供的社会发展的可能范围内
,

民意将最终决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形

式 以至性质
,

社会发展的方向
、

速度与进程
。

其三
,
如马克思所说

,

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
,

必定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

民众主体作用的不断增强
,

是不可逆转的社会趋势
。

它必然导致民

意地位的步步上升
,

较过去更清楚地显示出民心不可欺
,

民意不可侮
、

不可 抗 的真 理
。

其

四
,

民意是指示各种社会情况所处状态的晴雨表和衡量一切社会 政 策 的试 金 石
,

即所 谓
“
人心 自有公论

” 。

恩格斯曾指出过
,

人民几乎能从本能上感觉到一种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

产力
,

从而表示出欢迎还是反抗的情绪
。

②

此外
,

民意 尚有如下特点
:

一是民意作为民众共有的社会态度
,

既可能以高层次的理性

认识为基础
,

也可能基于低层次的情感
、

意志等社会心理
,

既可能出于信念
、

信仰
,

也可能

源于各种实际利益的考虑
。

因此它除了深沉
、

稳固的一面外
,

还有多变和易被激发的一面
。

由于民意对社会变化总是十分敏感并能迅速作出反应
,

就使多变
、

易激发的一面更为复杂
。

二是民意的承受力强弱没有确定的限度
,

它随各种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可大可小
,

有很大的升

降幅度
。

三是民意不同于个别人的幻想或非非之念
,

它总是现实的
,

是生长于实际生活的认

识
、

情感
、

意志和行为倾向
,

并会顽强地
、

难以阻抑地转化为公众的行动
,

产生相应的社会

① 列宁
: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兰次代表大会》 , 《 列宁全集 》 第26 卷

,

第 43 n页
、

439 页
。

② 下思格斯 , 《反杜林论》 , 《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 第加卷
,

第16 2一16 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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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
,

情绪之来
,

可以建设一切
,

也可 以毁灭一切
。

不能把握 民意
,

在它的力量
、

变化与后

果面前
,

将陷于盲目应付的被动地位
。

(二 ) 它能通过对现实生活中和历史上民意的调查
、

分析
,

指示民意的真实情况及其变

化规律这一特定的角度
,

考察社会发展的进程与规律
。

同时
,

作为一种信息反馈
,

民意调查

具体展示人心的向背
,

为 良好的社会运转和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
、

监控手段和检验

工具
。

民意调查的这一功利作用
,

最为政府部门
、

工商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所重视
。

第三
,

民

意调查是一种社会情感
、

社会意志的凝聚工作
,

它征询而得的民意主流
,

具有巨大的舆论引

导为量
,

其对社会成员的从众心理所具有的权威性与感召力
,

不是一般单个人的意见可比拟

的
。

它能调节人们的社会心理
,

修正人们的社会观念
,

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
。

第四
,

物质生

产中国际分工的迅速发展及 由此而来的各国间政治
、

经济联系的 日趋密切
,

文化交流
、

人员

往来的日益频繁
,

使对他国的民意调查越发变得重要
。

外交
、

外贸
、

文化交流
,

无不以对对

方国家民情民意的了解为前提
。

对于一个处于改革
、

开放中的国家来说
,

这一点尤为明显
。

第五
,

民意调查又是一种重要的科研方法
。

它能提供大量科学的数据
,

为人们定量地进行定

性研究创造条件
。

同时它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推动争鸣的手段
:

人们可通过民意调查
,

将

是非曲直的判断诉诸于社会和群众
,

由他们基于实践作出检验
,
存优汰劣

,

及时纠正错谬乡

发展真理
。

民意调查甚至还是一些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的重大制约因素
,

例如生

态学的发展
,

人体器官移植
、

人工授精
、

安乐死等领域的状况与进展
,

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民意调查及其所得的结果是
“
众誉

”
还是

“
众怒

” 。

第六
,

民意调查的实践
,

能多方面地

提高人的文明素养
。

它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尊重他人
、

尊重集体
、

尊重社会
,

增进人的公德

心
、

公益心
、

自谦心
、

友爱情感和宽容精神
,

培养人的思考能力和独立品格
,

增强人的公民

意识
、

参政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

从而开阔人的视野
,

丰富人的个性
。

执 上述诸种功用之外
,

以现代统计理论和计算机运算为基础的民意调查
,

还具有 准 确 性

高
、

速度快
、

操作程序化
、

规范化
,

因而简单易学
,

省时省钱省力
,

应用范围广泛等许多优

点
。

就准确性说
,

英
、

美等国的主要民意测验机构进行的选举预测
,

除了在 1 9 4 8年和 1 9 70 年

各错报过一次外
,

其余各次都正确预报了大选的结果
。

以省时省钱省力言
,

象美国这样一个

2 亿 5 千万人 口的大国
,

进行全国性民意测验
,

只要抽取 1 5 0 0到 3 0。。人作为样本 即可
,

误差

率不会大于 3 一 4 %
。

就应用范围之广讲
,

民意调查适用于任何一个社会活动领域
,

如在匈

牙利
,

专门负责进行民意测验的大众传播研究所
,

就从政治经济体制到消费 品
、

商 标 等 问

题
,

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作民意调查
。

因而
,

上述民意调查的种种功用和优点
,

形成了它

对人类社会所具有的持久而不可替代的价值
。

(三 ) 任何社会都需要安定和谐的社会内外部发展环境
,

而这是以对 民意的洞悉为前提

的
。

没有民意的安宁就不会有社会的安定
。

民意是否安宁
,

怎样才能安宁
,

都需通过调查方

可了解
。

波兰在 19 7 0
、

1 9 76
、

1 9 8 0年都曾因未作慎重的民意调查就大幅度提高食品价格
,

导致

工人大规模罢工
,

社会严重动乱
。

去年一月
,

在未作必要的民意调查的情况 下
,

又 贸 然 行

事
,

实行了工人们称之为
“
官僚主义方式

”
的食品大涨价

,

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应
,

`

险些又一

次酿成祸乱
。

最后
,

以撤消涨价
、

处罚涨价事项的决策者完事
。

也许可以说
,

进行民意调查

是确保天下太平的首要条件之一
。

第二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对一切社会活动的管理
,

就是对

作为活动主体的民众意愿的了解
,

按照民意去组织社会生活
,

调节社会运转
,

与民意啮合的

社会管理将导致社会的良性运行
。

基于此
,

现代社会 日甚一 日地把民意调查作为管理程序中



的必要环节
,

无论在决策还是对政策实施过程进行监控和检验
,

都将调查所得的民意状况作

为重要依据和指示器
。

毛泽东曾经深刻地指出
,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对人 民群 众 的 领

导
,

一靠政策的正确
,

二要给被领导者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

而这两条都是通过民意调查这

个中介才能办到的事情
。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
,

不仅要依民意改进社会管理的制度和政策
,

而且也要
“
依民意选出和更换

”
而不是

“
经过官僚手续

”
决定国家和政府官员的人选

, ① 以

此完善社会的管理机关
。

第三
,

社会发展政治民主需要民意调查
。

民意调查本身是一种特殊

的民主形式或民主手段
,

它成为人民用以管理国家和社会的重要参政方式
。

这一参政方式的

实践过程
,

将使全体社会成员在观念上
、

行为模式上
、

伦理意识上及心理定势上
,

逐渐养成

民主决策
、

民主生活
、

民意是从等民主习惯
,

逐步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官民对立为真正的官

民分工
、

官仆民主
。

第四
,

社会的经济发展需要民意调查
。

人心思富是经济发展 的动 力 源

泉
。

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计划
,

必须以本国国情为基础
。

而人 民的致富意愿
,

他们对致富方

式的选择
,

他们在经济活动中所遇到的困难
,

他们对国家的要求和希望
,

他们在经济生活中

产生和存在的种种情绪等等
,

都是国情的组成部分
。

(四 ) 如果说原始的民意调查是基于氏族生活需要这一感性经验
,

古代的民意调查主要

是迫于某种社会需要而进行的被动行为
,

那么近代以来的民意调查则含有 日益增多的理性 自

然成分
,

表现为 目的明确的主动社会活动
。

这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结果
,

当然也是人 民

斗争的产物
。

这一进展
,

正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
,

在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领域
,

将民意调查作

为一种必经的程序乃至法定的程序
。

是否进行民意调查
,

对民意的顺逆
,

已不只 是 功 利 间

题
,

它们正 日益成为法律问题和道义间题
。

(五 )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民意调查得 以广泛开展的关键性原因
。

没有社会经济统计

学
、

数理统计学的理论
,

没有现代的计算技术
,

没有电子计算机等现代信息通讯 和 运 算 设

备
,

就不会有现代民意调查
。

仅有经验调查手段的人们
,

不论他们对民意
、

民意调查有如何

高深的理论认识
,

以及有怎样虔诚的作好民意调查的愿望
,

也无法在广泛的社会活动领域进

行大规模的民意调查
。

科学技术
、

物质条件深深制约着民意调查的进展状况
,

并从这一个侧

面进而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
,

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

在作了以上考察之后
,

民意调查的历久不息
,

日见其盛
,

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

如果我

们断言
,

在现代世界的竞争潮流中
,

谁对事关社会诸现象和社会发展全局的民意调查有更深

入的研究
、

更高明的运用
,

谁就能在竞争中更多地得分
,

那决不会是夸大其辞了
。

三
、

有待开拓的社会学领域

作为社会管理和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
,

民意调查正被世界各处的人们频频使用着
,

发达

国家的民意测验已经学科化
。

民意测验世界协会拥有的会员多达 3 00 个
。

在社会主义 国 家
,

这些年来情况也早 已有了变化
。

如匈牙利
,

在 1 9 6 8年建立的大众传播研究所
,

是一个专门的

民意侧验机构
,

目前有调查员 30 0名
,

每年进行 40 次大的调查
,

50 次快速 民意测验
,

每周进

行一次电视观众调查
,

工作相当活跃
。

1 9 8 5年该所成为一个独立机构
,

除常规调查外
,

还根
据党的中央委员会属下的任何一个部门的要求进行民意测验

。

匈牙利的市场研究所是另一个

民意调查机构
,

每年进行 1 50 次民意调查
,

征询消费者关于商品
、

销售
、

广告等问题的意见
。

① 参见 《列宁全集》 第2 6卷
,

第8弓页
。



波兰从 19 1 8起
,

也建立了民意侧验机构
。

民主德国和苏联现今尚未有民意调查机构
,

但都在

甚有兴趣地进行民意测验
。

看来
,

它们建立专业民意调查机构不会是久远之事
。

我国是 10 亿

人 口的大国
,

不论民意的指向为何
,

一经 启 动
,

人 多 势众
,

惯力特别强大
,

非那些小国和

中等程度的国家可比
。

现代社会不断加快的运行节奏
,

人们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展
,

活动的 日

益多样化
、

复杂化
,

活动中主体意识的与日俱增
,

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
、

联系 日趋密

切
,

这一切
,

加上高技术条件所提供的物质手段
,

使得每一个社会局部的民意具有越来越大

的力量
,

对社会整体有着空前强烈的制约 作 用
。

在 目 前
“
改革开放

”
的社会变革中

,

对民

意的科学了解显得更为重要
。

可喜的是
,

近几年先后在各个领域开展的民意调查活动所汇成的潮流
,

终于冲决了视民

意调查为资产阶级专利品的蕃篱
,

开了社会调查的新生面
。

但是对民意调查的轻视
、

卑视以

至恐惧
,

对 民意调查的崇拜
、

猎奇态度等仍然存在于不同层次的人们中间
。

实际上
,

无产阶级的民意调查早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开创
。

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解

放前后
,

也都极为重视 民意调查
,

并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包括民意调查在内的社会调查工

作
。 “

从群众中来
,

到群众中去
”
的路线

,

就是我们党民意调查优 良传统的根本体现和精辟

概括
。

我们再不可因名害实
,

卑视与惧怕民意调查
。

也不应在精确度 日益提高的现代民意调

查面前
,

再安于
“
大多数

” 、 “
极少数

”
这种含混其辞

、

例行公事的老套套
、

车枯辘话
。

在

现代社会
,

凡涉及国家大局的重要问题
, “

如果不根据按某一个一定的纲要收集并经统计专

家综合的关于某一国家全国情况的浩繁材料
” ,

而仅凭
“ 一般的估计和大 致 的材 料

” ,

是
“
无法加以比较认真的研究的”

。

①

而做到这一点
,

有必要逐步将社会统计之一的民意统计制度化
,

作为各级政府和领导部

门作决策论证时的必经程序和必要依据
。

各级政府 与领导部门的工作报告
、

政情报告
,

必须

把就赘本的社会情势
、

社会问题
、

社会政策所作的民意调查
,

作为重要内容
。

在依法进行的

社会经济的常规统计中
,

民意调查情况或者说
“ 民意统计

”
应是法定项 目之一

,

等等
。

这将

使民意调查得到法律的保障与推动
,

较快地成为一种惯例
,
并在全社会较快较顺利地形成重

视民意调查的制度心理
。

到这里
,
已经很 自然地提出了民意调查的学科化的问题

。

因为真实
、

及时
、

科学
,

是民

意调查的安身立命之本
,

是它取信于人
、

具有权威力量和能发挥作用的根本前提
。

不具备这

三个要件的民意调查
,

不但是无效劳动
,

而且有害于社会
。

因此
,

无论在调查的时机上
、

内

容上 卜 在调查方案的设计上
、

实际调查过程的组织操作上和调查结果的分析上
,

都需要科学

理论的指导和专门的技术以操作
。

目前我国作民意调查工作的单位和工作人员不在少数
,

几乎遍及政府部门和各大行业
,

并且部分地运用了计算机和统计手段
,

有了不少众人信服的调查成果
,

出现了向科学化推进

的趋势
。

与此不相称的是
,

至今还没有一个专门的民意调查机构
,

也没有专业的民意调查人

员
。

鉴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民意调查发展的经验
,

建立专门的机构和设立专

业的调查和研究人员
,

对于保证和提高民意调查的科学性和高水准
,

是十分必要的
。

而这
,

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学应开拓的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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