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体制改革与人们的社会态度倾向

张 郧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浩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

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任务
。

要能顺利地成功

地完成这个任务
,

不仅需要作好组织
、

思想理论
、

方针政策
、

方案措施等方面的准备
,

同时
i

需要广大群众的良好的社会心理准备
。

那么
,

了解和把握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社会心

理状况就是十分必要的
。

牛 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态度
,

不同于个人在 日常生活情境中所呈现的心理反应
,

而

是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这种社会性变革
、

变化所具有的社会认知和社会情感
,

以及参与政治

体制改革的心理倾向
,

因此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有着直接影响
。

鉴于此
,

我们于 1 9 8 7年

1 月至 3 月进行的
“
改革中的社会心理调查

” ① 中
,

特调查测量了人们对我国政治体制现状

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

.

原因
、

结果诸方面的现实社会态度倾向
。

一
、

人们对我国政治体制现状的态度倾向

人们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各方面的态度结构中
,

首要的是对我国政治体制现状的态度
,

而这又取瑰于别{我国政治体制民主化程度的评价
。

这是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具有社会主义

民主的政治体制
,

政筑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正在于提高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化的程度
。

如邓

小平同志指出的
: “ 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

,

从制度上保证党和 国家政治生活的民

主化
” ,

才能使
“
经济管理的民主化

、

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
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

发展
。 ” . 因此

,

只要了解人们对我国现实政治民主化程度的评价
,

就可看出人们对我国政

治体制现状的态度倾向如何
。

表 1是人们以世界多数国家 (除少数落后国家 ) 为参照系
,

对我国经济
、

文化
、

政治三方面

代表性指标现状的评价
。

将表中
“
高

” 和 “
较高

”
相加

, “
较低

” 和 “
低

”
相加

,

结呆是
,

瓣 1 项比例是卜 12
.

7 , 第 2 项比例是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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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于 19 助年 工至 3 月进行的
“

改革中的让会心理调查
” ,

是中共湖北省委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和资助的

科研项目
。

此次调查通过对不同社会群体随机聚类分层抽样和间卷调查方法
,

发出间卷礴000份
,

回收 19 89 份
,

选取

其中 13 01 份有效问卷进行了上机数据统计
。

本文是根据其有关数据写的研究文章之一
。

② 转引自《人民日报 》 19 即年 7 月 1 日社论
: 《 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 》 .



入 ” 和 “
文化教育

”
水平现状都低于世界多数国家

。

根据心理学原理
,

人们的评价越低则心

理承受负荷越大
,

要求改变的态度倾向越积极
。

因此人们这种评价投射出人们对改变我国经

济
、

文化发展水平低的态度倾向积极程度很高
。

而第 3 项
“

高
”
和 “

较高
” 之和是 4 4

.

8 1%
,

再加上认为
“ 相等

”
的

,

共 58
.

92 %
,

这显示了人们对我国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性质的政治体

制现状具有基本肯定的态度倾向
。

但是
,

认为
“
较低

” 和 “
低

” 的 占4 1
.

2 8 %
, “
高

” 、 。

低
”

的比例是 1
.

1 : 1 ,

比例差不大
。

这显示人们在评价我国政治体制民主化程度高的 同 时
,

又有

评价我国政治体制民主化程度还不十分高的一面
。

这种评价
,

既反映了我国现实政治体制还

存在一定弊端
,

社会 主义民主化程度不很高的实际
,

也投射出人们具有要求改革现实政治体

制
、

以达提高社会主义民主化程度的积极态度倾向
。

由于不同社会群体对我国政治体制民主化程度的评价存在差别
,

其具有的态度倾向积极

程度也就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

对此我们对样本按职业
、

政治面貌
、

文化程度三类社会群体分

别进行了统计
,

结果评价我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比世界多数国家
“
较低

” 和 “
低

”
的比率由

大到小的顺序分别如下
:

按职业是
:

·

知识分子群体 ( 5 1
.

2 8% )
、

军人群体 ( 4 6
.

4 9% )
、

干部群体 ( 3 6
.

0 3%
, 、

生产劳动者群体 ( 3 0
.

8 5% )
,

两极比差值是 2 0
.

4 3%
。

对照表 1 的比率值 41
.

28 %
,

其 中
“

知

识分子群体
” 比率值超过了10 %

, “ 军人群体
” 比率值超过了 5

.

21 % ;
相反

“ 干部群体
” 比

率值低 5
.

25 %
, ,’ 生产劳动者群体

” 比率值低 1 0
.

4 3%
。

按政治面貌是
:

共青团员群体
·

(4 .3 16 % )
,

其他人员群体 ( 4 0
.

8 3% )
,

中共党员群体

( 3 9
.

3 0 )
,

两极比差值是 3
.

86 %
。

比起表 l 的比率值 4 1
.

2 8%
, “

共 青 团 员群 体
”
超过了

1
.

8 8%
, “

其他人员群体
” 和 “

中共党员群体
”
分别低 0

.

45 %
、

1
.

98 %
。

按文化程度是
: “

高等文化程度者群体
”

(5 2
.

1 8)
, “

中等文化程度者群体
”

( 33
.

08 写 )
,

“
初等文化程度者群体

” (2 5
.

93 % )
,

两极比差值是 2 7
.

0 0%
。

比起表 1 比率值 4 1
.

28 %
,

“
高等文化程度者群体

”
超过了 1 1

.

10 %
, “

中等文化程度者群体
”
低 8

.

20 %
, “

初 等 文化

程度者群体
”
低 1 6

.

3 6 %
。

从以上比率值大 小 顺 序 和 比差值大小
,

可以看出不同社会群体对要求改革现实政治体

制
、

以达提高社会主义民主化程度的态度倾向积极程度差异特征有
:

( 1 ) 在职 业
、

政 治

面貌
、

文化程度三类社会群体中
,

差异最显著的是不同文化程度者群体
,

不同职 业 群 体 其

次
,

不同政治面貌群体最次
。

( 2 ) 在最显著的不同文化程度者群体中
,

文化程度的高低与

其态度倾向积极程度成正比
。

( 3 ) 比较各社会群体
,

态度倾向积极程度较高的是
“
高等文

化程度者群体
” 和

“

知识分子群体
”
(正比差值 1 1

.

10 %
, 1 0

.

00 % )
,

加上在不同政治面貌群体中

只有
“
共青团员群体

”
超过表 l 比率值 (正比差值 1

.

88 % )
,

这实际上表明大专以上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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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的态度倾向积极程度 比较相

二 、 人们对政 i
治体。 改 :

内容的态度倾向

“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正在研讨的间题

,

它的内容很广
,

包括党政分开
、

权力下放
、

机

构改革
、

干部制度改革等等 ; 包括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民主
,

另一方 面 加 强 社会 主 义 法



制
” 。

①作为对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态度调查
,

不可能将所有的内容都列在调查问卷上
,

我们

只是根据前一时期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中提出的许多问题
,

从民主权利
、

组织机构
、

干部制度
、

决策机制
、

法制制衡
、

民主监督
、

学术舆论
、 ,

政治意识 8 个方面
,

列举了 16 个有

关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问题
,

并按态度 5级量表 即
:

急需解决
、

需要解决
、

无所谓
、

不太需

要解决
、

根本不需解决作了调查测量
。

这 16 个间题是
:

( 1 ) 改变权力过分集 中 的领 导体

制问题
;

(r 2 ) 保证人民真正行使国家主人的各种权利问题
;

( 3 ) 改变机构重叠
、

人浮于

事
、

办事拖拉 问题 ; ( 4 ) 实行精兵简政
、

提高工作效率问题
;

( 5 ) 改变终身制
、

家长制
、

特权制等干部制度问题
; ( 6 ) 建立能上能下

、

考核聘任
、

交流回避等干部制度 问题
; ( 7 )

改变决策的个人专断
、

防止失误的问题
; ( 8 ) 完善决策机制

,

提高 决 策 科 学 化 程 度 问

题 ; ( 9 ) 改变以党代法
,

以言代法问题 , ( 1 0 ) 建立和完善各种法制制衡体系间题
; ( 1 1 )

改变人大
、

政协
、

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组织建设问题 ; ( 1 2 ) 充分发挥人大
、

政协
、

民主党

派和人民团体的政治作用问题 ; ( 1 3) 改变行政干预学术讨论向题
;

( 1 4) 健全新闻舆论体

系
,

使之真正起到监督作用问题 , ( 1 5 ) 批判重人治
、

清官等封建政治意识问题 ; ( 1 6 ) 宣

传民主
、

科学
、

合理
、

合法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问题
。

结果显示
,

认为这 16 个问题
“
急需解决

” 和 “
需要解决

”
的普遍高于

“ 不太需要解决
”

和 “
根本不需解决

”
的

。

前者最低的也有 55
.

18 %
,

后者最高的只有 1 2
.

14 %
。

在认 为
“
急

需解决
” 和 “

需要解决
”
的答项中

,

有 12 个间题的比率值超过了 80 %
,

其主要方面有组织机

构
、

干部制度
、

法制制衡
、

决策机制
、

民主权利
、

学术舆论
,

政治意识和民主监督二个方面

的比率均值也超过了 70 究
。

这些数据
,

都显示了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态度倾向积极程

度普遍较高
。

进一步看
,

16 个间题按比率高低排列
,

认为
“ 急需解决

” 和 “
需要解决

”
的前 7 个问题

鬃编衣漏县待篡蓬易黑簇纂了
“ “ ” “ 织机” “ 革

’

干” “ 度“ 革
’

“ “ “

·

三
、

人们对政洽体制改革原因的态度橱向

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积极态度倾向
,

直接基于对政治体知改革原因的认知态度
。

按照社会心理学的归因原理
,

我们在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问题后面
,

紧接着提出了
“
您

对上面间题的态度是基于什么 ? ”
间题

,

下面设计了 4种原因
。

选答的结果第一 位 归 因 是
“
只有解决才能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 39
.

04 % )
,

第二是
“

积弊较 深
、

早 应 解

决
” ( 2叭14 % )

,

第三是
“
解决有利于全面改革发展

”
( 2 3

.

06 % )
,

第四是 ,’ 严重影响正

常政治生活必须解决
”

( 1 3
.

76 % )
。

从这种归因认知顺序可以认为 人 们之所以赞同解决上

述 16 个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问题
,

是一种为
“
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总目标

,

而改革现实政治体制中的
“
积弊

” ,

推进
“ 改革全面发展

”
的认知结构

。

而其中
“
建成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总 目标是前提性反映

,

改革现实政治体制 中的
“ 积弊

”
是对政治体

制改革本身任务的反映
,

而
“
有利于全面改革发展

”
是对整个改革发展进程需要的反映

,

因

此体现了人们在正确归因前提下
,

有顺应改革发展的积极态度倾向
。

中 转引自《 人民日报 》 1 9 87年 7月 i 日社论
: 《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 》 。



四
、

人们对政洽体制改革绝果的态度倾向

为了解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结果的态度倾向
,

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 5种成功情况
,

让人

们作两次赞同选答
,

统计结果是
:

第 1 次选答赞同比率较大的两项是
“
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和继续
、

有成功的必然性
” ( 3 6

.

3 7 % )
, “

全面改革的必然
、

一定成功
”

( 2 9
.

4 4% )
,

两

项比率之和是 6 5
.

8 1%
,

占总样本的三分之二以上
,

显示了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成 功 的结果

有高信心的肯定性态度倾向
。

然而
,

第 2 次选答赞同比率较大的两项是
“
最敏感最复杂的改

革
,

经过极大努力才会有成功的可能 ” (4 9
.

58 % )
, “

会遇到各种阻力
,

使改革很难成功
”

( 3 0
.

9 。% )
,

两项比率之和是 8 0
.

4 8 %
,

占总样本五分之四强
。

这又表明人们对政治体制改

章成功情况有高忧虑的否定性态度倾向
。

综合两方选答
,

可以看出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结果

的双重态度倾向
。

当然
,

既使在高忧虑的选择中
, “

最敏感最复杂的改革
、

经过极大努力才

会有成功的可能
” 的两次选答之和是 ( 66

.

79 % )
。

五
、

几点结论

根据 以上分析
,

联系下阶段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
,

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

1
.

以上一
、

二
、

三方面的分析
,

表明人们在对我国政治体制现状评价基础上
,

投射出

有要求改革现实政治体制
、

提高社会主义民主化程度的积极态度倾向
,

对解决有关政治体制

改革的间题及其所以需要解决的原因认识上
,

也呈现出高度积极态度倾向
。

这说明人们对政

治体制改革有 一种良好的现实社会心理准备
,

是利于下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的
。

2
.

不同社会群体在积极态度程度上有一定差异
,

如上述要求改革现实政治体制
,

以达

提高社会主义民主化程度
,

不同文化程度群体内积极程度高低相差悬殊
,

积极程度高低与文

化程度高低成正比关系
。

再如顺应改革的积极态度倾向中
,

不同职业者群体内积极程度高低

相差悬殊
,

积极程度既与文化程度高低成正比关系
,

还与政治素质高低成正比关系
,

相比之

下积极程度最高的是军人群体和中共党员群体卜碱积极程度最低的是初等文化程度群体和生

产劳动者群体
。

了解以上社会心理的差异
,

对于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政策 (因为制定政策需要根

据不同社会群体的态度程度差异
,

了解不同社会群体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作用 )
,

进行

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教育 (如针对广大生产劳动者积极程度低的特征要着重进行宣传发动
,

针对大专以上青年学生只在要求提高民主化程度上积极程度很高
,

而在顺应改革上积极程度

不高的特征
,

做好教育转化工作等 )
,

制订政治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如根据人们对政治体制

改革内容上的积极程度差异
,

选择突破 口
、

分轻重缓急地制订实施计划 ) 等都是有现实意义

的
。

3
.

上述第四方面的分析
,

表明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结果
,

有两项分别选答所呈现

高信心肯定性和高忧虑否定性的双重态度倾向
,

而且在不同社会群体中
,

这种双重态度倾向

具有普遍性
。

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现象
,

不仅在今后的研究中值得重视
,

而且在实际的改革

过程中也需要随时把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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