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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七月一 日北 京市社会科学研究室和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

学研究所在贵阳联合召开了一次
“
社会指标研究工作座谈会

” 。

参加这次

会议的有来 自全国九个省市十七个单位共三十二人
。

他们都是近年来从事

社会指标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
。

在这次会议上
,

参加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 农村社会发展指标

”

课题组工作的同志
、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同志
,

分别介绍了

他们的研究工作
。

贵州师范大学
、

武汉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室
、

华中

工学院
、

重庆市统计局等单位的同志
,

就社会指标和社会指标体系问题发

表了自己的意见
。

在交流座谈会上
,

与会者就下列问题
,

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
:

1
.

社会指标的研究与编制工作
,

在我国已提上重要日程
。

为了社会

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

今后必须进一步搞好社会指

标的研究和编制工作
。

为了搞好社会指标的研究工作
,

社会学理论工作者和

统计工作者
,

今后应加强对话与合作
。

一方面
,

社会学家们认为
,

对社会

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定性分析阶段
,

而且应 当上升到定量 分 析 高 度
, 同

时
,

统计工作者也认识到
,

仅有国民经济指标体系
,

没有社会发展指标体

系
,

亦不能科学地反映社会经济现状及其发展规律
,

因此
,

这两支队伍具

有深厚的合作基础
。

2
.

社会指标的理论研究和实际编制工作还不能令人满意
,

其表现是

研究力量分散不统一
,

横 向联系少
,

盲目性较大
。

缺乏广泛
、

整体合作
;

目前的社会指标系编制工作
,

大都是对已有指标的简单搜集和汇编
,

缺乏

理论和实际的试验性研究
,

因而对一些指标到底反映哪些社会现象及其实

质间题
,

编者心中无数
,

用者无从下手
、

无法操作
,

造成社会指标
“
编时

很多很多
,

用时很少很少
” 的状况 , 统计口径不一致

,

各项指标涵义
、

界

定不清
。

有些社会现象理论上是禁区
,

实际指标上无反映
,

但却是现实情

况
。

例如
,

现在城镇里存在着
“
无业游民 ”

,

社会指标体系中 却 没 有 反

映 ,
社会指标的尺度问题

,

至今没有解决
,

没有解决不同质社会指标之间

的换算
、

计算问题
。

3
.

对于今后的合作努力方向
,

与会者认为应搞好下列重点研究
:

① 努力找出一个如经济体系中那样统一的价值尺度
,

用以测量各项

社会指标的量值
,

并解决不同质
、

不同层次
、

序列指标的换算
、

计算间题 ,

② 搞好主观的社会心理指标的测验和统计工作
。

这些指标数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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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

文件上没有现成的资料
,

只有用社会学
、

心理学的方法进行试验
、

调查才能得到 ;

③ 研究一些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间题
,

并列出反映这些问题的指标
,

如目前受到重视的

“
社会承受力” 等等多

④ 搞好理论研究
,

解决社会指标体系应反映哪些社会现象及其发展
,

加强指标体系的

系统性
、

全面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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