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湾 人 口 素 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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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质量 (或素质 ) 是当今人口问题研究中复杂的课题之一
。

迄今为止
,

国内外人 口学者对人 口素质研究之范畴的内涵表述不一
。

有人认为人口素质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

广义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体质
、

智能
、

品德三者而言
;
狭义的是

指人 口单位之体质和心理的性质或特征
,

尤其是与遗传有关者而言
。

另外有些人将人 口素质笼统归纳为研究人口的德
、

智
、

体三个方面
。

还有些人认为人 口的思想 品德指标难于用计量方法评估
,

而且不同时代
、

民族
、

阶级的

品德标准无法划一
,

故提出人 口素质研究人 口身体素质与科学文化水平及劳动技 能 两 个 方

面
。

本文仅谈台湾人口的身体素质与文化素质和形成的主要因素
,

以及当前台湾社会隐患与

道德危机对人 口素质的影响
。

台 湾 人 口 身 体 素 质

一
、

战后合淹人 口身休素质的变化

自1 9 4 5年台湾光复之后
,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物质生活的改善
,

医疗保健的进步
,

人

民的健康与生命力有所增强
。 -

(一 ) 儿童与青少年生长发育水平有提高
。

据 1 9 6 4年至 1 9 8 0年对台湾中小学学生的随机抽样调查
, 6 岁至 18 岁男女学生平均身高与

体重均有显著的提高
,

见表 1
。

从表 1可以看出
,

台湾儿童青少年自1 9 6 4年至 1 9 8 0年身高的变化
。

1 9 6 4年 6 岁男童平均

身高 1 1 0
.

「

10 厘米
, 1 9 8 0年则增长为 1 16

.

68 厘米
,

增长率为 5
.

97 %
,

同龄女童 1 9 6 4年平均身高

1 1 0
.

80 厘米
,

而 1 9 8 0年升为 1 1 5
.

1 6厘米
,

增长率为 3
。

93 %
。

再看17 岁男少年的身高
, 1 9 6 4年

平均 1 65
.

65 厘米
,

至 1 9 8 0年增至 1 68
.

58 厘米
,

平均增长2
.

93 厘米
,

、

增长率为 .1 76 %
,

同龄女

少年增长率为 .1 06 %
。

由体重数据分析
,
台湾儿童和青少年平均体重均有增长

。

其中 12 岁男少年平均体重增长

率 1 7
.

87 %为最高
,

而女少年以 11 岁平均体重增长率 1 8
.

65 %为最高
。

以上数字
,

虽然在时间和抽样范围上显得不够充足
,

但从 1 9 5 2年至 1 9 8 0年台湾省每人每

日食物中蛋白质
、

脂肪
、

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的增长情况看
,

以上关 于儿童和青少年的生长

发育水平提高的数字
,

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代表性的
。

(二 ) 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
。

台湾省人口身体素质的提高还表现于平均预期寿命延长
。

牢 林克明原厦门大学经济系副教援
,

四 86 年初病故
,

其文经北京大学人 口研究所邵案副教授修订整理发表
,

谨表怀念
。

一 李0不-



襄1 1 , 6 4一 1. 8。 年合掩一 a1 岁学生平均身高
、

休盆与脚幽

誉百令
叫扭介
州薰嚣

r

区甭障
一

…飞蒸万{丽圆万
009210

,占JO334幻281542826 %45981534373平均身高 ( C m )

平均体重 ( K g )

平均脚围 (C m )

1 55
.

50

4 1
。

95

i弘
。

42

43
。

84
7 6

。

30

1 5 9
一

88

打
.

, 0

7 7
.

4 5

`

2沼 1

14
。

18

1
。

弧

主5 3
.

30

4 2
。

3 0

。

6 5

.

50

16 1
,

3 7

48
.

34

79
。

6 0

16 4
.

肠

52
。

52

8 0
.

60

象钻
12

。

94

1
。

2 5

巧4
.

95

44
.

85

工54
、

99

4 5
。

6 8

7 7
。

15

1弓6
。

2 1

4 7讲 2

7 ,
。

0 0

8
。

13

5
0

7 3

一 0
.

UI

nUO夕,自q7
月哈

…
0
曰tù2

上门n石
J

O一n,9Q
f

7,Jn
U一90
,J6t矛仲矛l

之D呀J月曰 产ó4即
J一.岛月,行了门孟一通上nUnU一矛01匀几」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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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本占领时期
,

据 1 9 2 6一 1 9 31 年的统计资料推算
,

当时台湾男性平均寿命为38
.

锡
、

岁
,

女性为 4 3
.

1 3岁 , 1 9 3 6一 1 941 年则推算男性平均寿命为 4 1
.

08 岁
,

比 10 年前增加 2
.

32 乡
,

女性

为 4 5 .7 3岁
,

较10 年前增加 2
.

60 岁
。

① : 补:
、

1 9 5 4年
,

按格雷费尔的方法推算
,

台湾男性平均寿命为 62
.

0岁
,

女性为 6 5
.

3岁
。

②

1 9 6 7年
,

台湾人口的出生预期寿命为男 6七 22 岁
,

女 6 9
.

6 5岁
。

⑧

据 《台湾地区简易生命表》 的资料
, 1 9 7 1年至 1 9 8 1年台湾地区的预期寿命如下

:

2 9 7 2 男 6 7
.

1 9岁 女 7 2
.

05岁

1 9 7 2 男 67
.

5 6岁 女 7 2
.

3 0岁

1 9 7 3 男 6 7
。

5 7岁 女 7 2
。

4 8岁

1 9 7 4 男 6 7
.

8 0岁 女 7 2
.

7 6岁

1 97 5 男后8
.

27岁 女 73
.

42 岁

1 97 6 男 6 8 .7 0岁 女 7 5
。

5 9岁

1 97 7 男 6 8
。

6 9岁 女 7 3
.

8 5岁
,

19 78 男6沉1 5岁
.

女74
.

32 岁

1 9 8 1 男 6 9
.

6 0岁 女7 4
。

4 8岁 一

从统计数字看
,

19 51 年 ~ 1习8 0年的活叮年间
,

台湾省平均预期寿命
,

男性增加15
.

5岁
,

,

女性增加2 2
.

。岁
,

根本改变了台湾光复前男女寿命不到50 岁的短命现象
。

19 81 年台澹平均预

期寿命男性 69
.

60 岁
,

女性 74
.

4 8岁
。

战后
,
台湾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

,

是社会经济和科学技

术发展的综合反映
。

一般认为
,

战前平均寿命之短是由于社会落后
,

,

后来平均预期寿命之延

长
,
是医疗条件改善和 60 年代经济发展的结果

。

(三 ) 城市人 口体质
、

平均预期寿命
,

总的说来优于农村
。

.1 从人口体质方面比较

据 1 9 8。年台湾当局 《台闽地区各级学校学生身高体重胸围测量报告》 分析
:

l( )台北市男女生身体发育皆优于台湾省其他地区
。

台北市男生身高与体重
,

尤其 在 初

中阶段比其他地区更为突出
。 一

(2 )都市男女生身体发育皆优于乡镇男女生
,
尤其表现在男生 11 岁一 16 岁

,
,

女生 1 0一 “

岁之间
。

’ _ , _ ,

③家长职业不同子女发育有差异
。

一般而言
,

_

军公教子女身体发育较优
,

而工农
`

劳动

者特别是农民子女发育较差
。 ,

、
`

(4) 居住平地之山胞学生较居住山地之山胞学生身体发育较好
。 `

(5 )据各种指数对体型分析
,
台湾男女生皆属瘦长型

,

在青春前期与青春期间
,

因身 高

增加率大于体重
,

更显清瘦修长
,

随年龄增长趋向适中型
。

以上材料来源 于台湾 3 31 所大专
、

中小学校的随机抽样调查 ( 6 岁至 22 岁 的青少年计有

12 4 密 2人 )
,

并经电脑分析
。

「
/

.

-

不难看出
,

台湾青少年体质
、

发育程度
,

都市优子农村
。

毫无疑问
,

是因为城乡之向物

质与文化条件以及摄取营养多寡不同
。

① 《 台湾省通志》 第 2卷第202 页
。

② 《台湾省通志》 第久卷第316 页
·

二

⑧ 《食两19 69 年统计提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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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和死亡率比较
,

据台湾
“
内政部

”
编算之生命表 ( 1 9 7 0年一 1 9 81 年) 各种主要生命函数与其 他 资 料分

析
:

台湾全区以台北市平均寿命为最高
,

居第一位 , 5 大都市 (台北市
、

高雄
、

基隆
、

台中

市
、

台南市 ) 第二位 , 台湾地区居第三位 , 台湾省 嘴除去台北市
、

高雄市而言— 作者

注 ) 居第四位 ; 16 县第五位
,

居尾
。

具体以 5 大都市与16 县生命表比较看
:

l( )死亡率
:

男性在 。 一 80 岁之间
,

16 县 (以下简称县 ) 较 5 大都市 (以下简称市 ) 为

高
, 9。一 1 00 岁间县则较市为低

,

女性在 。 一 90 岁间与男性同
,

县较市为高
,
1 00 岁死亡率县较

市为低
。

(2 )生存数
:
男性 10 一 90 岁间市较县为多

,
100 岁生存数两者近似

,

女性 1 00 岁市较县 为

多
。

(3 )死亡数
:
男性在 。 一 50 岁间县较市为多

,
6 0一90 岁间县均较市为少

,
100 岁二 者接

近 , 至于女性在 。一 70 岁间 (除 60 岁相等外 ) 县较市为多
,

80 岁两者相同
,

90 一 1 00 岁间县

较市为少
。

·

(4 )平均余命
:

男性在 。一 80 岁间平均余命县均较市为低
,

90 一 1 00 岁间
,

县较市为高
,

而平均寿命 16 县男性为6 6
。
2 6岁

,
5 市为 68

。

10 岁
,

市较县平均多活 1
。

84 岁
。

女性在 O一90 岁

平均余命
,

县亦较市为低
,

`

1 00 岁县则较市稍多
,

而平均寿命县女性 71
.

14 岁
,

市则 为 72
.

87

岁
,

市较县平均多活 1
.

7 3岁
。

再以 7 0 ~ 80 年代简易生命表看
,

台北市男女平均寿命亦高于其他地区
,

而台北 市 属第

一
, 5 市高于16 县

,

说明仍是都市平均寿命高于农村
。

然而在 60 年代的简易生命表中
,

却看出老龄人 口往往农村优于城市
,

尤其对于
“
百岁寿

星
”
农村优美的自然环境更是易于延年益寿

,

见表 2 。

、

二 (四 ) 人 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呈下降趋势
。

台湾人口死亡率下降尤其婴儿死亡率下降
,

是台湾人口身体素质增强的重要指标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台湾省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 、 70 年代死亡率由战后恢复时期的 1 3
.

3编

降至 4
.

77 编
,

约降65 %
,

超过出生率的降幅
。

台湾省人 口死亡率变动的总趋势是持续下降
,

其降幅是由大变小
,

进入70 年代后则渐趋稳定
。

淇变化过程分为 4 个阶段
。

第一个阶段为战后恢复时期
。

抗战胜利后台湾省回归祖国
,

虽受国民党当局统治
,

但由

于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
,

’

实行
“
土改

”
`

等社会改革措施
,

恢复和发展经济
,

改善

医疗卫生条件
,

加上采取救济等战后应急措施
,

_

使殖民统治与战争时期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

大为减少
,

死亡人数与死亡率均大幅度下降
。

死亡人数由 1 9 4 2年的 1 22 00 1人减至 1 9 4 7一 1匀5 2

年约每年 92 818 人 ; 死亡率由战前最高死亡率 1 9 4 2年的 1 8
.

7 5场降至 19 拐一 1 9 5 2年的 1 3
.

3输
。

在恢复时期的 7年中
,

死亡率递减
,

平均每年下降 1编以上
,

这在台湾省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

现象
。

但死 t 的降幅逐步变小
,

1 9 4 5年比1 0 4 7年降3飞名O编
, *

立% 2年比 1 9 5 1年则只降 1
, 。9编

,

而且死亡率仍达 10 编以上
。

第二个阶段为 5 0年代
。

自1 9 5 3年至 1 9 6。年
,

也是七年
。

这个时期台湾省进入所谓有计算

建设时期
,

大力发展替代进口工业
,

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
,

为降低死亡率创造了有利的经济条

件
。

医疗卫生条件也得到明显的改善
,

公共医疗机构数由1邪 2年的 5仙个增至 1邹 2年的1 08 9

, 手p咯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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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资料来源: 《 台湾地区简易生命表》
。

个
,

每一医疗机构平均服务面积 由1 9 5 4年的 36 平方公里减至 1 9 6 0年的33
.

1平方公里
,

每一病

床的人数由2 98 。人减至 2 6 86 人
,

在人 口增长的情况下
,

提供了更多 的医疗服务
,

使死亡率进

入平稳下降阶段
,

由 1 9 5 3年9
.

43 编降至 1 9 6 0年的 6
.

95 编
,

虽不及恢复时期
,

但降幅仍很大
。

但死亡人数达 6 02 1 42 人
,

比恢复时期增加80 %
。

亲三个阶段为 6 0年代
。

1 9 6 2年以后台湾进入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阶段
,

这个时期是台湾

的
“
黄金时代

” ,
1 9 7。年人均国民收入比 1 9 6 0年增长 1倍

。

随收入水平提高
,

人口死亡率下

降的趋势变慢
,

在 1 9 6 1一 1 9 7 0年的 10 年间才下降 1
.

43 编
,

比 50 年代下降 1 编多
,

平均每年仅
降。

.

1 4编
。

死亡人数则达月: 5。。人
,

比 5。年代又增加 1 8%多
。

这是台湾省人臼死亡率 下降
的关键时期

,

在此 以后死亡率的下降就不甚明显
。

第四个时期是 70 年代
。

经过战后 20 多年的发展
,

台湾经济达到中等水平
,

教育
、

文化
、

卫生水平也进一步提高
,

历史上殖民统治和经济落后所造成人 口死亡率偏高的后遗症已基本

消失
。

人 口死亡率进入稳定阶段
,

死亡数也开始减少
。

1 9 8 4年死亡 率 4
.

76 编
,

比 60 年代下

降。
.

87 编 , 死亡人数比 60 年代减少 4
。

2%
。

可见
,

死亡率明显下降
,

成为世界上死 亡 率最低

地区之一
。

台湾婴儿死亡率下降更为明显
。

战前台湾婴儿死亡率 均 超 过 1 00 编
。

1 9 3 0一 1 9 34 年 达

1 5 2
。

s编
。

战后 1 9 5 0年婴儿死 t 率由3 0
.

5 5输
,

降到 1 9 5 4的 3 2
.

1 7编
,

平均每年下降 l
。

9编
,

成

为战后降幅最大的时期
。
王9 6 0年婴儿死亡率回升至 32

.

43 编
,

但80 年代又下降到 1 1
.

0编左右
,

冬0争
’



成为婴儿死亡率稳定下降时期
。

合湾男婴死亡率下降幅度小于女婴
,

与大陆趋势近似
。

的死亡率与耍儿死亡率均低于大陆平均水平
。

不过台湾由于城乡差别和民族歧视政策
,

与高山族死亡率与婴儿死亡率分别高于城市和汉族
。

但总

乡村

裹 3 合掩 , 少幼年及县儿死亡率 (勺9T I~ 1口81 ) 单位
:

(阶 )

度 { 粗 死 亡 率 }青 少 年 幼 年 死 亡 率 }要 儿 死 亡 率

1 9 7 1 26
。

3

197 ,

{
4

·

,

1
.

57

1
.

45 24
。

3

1 9 7 3 1
。

48 刘
。

i

1 9 7 4 1
。

42 封
.

6

1 9 7 5 1
。

39 2 3
.

8

19 76 1
.

33

1 9 7 7 .1 33 2 4
.

6

…
…

一
…

一
…

一
二, , 9

}
4

·

7 {
工

·

3 7
} 22

·

4

198 0 1
。

43 2 1
。

7

198 1 1
.

3̀

资料来源 : 《 台湾统计月报》 (198 2年 10 月 )
、

《 台湾地区人口成长及未来趋势》 (王玲 )
。

(五 ) 先天畸形的低能人 口增多
。

《台湾省通志》 卫生编疾病防治章将低能儿列为精神病者
,

并认为
, “ 凡精神病者

,

约

有四成为低能儿 ; 即先天性精神低格者
,

盖系由父母冬梅毒
、

饮酒或胎内疾病及遗传原因所

界
,

_

为现代医学无可如何者
,

其余六成系实际精神病者
” 。 ①台湾省人 口中的精神病者

,

据

日本占领时期的调查
, i , 1 5年为 2 1 9 5人

,

占人口的0
.

0 5 7 4% , 1 0 2 6年为 2 3 3 4人
,

.

占人 口 的

0
·

0 5 8 7% , 1 9 3 1年有 2 8 5 9人
,

占人 口的 o
·

0 6 12 % , 工9 3 4年有 3
,

3 1 2人
,

占人日的 o · 0 6 5 4% ,
·

1 9笋年有 3 4“ `人
,

占人口 的”
·

” 6” “ %
· ② 以这些数目分别乘以 4” %则可得出低能人 口数的估

计
。

.

据台北 《中央日报》 1 9 8 2年 5月 22 月社论说 , 台湾
`

“
先天畸形儿占新生儿的千分之 /、 , .

197 9年台湾省新生儿 43 0 000 人
,

若按该率计算
,

则该年出生的畸形儿数大约为 30 年代低能

J L的 1倍
,

这是一个应予重视的社会问题
。

二
、

影晌台汾人口身体 , 质变化的主共因农

人口素质综合表示一定历史社会条件下人们的身体素质
,

文化水平及劳动技能和思想道

德水平夺 因此
,

影响人口素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

其中主要的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状况
,
就人口的身体素质而言

,

显然除生理遗传因素外
, ;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

步
,

社会医疗
、

卫生条件的改善
,
居民收入的提高

,

居住条件的改善
,

文化教育的普及与发

展
,

这些都是影响人口身体素质的重要因素
。

① 《台湾省通志次第 21 卷
,

第333 页
。

② 《台湾省通志》 第lz 卷
,

第334 页舀

未0肠



105 2年以来
,

台湾经济有较迅速的发展
。

1 9 5 2年与 1 9 8。年相比
,

台湾省国民生产总值由
1 0

.

7亿美元增至 4 o Z
.

e亿美元 , 人均国民收入
,

从 1 0 5 2军1 5 6
.

6 0美元增至 1 97 5年的 1 5 3 8
.

1 4美

元
,

1 9 8 2年达 2 5 43 美元
。

在这个基础上
,

台湾省居 民的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改善
,

食物构成发

生了有益
一

于身体素质改善的变化
,

从而使台湾省儿童和青少年的发育水平提高
,

人口的平均

预期寿命延长
。

_

(一 )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

自1 9 4 6年尤其是 50 年代以来
,

台湾医疗卫生事业有较大的发展
,

其主要表现为医务人员

的增加与医疗卫生机构的普遍设立
。

表 4 的人 口
、

数表明
,
1 9 8 1年台湾省人口比 1 9 4 6年增加 1

.

8倍
,

而人口中的医疗卫生技术人

员 (包括中西医师
、

牙 医
、

药剂师
、

护士
、

助产士等 ) 则增加了 4
.

02 倍 ; 每一医疗技术人员

服务的人口
`

数从 7 2 8
.

8人减至4 05
.

30 人
,

亦即每 10 万人口中的医疗卫生人员从 1 3 7
.

2 1人 增 至

如 9人
,

即增加81
.

47 %
。

这主要是在 70 年代增加的
。

详见表 4
。

袋 4 合掩省医泞卫生技术人员与人 口的比例

年
`

份

1 946

1 956

195 9

1 9 66

i% ,

1 976

1 9 7 9

1 98 1

口

(千人 )

数 } 医疗胜
技 } 每一医疗卫蛛术 { 碗

。万人口的医疗

} 叙
员数 } 人员服务的人

口数 } 卫生技术 人服
21597903”89630013711211110918519322624986113238274307288888949171655154414056 5 00

9 3 9 0

8 918

1 0 5 7 3

1 1 6 6 1

14 16 7

业 2%

犯 008

3 9 614

44 科 7

431993335坦拐
.

一14

1 6 508

1 7 4 7 9

18 1 3 6

资料来源 : 《 1 98 。年台湾统计资料册》 (英文本 )
,

第264 页
,

《 台湾 19 73 年统计提要》 ,

第72 页
。

(台湾) 《 社会指标统计》 1981 年
,

第472 页
。 · -

据统计
,

台湾省的公共医疗机构 (包括一般医院
、

结核病防治院
、

疗养院
、

产科医院
,

保建站
、

传染病院
、

研究机构与实验室
、

防疫站: 流动医疗单位等 ) 的数目如下
:

表 5 台漪公共医疗机构

年 } 总

份 …计

}一 般 {结核病 1 疗

} 卜 } 养

}医 院 }防怡院 卜院

产 司 保 }传 妇 研究所 } 防 际场 { 其

} 佩 } l 与 } 疫 l 医 疗 }
医 院 } 站 }病 院 }实验室 } 站 }单 位 1 他

2 1 13 } 一 } 3

3,7ù
441栩

7

413ù
叮J,
口

8
口匀乙O月了

`

044
1口

24780808
口j目3

`
ó

Ù
J

61211ù2355ù4182624ù25283033ù1 9 5 2

1 9 62

1 9 7 2

1 97 9

1 9 81

58 0

1 089

1 1 09

1 1 0 9

1 03 1

.

资料来源
: 《 1 9即年台薄统计资料册》 〔英文本 )

,

第266 页` 庵

, : ,

台淹嫩会
撕
统计翔198 .1 柳啊

·

但是
,
台湾的医疗机构大都是私人经营的

,

表 6 是 7 0年代以来的医疗机构钓概貌
。

·

台湾省的医疗卫生机构大部分集中于台沈市
、

高雄市和台北县
,

因而医务人员
、

病床也

都集中于上述 3 地
。

其它县
、

市的医疗机构规模虽不大
,

但分散各处
,

便于就医救急
。

50 年代以来
,
台湾医疗事业的发展情况可从表 7 得到一个轮廓

。

10 7



衰 . 台扮医疗帆构橄况

数|一总构一卜日机
年 份

私 营 计

19 71

1 9 7 6

1 9 8 1

1 1 99

1 2 1 6

1 0 3 1

}平够
二 , }

医 务 人 }其 中 自每 万 人 。
}每平万诊

}打机构攀爹 } _
. 、` .

{
_

_ 二
}

_
_

_ .

}旱时捧 务

{竺立卫竺 }
,

卫- 旦- 竺{翌二竺竺 !
~

竺塑巡 {二
~

里二
{

2 08 7
}

18 2 2 7
1

4 3
·

0 2
}

二6
·

1 7
}

”
·

5

… 主 748 1
” 2 “ 0 8

}
” 5

·

49 } 份
·

8 7
{ 0

·

89

1 1 6 0 5 土 44 7 4 7 } 3 0
·

48 1 24
·
5 1 } 1

·

24

资料来源
: (台湾) 《社会指标统计》 卫9 81

,

第72 ee 7 ,页
、

第 2 43页
。

衰 7 19 81 年台浦省医疗机构
、

咚务人员
、

病床的分布情况

医 疗 机 构 医 务 人 员 (人 ) 床

病一每口
目

}平均每一医 }平均每一医
数 目 l疗机构服务 }疗机 构 服

}平 方 公 里 }务人
口 数

总 计 }其中医师% 数
万 人

床 数

总 计

台 北 市

台 北 县

高 雄 市

其 它 18 县
、

市

11 199

2 0 4 1

1 0 7 0

1 0 1 ,

7 0 7 1

1 6 0 5

1 1 0 0

2 1 56

1 1 9 4

44 74 7

U 44 1

4 55 9

3 93 7

23 8 10

3 0
.

48 %

2 7
`
2 6%

2 7
.

86 %

3 1
。

2 2%

4 4 0 5 3

8 838

5 108

4 4 1 3

2 5 69 4

24
一

51

3 9
一

3 6

2 2
.

14

3 6
.

33

211392153
丹U`1nl

双引85叫9535叫弘肚幻”叫幻0301702146341814196191217巧71133灯69252544261 5 2 2

1 98 6

9 5 8

1 0 3 6

7 1 5

2 2 7 1

6 33

1 4 0 7

1 3 U

6 9 3

1 18 8

2 9 4 1

4 94

2 46 0

户Oó”ó月,O护ÙO产目、J曰加,曰8甘̀
目匀

2,人

2 178

1 59 9

1 6 1 7

1 9 7 9

1 75 2

1 884

工 7 1 9

2 805

1 848

2 4 52

2 03 5

1 83 2

1
一

7 , 9

1 504

2 08 5

1 44 9

8 8 7

1 1 0 6

8 5 7

2 4 77

1 2肠

1 007

1 9 94

2 1 30

1 03 8

648

1 7 20

1 3 24 )

i
一

`姆
、

1 0 31

4 11

钻 1

18 7

93 4

2 502

1 76 0

2 9
.

4 0%

34
.

4 0%

3 2
.

38%

2 7
.

9 0%

29
.

0 ,%

33
.

9 4%

幼
。

6 1%

44
.

乃%

幼
.

14%

2 ,
.

08 %

2 9
.

9 1%

45
.

10%

33
。

33%

38
.

11%

26
.

20 %

3 1
.

铭%

3 4
.

53%

3 4
.

26 %

48828462497242巧25637139U臼49562433.10.1.3.6.3L.13..44东..55.22.19.2...00020467139927562358730628444739449648615823751239677$33

;
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市市市中

兰园投林竹栗化中南东义雄东莲湖隆中南

其桃宜新苗台云嘉彰南台高屏台基花形台台

资料来源
:

(台湾 ) 《社会指标统计》 198 1
,

第242ee 24 3页
。

(二 ) 居民营养水平逐年有所提高
。

据 《 1 9 8 1年台湾统计资料册》 (英文本 ) 的数字
,
自1 952 年以来

,
台湾省居民每人每 日

摄取食物的热能从 2 0 7 8
。

2卡逐年增加至 1 9了9年的舍 8 45
。

1卡
,

27 年间增加了 36
。

9%
,

如果把这

期间人 口激增 (从8 0 0多万人增至 1 7 00 多万人 )的因素考虑进去
,

可以认为这个每人每日摄取

食物的热能增加率是不算太小的
。

在每人每日摄取的食物中
,

蛋白质从 4 9克增至 7 8
.

7克
,

即

增加了 6 0
。

6% , 脂肪从 3 5克增至 8 4
.

3克
,

即增加了 1 4 0
.

8% ,
’

碳水化合物从 3 85
.

6克增至 4 3 1
.

6

克
,

即增加了 13
.

2 %
。

在食物的构成中
,

蛋白质
、

脂肪
、

碳水化合物三者的比例
, 1 9 5 2年分别

,

苏08
,



为10
.

4 3%
、

7
.

% 45
、

2 8
·
1 1%

,
l , 79 年分别为 13

·

23 %
、

.

毕
.

1 7%
、

”
·

5 8%
,

结构有了 进 一

步的改善
,

即蛋 白质与脂肪增加
,

而碳水化合物的比例相对下降
。

众所周知
,

营养水平与体

质强弱有着密切的关系
,

而营养品又是必须通过每天摄取的一定量食物获得的
。

上引数字虽

是整个台湾省人 口每人每日的摄取量的平均值
,

但它们却是近 30 年来台湾人口身体素质改善

的重要因素
。

这个因素是建立在台湾省人均每年收入从 1 9 5 2年的 1 8 6
.

6美元增加至 1 9 82 年的

2 54 3美元这一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
。

(三 ) 一些重要疾病得到控制
,

居民患病率下降
。

30 多年来
,

在台湾省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努力下
,
历史上流行的某些重要疾病 已 得 到 控

制
,

患病率有所下降
。

这是使台湾省人 口身体素质改善与提高的又一重要因素
。

以下分别就

法定传染病
、

慢性疾病以及致死的主要疾病构成加以叙述
。

’

1
.

法定传染病 一
日本占领期间

,

霍乱
、

赤痢
、

伤寒
、

副伤寒
、

天花
,

斑疹伤寒
、

猩红热
、

白喉
、

流行性

脑脊髓膜炎
、

流行性脑炎
、

鼠疫等列为法定急性传染病
。 厂

卜

`

自50 年代初起
,

上述的法定传染病
,

多数已不见发生或很少发生
,

法定传染 病 患者 从

1 9 5 2年的1 1伊人减少至 1” 79 年的 7 7人 , 死亡数从“ 4 8人减少至 “ 人 , 发生的主要传染病大都

为伤寒和副伤寒
、

白喉
、

痢疾
。

1 9 52 年传染病死亡者为患病者的 21
·

6%
,
1邹9年 为 乙 6%气

在 1 0万人 口中
, l % “年得传染病者为 1 4

·
1人

,

死亡煮为 ”
·

2人
,

1 ” 7”年分别 为 ”
·

”本卯
”

·

“ l

人
。 ①

2
。

慢性疾病

历史上台湾较多见的疾病有肺结核
、

疟疾
、

梅毒
、

黑水热
、

甲状腺肿
、

肺蜓病
、

覆盆子

肿
、 ’

登谷热
、

各种寄生虫病等
,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肺结核
、

疟疾
、

梅毒
。

1 94 6年时
,

肺结核为台湾省流行最广
、

最烈的一种疾病
,

其死亡率占总死亡率的 1 6
。

。%

左右
,

经开展防痊计划工作后
,

50 年代初起肺结核病的患者与死亡率逐渐下降
。

在 19 47 年至

196 1年间
,

结核病死亡数由 1 8 53 3减至 4 6 98
,

其占总死亡率的百分比由1 .6 2%降至6
·
5%

,
每

10万人中患结核病而死亡者由2 8 5
。

2人降为 4 3
。
1人

。

台湾古时之所以被视为瘴病之乡
,

主要原因是疟疾盛行
,

特别是中央山脉周围一带山地

乡村
。

`

本世纪初
,

台湾居 民死于疟疾者每万人中有 39 人之多
,

其中新生儿至 4 岁儿童约占32 %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

因药物缺乏而使疟疾患者高达 12 0万人
,

疟疾成为台湾居民主要 死 亡

原因之一
。

.

鉴于疟疾威胁严重
,

台湾卫生机构于 1 9 4 6年进行调查
,

拟定防治计划并于1 9 5 2年开始扑

疟工作
。

1马5 8年至 1 9 6 1年先后在发病残留地区及疑似患者 30 3万人中进行分析化验
,

其 中残

留疟患者仅 70 0余人
,

由此而断定疟疾患者数已明显减少
。 ` ·

3
.

致死的主要疾病构成的变化 个

据台湾省卫生处的统计
,

台湾省人口死亡的原因大致是由于患下列十三种主 要 疾病
、

一
、

胃炎和十二指肠炎及大肠炎
,

二
、

肺炎
,

三
、

呼吸系结核病
,

四
、

未记有精神病之老迈诊

断不当及不明原因
,

五
、

中枢神经系之血管病变
,

六
、

肾炎及肾水肿
,

七
、

其他传染性及奋

① 据 《 1980 年台湾统计资料册》 (英文本 )
,

第6z 7ee 26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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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类之疾病
,

八
、

恶性肿瘤
’

(包括淋巴及造血组织肿瘤)
,

九
、

支气管炎
,

十
、

疟疾; 十

一
、

心脏疾病
,

十二
、

新生儿特有疾病及性质不明之早产儿
,

十三
、

意外伤亡
。

《台湾省卫生统计要览》 ( 1 9 6 1年 ) 的材料表明
,

自1 9 5 2年至 1 9 6 0年
,

台湾省人口死亡
、

的十大原因中
,

患胃炎
、

十二指肠炎
、

肠炎及大肠炎者始终居第一位
,

其死亡人数由1 9 5 2年的

1 0 7 0 9人增至 1 9 5 3年的 2 2 0 5 2人
,

以后逐渐下降
,

1 9 6 0年降至 7 2 9 9人
,

至 1 9 6 1年退居第立位
,

其死亡人数亦降至 6 79 9人 , 其所占之死亡率从 1 9 5 2年之十万分之 1 32
.

9增加为 1 9 5 3年的十 万

分之 1 4 5
,

1 9 6 0年降低为十万分之 6 7
.

7
,

1 9 e l年续降至十万分之 6 1
.

0
。

1 9 5 2一 1 9 6 0年居死 亡

原因第二位者为肺炎 ; 其死亡人数
,

时升时降
,

1 9 5 2年为 1 0 5 16 人
, 1 9 6。年 减为 7 11 9 人

,

196 1年跃升第一位
,

但其死亡人数略增至 7 3 47 人 { 其所占死亡率
,

1 9 5 2年为十万之 12 9
.

`

1 9 6 0年降为十万分之 66
,
1 9 6 1年再降至十万分之 65

。

9
。

居最低位者为肾炎及肾水肿
,

其所占

之死亡率虽不断下降
,

但在 1 9 6 1仍高达十万分之 1 8
。

8
。

一

中枢神经系之血管病变
、

恶性肿瘤
、

心脏之疾病
、

新生儿特有疾病及性质不明早产儿以

及意外伤亡等五种疾病引起的死亡趋逐渐升高之势
,

其余五种则出现下降趋势
。 ①

1那 5年患胃炎
、

十二指肠炎
、

肠炎及大肠炎者退居第九位
,

肺炎退居第五位
,

而中枢神

经系之血管病变
、

恶性肿瘤与意外伤亡则跃居前兰位
。

寄生虫疾病及疟疾在166 5年巳从十三

种主
甄

死疾病表中勾除
, ⑧见表 8

。
`

’

衰 8 台海省 15 8与
、

19 71
、

1. e0 年死因位次

19 7 1年 198 0年
193 5年 }

—
二

一
一一下一一一一一丁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丫宁一一一一一节一一 ,

} 男 } 女 } 男 ! 女

肺炎 脑血管疾病 脑血管疾病

腹专肠炎
厂

外伤
、

中毒及意

外死亡

神经系病

外伤
、

中毒及意

外死亡

恶性肿瘤

脑血管疾病

恶性肿溜

其他传染病及寄生虫病

呼吸器结核病
神经系病

恶性肿瘤

呼吸器疾病

恶性肿瘤

脑血管疾病

神经系疾病

先天性弱质
、
畸形早产

气管炎

呼吸器疾病

消化系疾病

心脏病

消化系疾病

、 神经系病

外伤
、

中毒及意

外死亡

心脏病

呼吸器疾病

9

10

外因死亡

肾脏炎

非绪核呼吸器疾病

疟疾

心胜病

结核病

传染病

泌尿系疾病

心脏病

外伤
、

中毒及意

外死亡

消化系疾润

传染病

结核病

泌尿系疾病

呼吸器疾病

结核斑
泌尿系疾病

传染病

消化系疾病

泌尿系疾病

传染病

结核病

资料来源 : 据台湾卫生处统计材料整理
。

7,0 一 B O年代台湾由于医疗水平
;
的提高

,

流行性传染病
,

特别是疟疾
、

肺炎
、

痢 疾
、

肠

炎
、

破伤风和结核病已基本能治愈
,

已不是台湾人 口死亡的主因
。

今 日医学尚不能或不能完

全治愈的病疾如心脏病
、

癌症
、

脑溢血和肾炎成为当前台湾人口死亡的主因
。

由此看出
,

前

者各类疾病多为急性病
,

大部分是婴儿和孩童易染
,
而后者难治愈的病多为成年人尤其是老

年人生理机能衰退的慢性病
。

另一突出现象是 8。年代男性意外死亡居第一位
,

这是大陆各省

未有的事
。

① 参见 《 台湾省通志 》 第 2卷
,

第 3巧页
。

② 参见许世拒著 ; 《台湾人口的动态》 (英文本 ) 抽印本
,

第2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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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明
,

台湾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和死亡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医疗保健事业的

发展
。

(四 ) 社会遗毒后患无穷
。

日本占领时期
,

性病 (梅毒等 ) 在台湾是一种流行病
,

也是一种最具有破坏力的凶恶疾

病
。

据台湾医师 1 9 3 5年从日本红十字会台湾 14 年门诊皮肤病患者 44 6 50 人的统计分析
,

发现

有梅毒症状者占1 1
.

14 %
,

其中以 16 岁至 35 岁者占大多数
,

达63 %
,

有淋病症状者也 有 类似

的百分率
。

19 52 年世界卫生组织派员在合湾调查后
,

估计台湾染有梅毒病患者占本省人 白总 数 的

5 %
。

这个比率仍是十分惊人的
, 19 5 3年 9月至 1 9 8 2年 5 月在 4 0 4 0 6 8 8人中进行梅毒血清反

应之验血
,

阳性反应者 2 1 8 01 5人
,

其中梅毒患者 15 6 7 6 3人
,

淋病患者 36 4 94 人
,

其他性疾患

者 5 78 0人
。

这些数字反映了令人优虑不安的一种社会现实
。

众所周知
,

性病往往是胎 儿 早

产
、

死产
、

聋哑
、

失明
、

痴呆
、

低能的原因
。

因此
,

它的凶恶影响所及不仅是病患者本人
,

而且贻害后代
。

这是关系到海峡彼岸中华民族人 口素质的重大间题
。

性病不仅是 人 体 的 疾

病
,

而且更严重地是一种社会病疾
。

台湾社会的这一情况确实令人优虑
。

台湾人口的文化素质

一
、

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
.

:
,二

. 一 . -
-

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

文化水平的增高
。

30 年来台湾教育的普及与发展甚为迅速
。

1舫 4年台湾受教育者仅有 2 01
.

7万人
,

其中受高

等教育者计 1
.

9万人
,

受中等教育者约有 1 8
.

3万人
,

受初等教育者1 81
.

5万人
。

至 1 9 6 6年受教

育人数增至 77 5
.

4万人
,

其中受高等教育者为2二 3万人
,

增长近 1
墉

, 受中等教育者 1 6 7
.

7万

人增长 9倍以上 , 受初等教育者 5 8 1
.

5万人
,

增长 3倍多
。

到 1 9 8。年受高等教育者达 10 9
.

8万

人
,

比 1 9 52年的 8
。
6万人增加 12

.

5倍
,

其占全省人口比重分别为6
.

16 %和 1
.

05 %
。

中等教 育

人数为 569
.

5万人
,

占全省人 口总数的 31
.

99 %
,

比 19 52年 5 6
.

4万人 (占全省人口总数的6
。

94 % )

高出 10 倍之多
。

而受初等教育者人数比重变化不大
,

19 5 2年34
.

1%
,

1 9 8 0年37
。

5 `%
,

说 明

台湾光复之后受中等和高等教育人数比例有所增加
。

文盲
, 1 9 5 2年占全省人口 的 33

。

1 %
,

1 9 8 0年下降到 8
.

94 %
,

而在青少年中几无文育可言
。

表 9 台琦省砚住人口教 , 粗度魏计

省省 人 口口 6 岁 及及 高 等 学学 中 等 学
...

初 等 学学 文 盲盲
总总 数数 6 岁 以以 校 程 度度 校 程 度度 校 程 度度度

(((千人 ))) 上 人 口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千人 ))) 人 数数 占人口口 人 数数 占人口口 人 数数 占人口口 人 总总 占人口口

(((((((千人 ))) 总数%%% {干人 ))) 总数%%% (千人 ))) 总数%%% (千人 ))) 数%数数

888666 1
。

0SSSSS 3 4
.

111 2 69000 3 3
.

111

主主肠肠 乌乒乒乒 44
.

111
,

2 27666 1 9
。

7 777

555四四 3卜夕夕夕 43
。

8666 1 74 111 1 1
.

444

111 0兜兜 .6 肠
。。。

3 7
.

5 444 1 5蛇蛇 8
.

9444

资料来源 : 《 19 8 1年台湾统计资料册》 (英文本 )
,

勒一 7页
。

据台湾
“
教育部

”
统计

, 1 9 8 2年台湾各级学校幼儿园总数为 5 4 5 1所
,

专任教师 17
.

5万

人
,

在校学生为 4 7 2
.

5万人
,

即台湾平均每 4人中就有 1 人是在校学习提高文化水 平
。 1 9 82

事14



学年度与 1姗李年度比较
,

学校增加了1 0
.

” %
,

专职教师增加16
.

9%
,

学生增加了5
.

49 %
。

引

人注目的是专职教师增加率超过学生增加率
,

反映台湾当局对师资培养训练较重视
。

当今台湾教育事业已跨入世界上较先进地区
。

最近几年台湾每年在美国的留学生有七
、

八百人玫读博士学位
。

1 9 8。年台湾研究人数达 5 6 1。人
。

台湾每方人口 中在校大学生人 数 约

2 0 0人左右
。

台湾省在就学率方面
,

亦居于世界前列
。

1 9 82年度台湾适龄儿童就学率达 9 9
.

7 9%
,

小学

毕业生升学率为 9 8
.

6%
,

初中毕业升学率为 7 3
.

2 8%
,

高级中等学校毕业生升学率达 81 %
。

裹 10 台浦省初
、

离中毕业生升学率

初 中 毕 业 生 升 学 率 (% ) 高 中 毕 业 生 升 学 率 (% )

5737429390787615727876677178798238韶5636130637666175798590676568195 0

1 955

土96 0

工9 6 5

19 7 0

19 7 5

19 8 0

198 1

资料来源
: 《第四次台湾教育年鉴 》

。

衰 1 1 台掩省历年各级学校教目

总总 计计 小 学学

,159227569999
丹舀nU兔一1占59
`

4212536肠889503

J上

1950

1仍 5

1% 0

灼 65

1 9加

19 7 3

1 9 81

1 504
么 16 5

2 96 1

3 3 7 1

4 03 6

4 328

5 24 0

1 23 1

1 44 3

1 843

么 1妇

活 319

2 349

2 4绍3

资料来源:

表 1 2

《 第四次台湾教育年鉴 》
,

第16 38 一16 39 觅

台滩省各级学校学生傲

大大 专 院 校校 申 等 学
`

校
厂厂

小 学学

729055043810587886306952469152脚9907811361596411另2一 19 53

1 95 5一 195 6

1960 , 1 9 6 1

1% 5一 1 96 6

1 9 7 0一 1 9 7 1

1 9 75一生夕7 6

1 9 7 9we l9 合0

灼 81

1 0 03 7

1 8 1 74

3 5 06 0

85 346

2叮 47 3

28 , 43 5

3 29 6 03

3 38 86 2

」

13 9 加 8

2 12 97 7

3 54 5 6 1

66 1 96 1

1 149 5四

1 4 9 7 8月8

1 585 84 主

1 624 朋 3

1 003 304

1 幼 7 904

1 8 79 428

2 24 3 503

2 428 5 85

2 8聪 60 3

2 2月4 3 6 2

2 213 幼 3

资料来源 : 《 198 0年白湾统计资料册》 (英文本 )
,

第25 3页
。

(台湾 ) 《社会指标统计》 灼肚
,
第 52

、

s3 页
。

从上表看出
,

5 0~ 80 年代大专及中等学校入学人数激增
,

表明台湾青少年人口文化素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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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提高
。

台湾高山族文化素质低于汉族
。

台湾山胞一半多为小学文化程度
。

从师资来看
,

1 982 年

山胞居住地中学教师大学毕业者占25 纬
,

而全省占60 %以上
。

近年来虽注意提高少数民族文

化教育水平
,

但各项教育指标仍低
。

二
、

台海文化教育 . 业发展原因

台湾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

卓有成效
,

与其历史基础
,

社会经济条件
,

战后的教育政策

的实施有关
。

(一 ) 台湾的教育在日本占领时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

日本侵略者统治台湾50 年之久
,

其殖民地教育政策
,

使台湾人民的教育备受歧视和苛刻

的限制
。

但日本既要使台湾充分发挥殖民地作用
,

便不得不在台湾发展一定程度的教育
。

因

此
,

台湾在收复之时
,

便已具有一定的教育基础
。

衰 a1 合掩收妞前后的教 , 情况
’

丫
`

’

{
,

、

所 数 (行 }
, 生 数 (人 ,

}
。 二

`

幼 稚 园 }
,

势 } ` 634
’

} 19 46 学年数字

小 学 1 1 097
、

} 吕佣 礴翻 【 主,胭学年数字

中
·

学 】 45
.

! 2 , 加 5
一

1 194 4学年数字

职 业 学 校 } 一 } 5 058 } 1叫渗学年数字

_ 大 专 学 校 } 4 {
`

2
022 }

1
邓学年数字

资料来源: 台湾省政府新闻处编印
: 《 台湾光复舟五年》 ,

198 0月 10 年版
。

1 9 4 4年台湾儿童入学率已达 7 1
.

3 1%
,

同年台湾计有中学45 所
,

其中省立 l 所
,

县 市 立

38 所
,

私立 6 所
,

学生近 3 万人
,

19 4 5学年度
,

合湾有公立大专院校 4 所
,

学生二千余人
。

同时日本殖民者为了驱使台湾青壮年人力从事各种生产工作
,

以适应其殖民地经济政策的需

要还搞
一

了职业教育
,
然而重点放在低级职业教育

。 1仑4 6学年统计
,

其时高职毕业生只有 47 人

而初职毕业生则多达 5 0 1 1人
。

(二 ) ;

国民党当局从大陆带去较多师资人才
。

`

日本占领时期
,

台湾大专学校90 %教师由日本人担任
。

光复之后
,

国民党当局由大陆各

省罗致人才
,

19 49 年更从大陆带去一批专家学者
,

从而为台湾各级教育的发展充实了师资
。

(三 ) 美国经援的扶植与台湾经济发展提供的资金以及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对科学文

化教育事业的需求等`
,

一

从50 年代起至丈9 6 8年台湾共获美国经援1 4
。

8 2亿美元
,

其中四分之一 ( 25
.

9%左右 ) 用于

台湾人力资源投资上
。

台湾当局教育经费逐步增多
,

从 1洲 8学年度算起古每年总预算25 % 以

上
,

而各县市地方教育经费从 1 9 5 3年起就高达 35 %以上
,

70 年代至今教育经费占地方财政比

高达 45 %左右
。

此外
,

台湾在光复后
,

制定了名目紧多的教育法规
,

如 19 7 9年制定 《幼稚教

育法》
,

1只55 年颁布 《发展初级中等学校方案》 及实施
“
一乡镇一初中

”
的政策

。

其他尚有

《高级中学法》
,

《大学法》 等
。

1 9 82 年又开始实行 “ 发展与改进国民教育六年计划
” 。

自60 年代台湾经济
“
起飞

” 以来
,

对于职业训练尤为重视
, 1 9 6 3年开始普遍实行高中工

艺教学
,
除正常教学外

,

将全省划分 19 个工艺教育辅导区
。

1 9 8。年定颁
“ 以职业教育为主延

·

1 1 3



长国民受教育年限的规划妙 ,

将初中毕业未满 18岁青少年文化普及到高中水平
。

台湾在 t’ 智力
”
开发上公私并长

,

积极鼓励私人办学
。

194 5年
,

台湾仅有公立大学 4 所
,

至 1 9 7 9年台北市与高雄市以外的公私立大学有 76 所
,

其中公立只 23 所
,

而私立却有 53 所
,

为

公立大学的 2
。

3倍
。

不利于改善人 口素质的台湾社会隐患和道德危机

一
、

阻碍人 口身体案质进一步改 . 的因衰 日益幼多

前已述及
,

近几年来台湾省先天畸形儿约占新生儿的千分之八
,

这主要是台湾历史上遗

留下来的性病仍然十分流行的结果石这个问题看来短期内无法解决
,

因为这种疾病有其社会

根源
。

其对子孙后代的后患令人非常不安
。

此外
,

B 型肝炎在台湾已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 生

间题
。

在台湾地区的 1 8 0 0万人口中 , B型肝炎带菌煮约 36 ”万人
,

比率占世界首位
。

临床病理研

究表明
,

B型硬肝炎与肝癌
、

开硬化有很高的相关性
。

1 9 8 0年台湾省的十大死因中
,

癌症 占

第二位
,

而肝癌占所有癌症的首位
。

① 近年来
,

小儿麻痹症患者也增多了
。 ② 台湾省每年农

药消耗达新台币多与亿元
, ` 民众健康大受威胁

” 。

匀台湾每年因为意外事故而死亡的儿童竟

高达 3 5 0 。多人
,

其中以 4 岁以下的幼儿所占比率最高
,

据统计
, 0 岁到 1 岁窒息 而 死

`

的 占

5 6
.

7 %
,

溺死的占9
.

6%
,

交通事故占9
。

2%
,

火灾占 5 % , 1岁到 4 岁的孩子溺死率占48 纬
,

其次是车祸死亡占2 7
.

4%
。

儿童因意外事故死亡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

④ 台湾原是森林资源丰

富的大岛
。

近 2。年来林地缩小
, “
经济越萦荣

,

公害越扩大
” , 制造公害的工厂

、

机动车辆

日增
,

产生庞大的废气与噪音
,

大气污染
,

造成空气品质劣化
,

值得十分重视
。

二
、

杜会道箱危机
、

卜
’ ·

一
-

据台湾 《中国论坛》 的州位作者著文说
,

在台湾
,

、
,

“
不仅看不到传统的四维八德

,

也看

不到现代的公平和正义原则
” 。 到处可以看到许多 `但求目的

,

不择手段 ” 的人 经 常 在孩
“
损人利己

”
韵事 , 台湾社会面临着

“
严重的道德危机

” 。 ⑥ “
颓废堕落

、

金钱万能犷笑贫

不笑娟
,

大家盲目追求物质享受
,

精神失去寄托
” ⑥ 成为台湾社会风气

,

一方面社会风气性

河 日下
,

另方面犯罪率不断提高
。 《中央日报苏说

,

从 1 9 7 0年到 1 979 年的功年间
,

、

台湾地区

的犯罪增长了 1
.

3倍 , 1日8 0年
,

犯罪人数比 1 0年前增加了始0% 多
,

其中凶杀
、

抢劫
、 `

绑 票 等

重大刑案达52 0 00 余包 1蛇 1年犯罪人数超挝劲万
,

犯罪率比 l9t 8 0年增长近` 倍`
-

最令台湾大众深以为虑的是 ,
;

青少年的犯罪率上升
,
许多人由

“
颓废失落护走向犯罪

。

台湾警方统计
,

现时台湾 15 岁至 17 岁的青少年每 18 人当中就有一个被列为率犯 、` 在校学生犯

罪率占总犯罪的48 %
。

因各种刑事案件而被捕的嫌疑犯中
,
含。岁以下的青少年占窃案犯人数

的 51 %
,

勒索及抢劫的 30 %
,

使人不安的是这些 比例还在逐渐上升
。 ⑦

. ’

① 台湾 《中国时报》 扮82年 4月 3 日
。

⑧ 台湾 《台湾日报》 1982 年 1明 10 日
。

⑧ 台湾 《青年战士报 》 1982 年 9月 11 日
。

④ 《台湾日报》 19 82 年 4月 16 日
。

⑥ 台湾 《联合报》 19 8 4年 1月 3 日
。

⑧ 台湾 《中国论赚 树3年三月号
。 `

② 台湾 《新生报沙社论
, `

引自新加波 《联合早报分王翎3年 7月班 日
。

1其吸



台湾刑事警察局的统计资料认为
,

台湾省少年犯年岁不断下降
,

据截至 19 8 2 年 11 月 份

止
, 9 5 3 0名的少年犯中14 岁以下的少年占42 %以上

,

他们的平均年龄比上年同期降低了 0
.

48

岁
,

这些少年犯以窃盗居多
,

恐吓与故意杀人为次
。

另外
,

抢劫也显著增加
。

① 青少年犯罪

比率增大
,

学生犯罪增加* 甚至已成为近年来社会犯罪的主要特点可

但是
,

台湾青少年何罪之有? 造成这种社会现象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
, ② 责任在

于社会
。

从合湾省人 口素质的情况看
,

人 口素质的提高
,

除了改善医疗卫生条件以增强身体素质
,

普及和提高教育水平外
,

还必须有一个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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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台湾 《中国时报》 188 3年 1 月 4 日。

`合湾全省十五至二十四岁的青少年失业总数有四万两千人
,

造成今日的社会向题
。 口

(见 《 关洲华侨 日报 》

198 2
.

5
.

8)
`
目前合湾大专毕业的枕业串加 Q

.

09 %
, …已成为目前政府的一大隐优

,

将会造成 严 重 的 社 会恐

慌
” _

(参见台湾 《中国时报 》
、

《新生报》 1 983

增加
, , `

给城市带来公害与环境污染
、

失业
、

:9 20
.

)台湾
`

城市人口过多
·

一导致城溉 吸毒
、

精神病患大量

刑事犯罪
.

t 《台湾新生报》 ) ;
`

台淹
`

大专毕业生就业难间题由

来已纪
, 、 `

非教育界尸个方两能解决叮 (见台河 《联合报》 198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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