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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发展研究(第1期)(2012)》以中国现代重大问题的研究为重点，以中国社会发展情况的调研、发
展问题的诊断以及与发展经验关联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探讨为主题，鼓励从学科综合、交叉的角度
，对处于国际视野中的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及其发展中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社会发展研究(第1期)(2012)》由李汉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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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 1987年的调查 整个80年代，是中国社会发生转型和急剧变迁的时代。
这个时期主要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结构性特征是： （一）在经济体制上，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整个国
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其主要标志是：1.国家计委管的工业指令性计划产品
已从1984年的120种左右减到60多种；2.国家统配物资已从1984年规定的256种减到20种，商业部计划管
理的商品也已从1979年的188种减到23种；3.建设资金由政府渠道开支的已从1978年的76.6％下降到1986
年的31.6％，由银行渠道解决的已从23.4％上升到68.4％；4.1986年工农业产品的商品率已达63.9％；5.
主要生产资料由企业自销的比重上升，l986年钢材自销达32％，水泥48％，煤炭25％；6.各类商品已实
行浮动价和市场价的比重，农产品占65％，工业消费品占55％，生产资料占40％，一般小商品也都放
开随行就市；7.1986年城市融通资金达300亿元；8.出口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79年的5.6％提高
到1986年的12％；9.至1986年止，向国外筹借资金达206亿元，引进技术一万多项，开办7700个外资和
中外合资企业及3277个海外企业（《世界经济导报》，1987）。
 （二）在经济发展的结构上，由于初级农产品在这一时期的超常规增长，从而构成了整个国民经济增
长的主动因。
有人估算，在这一时期，农民的消费和积累增长能够说明国民经济总增长的62％以上。
这就是说，这一时期社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的近9个百分点中，其中有5—6个百分点是来自农村经济
发展的贡献，来自农民经济行为的贡献（周其仁、杜鹰、邱继成，1987：10—26）。
这样的一种增长格局，从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全国性农产品供不应求的局面。
从80年代初期开始，一些基本的农产品突然遇到了“仓容危机”，粮食和棉花也开始出现剩余，对粮
食的国家统购，从当时政府的财政实力上已逐渐感到了一种不堪承受的压力（周其仁、杜鹰、邱继成
，1987；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1987；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1988；高尚全
，1989）。
 （三）正是基于上述的这些分析，人们进一步判断，中国已普遍地结束了以温饱满足为中心的必需品
消费阶段，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不再来自于满足广大国民的低层次的消费，而是来自于非必需
品的消费。
根据当时的分析，城乡居民的食品收入弹性都降到了0.7左右，而用品、住宅及某些服务的收人弹性都
大于1，其中住宅和耐用消费品的收入弹性高达3以上（周其仁、杜鹰、邱继成，1987：10—26）。
 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背景下，消费结构的急剧变化，首先带来的是国内外消费示范效应的双重压力。
在国际上，大量凝聚先进科学技术成就的消费品开始涌人中国，不仅在更大的程度上刺激了国内的消
费，而且也强烈地刺激了人们对凝聚在消费品之中的那些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欲望和向往，因
之也构成了对人们本身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强烈的示范效应以及无形的巨大社会文化的压力。
在国内，一些先富起来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集团的那些情不自禁的炫耀性消费，也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
上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
羡慕与妒忌、攀比与模仿、失落与愤怒等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使消费的示范效应的压力变得愈来愈
大，使得当时刚性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得愈来愈不堪重负，各个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因之而变
得愈来愈尖锐了。
 总之，1987年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发生急剧转型和变迁的时期。
在经济体制上，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不过，这种转轨基本上是
按照从地方到中央、从农村到城市这样一条渐进的路线推行的，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经济体
制中存在着社会结构上“改革”和“未改革”双轨并存的局面；在经济发展的结构上，初级农产品的
超常规增长成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首要刺激因素，但与此同时，粮食和棉花等基本农产品也开始
出现“仓容危机”，国家统购政策在财政上遇到巨大压力；在消费结构上，从生活必需品消费到非必
需品消费的变化，首先带来了国内外消费示范效应的双重压力，从而使处于双轨体制中的不同社会群
体之间所产生的差异，成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矛盾的根源，使人们在相互比较的过程中体验到了一种
被相对或绝对剥夺的负面感受。
总之，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不同步的失调局面，特别是双重体制带来的双重行为及其价值观念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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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和冲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些“社会震荡”，也使人们在比较过程中产生强烈的失落与
被剥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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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发展研究(第1期)(2012)》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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