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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眼中的社會與發展

──來自中國八大城市的調查報告

⊙ 陳友華

 

一 調查背景

（一）調查目的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增長與社會的全面進步方面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時社會

發展中的某些問題也凸顯出來，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得到及時妥善的處理，必將對中國社會經

濟的發展、甚至社會穩定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

為了及時地了解與掌握全國城市居民的生活現狀與關注焦點，廣泛聽取普通市民對政府各項

工作的看法、意見與建議，以便對黨和國家的有關政策法規執行情況與政府各項工作的開展

情況及其成效進行科學的評估，努力改進政府工作作風，使政府的各項工作更加貼近百姓實

際，從而更廣泛地贏得全國廣大城鄉居民對党和政府各項工作的理解、支援與配合，進一步

提高政府各項工作的成效。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於2004年2月21日─22日對全國八大城市的居民

進行了主題為「中國城市社會發展的現狀與問題」的電話調查。

（二）調查內容

本次調查重點是想了解城市各階層居民的生活現狀、煩惱與關注焦點，對當前普遍存在的失

業、貧富差距等突出社會問題的看法，以及對政府各項工作所表現出來的基本態度與效果等

的評價等。從而為政府決策提供這方面的參考資料。

（三）抽樣方法與調查物件

本次調查所使用的具體抽樣方法為：首先從上述八個城市的黃頁電話號碼簿中獲得各城市的

電話局號，然後按照各城市電話號碼位數（n）與電話局號位數（m）之差（n-m），由電腦生

成0-10n-m之間的亂數，最後由局號 × 10m + 亂數即組成電話號碼樣本。

本次電話問卷調查的對象為居住在北京、上海、廣州、重慶、南京、瀋陽、西安、武漢八座

城市的城區居民。



（四）調查時間、地點與人員

本次調查由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周曉虹教授主持，南京大學社會學系陳友華與朱虹具體負責進

行。南京大學社會學系2002與2003級的二十六名碩士研究生承擔了電話問卷調查工作，電話

問卷調查於2004年2月21-22日在南京大學社會調查中心進行。

（五）對電話問卷調查結果的評價

本次調查由電腦隨機生成的電話號碼組成樣本，在北京、上海、廣州、重慶、南京、瀋陽、

西安與武漢八大城市共成功訪問了1,223戶家庭，樣本分布如下：北京152戶、上海153戶、廣

州153戶、重慶152戶、南京154戶、瀋陽153戶、西安154戶與武漢152戶。在整個電話調查過

程中我們發現，絕大多數的被訪問家庭對本次電話問卷調查非常理解，並積極給予支援與配

合，從而使我們順利與圓滿地完成了這次電話問卷調查任務。

二 樣本分析

在本次電話訪問的1,223戶家庭中，被訪問者的性別分布為：男性648人，佔53.0%；女性575

人，佔47.0%。

被訪者中年齡最大的86歲，最小的15歲，平均年齡為40.65歲。樣本中20歲以上人口的年齡分

布與實際人口的年齡分布比較接近。

調查對象的職業分布分別為：黨政機關公務員佔2.9%、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佔12.2%、經理人員

佔1.2%、私營企業主佔1.9%、企業管理技術人員佔12.3%、個體工商戶佔7.0%、企業工人／商

業服務業人員佔27.6%、下崗失業人員佔7.0%、學生佔13.6%、農林牧漁勞動者佔2.0%，其他

佔7.4%，拒絕回答佔2.7%。

調查對象的文化程度分布分別為：不識字或很少識字佔2.3%、小學佔5.6%、初中佔17.7%、高

中佔33.4%、大專佔17.4%、本科及以上佔21.4%，另有2.0%拒絕回答。

從被調查對象的民族來源看：漢族佔96.6%，少數民族佔3.4%。

從被訪者的婚姻狀況看：已婚有偶與未婚兩者佔絕大多數，其中未婚佔27.7%、已婚有偶佔

68.0%、離婚佔1.6%、喪偶佔2.2%、同居佔0.2%，拒絕回答佔0.3%。

從被訪者的家庭規模看，3人戶所佔比例超過一半（51.8%），以下依次是4人戶（15.8%）、5

人及以上戶（15.6%）、2人戶（11.9%）與1人戶（3.8%），此外，還有13戶（佔1.1%）拒絕

回答，平均家庭規模為3.38人。

八城市家庭人均月收入為1,091.54元。從收入分布看，低收入戶佔近四成（39.1%），其中不

足300元與300─599元的分別佔13.9%與25.2%。中等收入者不足50%（49.4%），其中600-999

元、1,500-1,999元、2,000-2,999元分別佔20.9%、21.6%與6.9%。高收入者超過10%，其中

2,000-2,999元與3,000元及以上分別佔6.9%與4.6%。

分地區考察，北京市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最高，而廣州的受教育程度最低。從居民收入情況

看，北京居民的收入最高，重慶居民的收入最低。從家庭規模看，北京家庭人口規模最小



（3.18人），而西安家庭人口規模最大（3.68人）。本次調查所得到的上述結果與這八座城

市的實際情況基本吻合。以上樣本分析表明本次電話問卷調查抽樣科學、資料準確，從而為

報告的分析和研究結論提供了詳實、客觀、可靠的實證資料。

三 調查結果分析

（一）失業

本次調查結果表明：儘管政府採取了很多措施，千方百計增加百姓就業。但與以往相比，只

有30.1%的被訪者認為失業形勢有所好轉，37.6%的被訪者認為失業形勢與以往差不多，另有

32.3%的被訪者認為失業比以往更加嚴峻。如果用3級量表的賦值方法求取結果，即1分表示

「有所好轉」，2分表示「與以往差不多」，3分表示「比以往更加嚴峻」，排除回答「不知

道」後求取均值，則被訪者給城市失業形勢的平均分值為2.02分，這說明失業形勢與往常差

不多。

（二）教育

1 師德

教育、特別是中小學教育與教師的師德成為目前比較關注的問題。本次調查對目前有孩子在

上學的家庭就這一問題進行了詢問。調查結果表明：被訪者對教師的工作總體上持比較肯定

的態度，認為老師盡責和比較盡責的分別佔20.2%與67.1%，而認為不盡責的僅佔12.8%。總體

得分為1.93分，介於「盡責」與「比較盡責」之間，靠近「較盡責」一方。

2 教育亂收費

教育亂收費是近年來社會普遍比較關注的問題。本次調查專門就該問題對有孩子正在上學的

家庭進行了詢問。調查結果顯示：明確表示遇到過教育亂收費的佔28.7%，而未遇到過的佔

62.5%，另有8.8%的人表示不清楚／記不起來。

在目前有孩子正在上學、而又遇到過教育亂收費的被訪者中，有29.0%的被訪者認為教育亂收

費的情況有所好轉，37.6%的被訪者認為與往年差不多，另有21.9%的被訪者認為教育亂收費

情況比以往更嚴重了，另有11.4%的被訪者認為不好評價。

3 教育費的承受力

當對有子女上學的家庭詢問是否能承擔得起子女的教育費時，有38.7%的被訪者表示家庭能承

擔，另有53.0%的被訪者表示家庭基本能承擔，但值得注意的是有8.2%的被訪者表示家庭已無

力承擔子女的教育費用。總體得分為1.70分，介於「能」與「基本能」之間，偏向「基本

能」一方。

（三）百姓權益保護

1 房價



房價是近年來百姓普遍關心的話題。本次調查結果表明：有高達77.39%的被訪者認為在過去

的一年中，房價上漲過快或較快，而認為房價上漲速度適中或較慢的僅佔被訪者的22.6%。總

體得分為1.86分，介於「太快」與「較快」之間，偏向「較快」一方。這說明從總體上看，

去年房價上漲速度還是較快的。

認為在過去的一年中房價上漲過快或較快的被訪者中，認為政府在抑制房價上漲方面措施有

力或較有力的佔18.0%，而認為措施不力的佔58.6%，另有23.4%的人認為不好評價。

2 民工工資拖欠

最近這些年，每到春節將近，民工工資遭拖欠始終是各大媒體的關注焦點，2003年甚至驚動

總理親自過問此事，問題的嚴重性由此可見一斑。這一方面表現出本屆政府「執政為民」的

執政目標；另一方面，雖然百姓之事無大小，但要總理花費大量的時間親自處理民工工資被

拖欠問題，可見這背後折射出的一系列問題已嚴重到何種程度。

在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的強力干預下，在清理民工工資被拖欠問題上已取得了比較好的成

效。本次調查結果表明，分別有17.1%與65.7%的被訪者認為在過去的一年裏，政府在清理民

工工資被拖欠方面的成效顯著或較為顯著，而只有17.3%的被訪者認為政府清理民工工資被拖

欠的工作沒有甚麼成效。總體得分為2.00分，處在「較顯著」狀態。

3 房屋拆遷

在最近幾年，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的大面積改造與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房屋拆遷過程中的

百姓權益受損情況日益突出，部分城市甚至為此而引發了嚴重的惡性事件，並成為城市居民

關注的焦點是一。中央政府發現並採取了措施，使得這一問題有所好轉。本次調查結果顯

示：超過半數（54.9%）的被訪者認為在過去的一年裏，百姓在房屋拆遷過程中的權益受損情

況有所好轉，28.1%的被訪者認為情況未發生甚麼變化，而認為情況比以往更加嚴重的僅佔

17.0%。總體得分為1.62分，介於「有所好轉」與「與往年差不多」之間，略偏向「與往年差

不多」一方。這說明從總體上看，去年在房屋拆遷中百姓權益受損情況略有好轉。

（四）對困難群體的社會關注

1 對困難群體數量的估計

隨著經濟發展模式的改變與社會的急劇轉型，以失業與部分民工為主體的城市新的貧困群體

已經形成，並且其隊伍有逐漸擴大之勢。本次調查資料表明：有近半數（49.3%）的被訪者認

為在過去的一年裏，城市困難群體增加了，而認為持平的佔不足四分之一（23.7%），認為減

少的佔四分之一強（27.0%）。總體得分為1.78分，介於「增加」與「持平」之間，偏向「持

平」一方，也即被訪者認為城市困難群體數量還是比以往有所增加。

2 關注度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有近70%的被訪者認為社會對城市困難群體還是關心與比較關心的，相比

較而言，只有30%強的被訪者認為社會對困難群體不很關注或不關注。總體得分為2.27分，介

於「比較關注」與「不很關注」之間，偏向「比較關注」一方，也即從總體上來說，社會對

城市困難群體還是比較關注的。



（五）對生活費上漲的看法

1 百姓眼中的農產品價格上漲

糧油副食品等農產品價格的高低必然牽涉到社會的每一個家庭與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2003

年9月以來農產品價格上漲對城鄉居民的生活帶來了一定的影響。至於這次農產品價格上漲是

否合理，百姓自有自己的想法。本次調查結果表明：三分之二（67.7%）的被訪者認為2003年

下半年以來農產品價格上漲是合理或比較合理的，而只有三分之一（32.3%）的被訪者認為是

不很合理或不合理的。總體得分為2.35分，介於「較合理」與「不很合理」之間，偏向「較

合理」一方，這說明城市居民對這次農產品價格上漲還是比較能夠理解與接受的。

2 百姓眼中的水電氣價格上漲

水電氣價格的高低也牽涉到社會的每一個家庭與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因而受到普遍的關

注。本次調查結果顯示：覺得近年來水電氣價格上漲合理或比較合理的被訪者約佔一半

（51.0%），明顯低於近幾個月來對農產品價格上漲的理解，而認為近年來水電氣價格上漲不

很合理或不合理的也佔近一半（49.0%）。總體得分為2.63分，介於「較合理」與「不很合

理」之間，偏向「不很合理」一方，這說明城市居民對近年來水電氣價格上漲還是有點微詞

的。

3 百姓的生活承受力

目前農產品與水電氣價格上漲是否對百姓生活帶來了較大的影響？普通百姓對農產品與水電

氣價格上漲的承受能力如何？這是由農產品與水電氣上漲而自然引伸出來的一個問題。本次

調查資料顯示：90%的被訪者表示對農產品與水電氣價格上漲能夠或基本能夠承受，但同時我

們也注意到有10%的被訪者明確表示農產品與水電氣價格上漲已超過了其家庭的承受能力。總

體得分為1.74分，介於「能」與「基本能」之間，偏向「基本能」一方，這說明城市居民對

目前農產品與水電氣等價格上漲還是能夠或基本能夠承受的。

（六）百姓的煩心事

1 家庭境遇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家庭成員中有下列情形的家庭佔35.90%，這些情形是：沒有養老保險、

沒有醫療保險、工資被拖欠、求職中被騙、權益受到執法者或老闆的侵害與創業失敗，其中

家庭成員中沒有養老金的家庭佔18.15%，家中有「沒有醫療保險」的長病號家庭佔15.70%，

而權益受到侵害的佔12.34%。而上述七種情形都沒有的家庭佔64.10%。

2 百姓的煩心事

本次調查結果表明，只有三分之一（32.87%）的被訪者或其家庭中沒有甚麼煩心事，三分之

二（67.13%）的被訪者或其家庭多多少少都受到一些煩心事的侵擾。位列百姓煩心事之首的

是收入少，這在退休工人家庭中比較普遍，佔被訪者家庭總數的四分之一多（26.41%）。其

次是就業難，佔被訪者家庭的近四分之一（23.71%），其中本人／配偶就業難的家庭佔

13.16%，子女就業難的家庭佔10.22%，而父母就業難的家庭佔1.80%。位列百姓煩心事第三位

的是子女的學習，佔被訪者家庭的10.79%。百姓第四至第十位的煩心事依次是：沒有社會保

障（9.81%）、沒有住房或住房太小（9.32%）、生活費高（7.77%，某種意義上也是收入少所



致）、家人身體不好（5.64%）、子女就業難（5.64%，主要是民工子女的就業難）、沒有安

全感（4.50%）與教育亂收費（3.35%）。

（七）社會問題

1 百姓眼中的暴利行業

由於房地產業牽涉到許多百姓、特別是中低收入階層百姓的切身利益，同時近兩三年時間內

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多，因而使百姓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房地產業是一個暴利行業。本次調查結

果顯示：房地產業位列百姓眼中的暴利行業之首，有一半多（54.37%）的被訪者中將房地產

列為暴利行業，其次是電信，佔被訪者的31.30%，位列第三位的是醫藥，佔被訪者的

30.18%。百姓眼中的第四至第十位暴利行業依次是：電力（15.96%）、娛樂業

（14.53%）、IT產業（12.80%）、教育（11.59%）、金融保險業（11.59%）、手機業

（7.93%）與汽車行業（7.52%）。

2 百姓眼中的突出社會問題

本次調查結果表明，百姓眼中的突出社會問題首推失業問題嚴重，有三分之一多（35.1%）的

被訪者認為當前突出的社會問題是失業問題嚴重，其次是貧富差距過大（30.9%），百姓眼中

第三至第十位突出的社會問題依次為貪污腐敗嚴重（28.6%）、社會治安差（18.6%）、大學

生就業難（13.3%）、社會保障不健全（11.3%）、房價上漲太快（10.9%）、教育亂收費

（8.4%）、環境污染嚴重（8.2%）與生活費上漲（7.2%）。

（八）對媒體的看法

媒體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愈益突出。但本次調查結果表明，百姓對媒體宣傳的信任度較低。

如對媒體的宣傳明確表示相信與比較相信的分別僅佔被訪者的9.2%與29.5%，兩者合計僅為

38.8%，而表示不太相信與不相信的被訪者比例分別為42.9%與10.6%，兩者合計超過

50%（53.6%），另有7.7%的被訪者認為「不好說」，這實際上也是不太相信的意思。因此，

如何避免假大空與如何做到取信於民，是今後媒體必須面對的嚴峻挑戰。

（九）對改革成效的評價

1 改革成效

近年來中國改革進程加快，而百姓對改革的評價又如何呢？本次調查結果顯示：當問及被訪

者所在的城市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較明顯的進展時，有超過一半（53.56%）的被訪者認為在交

通建設方面取得了比較明顯的進展，以下依次為城市改造（48.00%）、環境整治

（32.79%）、住房條件（21.59%）與經濟建設（20.93%）等。

從總體上講，被訪者對近年來改革所取得的成效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大約有90%的被訪者認為

中國近年來的改革成效顯著或比較顯著，而認為不很顯著或不顯著的僅佔被訪者總數的10%。

總體得分為1.91分，介於「顯著」與「較顯著」之間，偏向「較顯著」一方。

2 誰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無論是經濟建設、還是社會發展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

那麼，究竟誰是中國改革成果的最大受益者？本次調查資料顯示：中國改革成果前五位的最

大受益者分別是私營企業主（57%）、黨政機關公務員（52%）、個體工商戶（37%）、經理人

員（27%）與事業單位工作人員（19%）。

（十）生活質量

1 生活水平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與2000年前後相比，有58.7%、27.8%與13.5%的被訪者認為其生活水平分

別提高、差不多與下降了。總體得分為1.55分，介於「提高」與「差不多」的中間。這說明

從總體上看，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上述八座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還是提高了。但這裏特別

要引起注意的是：有超過八分之一（13.5%）的被訪者認為與2000年前後相比，其生活水平非

但沒有提高，反而下降了。這說明儘管中國近年來的經濟增長很快，但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

被排除在分享經濟增長成果之外。在今後的工作中，如何使社會的全體成員共用經濟增長的

成果，是擺在中國各級政府面前的一項十分嚴峻的任務。

2 生活滿意度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有13.5%與57.5%的被訪者對目前的個人生活狀況分別感到滿意與比較滿

意，兩者合計佔被訪者總數的71.0%，但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另分別有16.5%與12.5%的被訪

者對目前個人的生活狀況感到不很滿意與不滿意，兩者合計佔被訪者總數的29.0%。總體得分

為2.28分，介於「較滿意」與「不很滿意」之間，偏向「較滿意」一方。這說明總體上人們

對目前個人生活狀況還是感到較為滿意的。

* 本文為「中國城市社會發展的現狀與問題」課題的部分研究成果。課題組長為周曉虹教授，課題組成

員是陳友華與朱虹博士。本文是課題組全體成員的共同勞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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