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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社会问题一种最简洁的定义就是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说的“公共麻烦”，正是由于它
的公共性，我们可以说，社会问题是人们既熟悉又陌生伪一个课题。
所谓熟悉，是指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
在经济领域人们可能遇到失业、下岗，碰到制假售劣；在政治领域，人们可能遇到腐败、社会不公平
；在社会生括领域，人们可能遇到治安不好、各种犯罪活动；在文化领域，人们可能遇到色情、暴力
文化、封建迷信活动。
这些社会问题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或我们的身边，通过传播媒介人们每天耳闻目睹，因此，我们是熟
悉的。
但是，对这些社会问题我们又是陌生的，这是说，从理论上我们对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特点、规律
、解决的方法手段，可能并不了解，即对社会问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一段时期，我国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对社会问题的研究禁区重重，不敢正视社会问题，对失
业、腐败、犯罪等社会问题不敢从正面回答，只是简单地将其归因为历史原因或外部原因，如封建主
义影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等。
回避的结果是这些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贻误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时机。
我们对青少年也采取理想化的教育方法，使青少年不能正确对待社会问题，也没有认识社会问题的正
确思想方法，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心理承受能力非常脆弱，走向社会后，遇到许多社会问题却无法回答
，便会对在学校受到的主文化教育的价值系统产生怀疑、动摇。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的确立，打破了在社会问题研究上的种种禁区，使我们得以有了对
待社会社会问题的正确方法，能够对社会问题进行科学地研究。
　　江泽民同志曾郑重地提出，要增强忧患意识，他还曾讲过，“‘忧劳兴国，逸豫亡身’。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这些古人的格言，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深受教育。
对我们的同志，要进行这个教育”。
这里提到的“忧患”、“忧劳”，就是不要忘记今天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
题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正常生活秩序，影响着社会的健康运行。
如果解决了这些社会问题，我们的社会就能健康地发展，人民的生活质量就会提高。
如何看待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社会中各种群体利益相互磨擦的结果，是社会各个方面因素矛盾冲突的
结果。
社会问题反映了社会机体的毛病，它反映的大多是我们社会中不体面的、丑恶的、阴暗的一面。
对于社会毛病，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文过饰非，轻描淡写，以免影响管理者的形象、政绩；另一种态
度是正视它、研究它、解决它。
列宁认为对待社会阴暗面的态度是：“用善良的词句来掩饰不愉快的现实⋯⋯是最有害最危险的事情
。
不管现实如何令人痛心，必须正视现实。
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政策是自取灭亡的政策”。
“我们应该有勇气揭开我们的脓疮，以便毫无虚假地、老老实实地进行诊断和彻底治疗好它，咽。
了解、研究社会问题最终是为了解决它。
社会学者在研究社会问题方面更有义不容辞的职责。
　　在社会学研究中，社会问题一直是一个最重要的主题。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朱缨在硕士毕业论文《中国社会问题研究状况分析》中，经过统计发现，社
会问题的研究文章占整个社会学研究内容的30％以上。
对《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社会问题”这一主题进行检索，统计结果如下：1981
～2000年的20年中，《社会学》共转载有关国内社会问题研究的文章437篇，有关索引2496篇，合
计293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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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共631篇，占社会问题类文章总数的21．51％；90年代(包括2000年)共2302篇，占78．49％
。
90年代研究社会问题的文章约是80年代的3．65倍。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新的社会问题不断地出现，研究的文章也就增多，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社会转
型是社会问题的多发阶段这一命题。
总的来说，社会问题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80年代，这段时期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人口、婚姻家庭、青少年犯罪等社会学传统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从90年代起至今，这段时期社会问题研究涉及的内容明显增多。
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急剧变迁而产生大量新的社会问题，如民工潮、老龄化、贫困、
下岗失业、贫富差距、社会保障、腐败、黑社会、吸毒、卖淫、艾滋病等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
亟待解决的问题。
社会学者纷纷试图对这些社会问题作出解释与研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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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论证了当今中国存在着的所有重大社会问题，包括自杀问题、吸毒问题、卖淫问题、青
少年犯罪问题、赌博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失业问题、贫困问题等等。
该书通过大量的实例及统计数据具体描绘了这些社会问题的表现特征，将社会学理论与转型时期的中
国实际相结合，分析了其产生原因，提出了可操作的、控制其发展，乃至根本解决的对策。
    读者对象：社会学研究人员、社会工作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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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社会问题的判断与界定，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政治观点有关。
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常常与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有关，政治制度会造成社会上的统
治阶级与弱势群体，而弱势群体通常是社会问题的承担者或受社会问题影响、伤害最大的群体。
不同的政治制度对社会问题的界定不同。
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对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如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政府更加重视，
大众也更加容易将其界定为社会问题。
对于腐败、通货膨胀等社会问题，涉及管理者集团的政权巩固和人民的生活质量，也更加容易引起人
民的关注与政府的重视。
政治学是从制度政策角度分析社会问题的。
其次，对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依赖于政治行为，即对社会政策的调整、制度的改革、政治舆论的宣
传、民情民意的支持，这些都是政治学研究的内容。
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在分析、解决社会问题中发挥作用。
　　四、社会问题与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活动的科学，通过对生产、分配、消费
环节的研究，分析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提高生产效率。
而政治经济学则研究人在经济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从经济上的差异联系到社会和政治上的不平等。
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就是经济系统，任何人都离不开经济生活。
有许多社会问题是与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收入有关联的。
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影响人们的富裕与贫困程度，经济关系的不协调，就业与分配环节中的缺陷
，会直接产生失业、贫困问题；社会经济生活中失去公正合理的分配与消费，会导致分配不公与消费
失控，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而解决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是依靠经济发展，这需要我们了解和掌握经济学知识。
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及对社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经挤学的知识与理论。
　　五、在社会问题上社会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关系　　社会学学科与其他学科都将社会问题作为研
究对象。
但与社会学不同，其他学科都未将社会问题作为自身研究的主题。
社会学研究社会问题较之其他学科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伦理学等学科也研究社会问题，但这些专门性的学科，分别以社会的某一
方面、某个领域为研究对象，这些学科研究社会问题分别是研究这个学科领域内的社会问题，而不研
究学科领域之外的或与学科领域无关的社会问题。
例如，政治学研究腐败问题，腐败与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权力有关，但政治学不研究环境污染问题、人
口膨胀问题、家庭婚姻问题。
经济学研究贫困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经济犯罪问题，这些问题都与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有关，但经
济学不研究吸毒贩毒问题、精神疾患问题、自杀问题。
由于其他学科在选择社会问题时领域的局限性和考察社会问题时视野的相对性，它们的研究角度尽管
独特，研究方法也有特点，研究程度也较为深人，但在对社会问题的整体把握上，显现出了相对性和
专门性。
　　社会学则是一门研究社会问题的专门学科。
它以社会整体及其各个要素、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的内容涉及社会的各
方面、各领域，由此决定了社会学研究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各个方面、各领域，也就是研究社会中发
生的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包括其他学科研究的社会问题。
社会学将一个社会中的所有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整体的现象来考察，因而，社会学在研究社会问题上与
其他学科相比，具有广泛性、整体性。
在研究某个具体社会问题中，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有交叉与重叠之处。
社会学研究社会问题的整体性特征，是其他任何学科在研究社会问题时无法达到的。
　　二、实施阶段　　(1)选择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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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提出后，研究者必须决定采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是调查、做实验、进行观察性研究还是利用现
存的文献资料，或是综合使用这些方法。
各种方法都有利弊，应该依据不同研究方法的特点，结合研究问题的需要而采用恰当的方法。
由于每一种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研究人员应尽可能用其他方法予以弥补。
研究方法不仅仅是收集、分析资料的实际措施，也是研究工作韵关键，以后研究结论主要的依据就是
研究方法是否恰当与科学。
　　(2)收集资料。
结论只有以事实为根据才是可靠的，研究人员收集资料时必须一丝不苟，尽可能在特定的时间、空间
内获取最大量、最真实的社会信息。
真实的、全面的信息是研究分析社会问题的基础性工作，是获得科学结论的保证。
收集资料尽管还是基础性的工作，但对研究社会问题而言，收集资料是研究工作最艰巨的一个环节。
因为有关社会问题的信息是一种社会珊象的负面信息，它不像正面信息那样人们愿意提供。
有的社会问题涉及当地政府的形象、政绩，甚至涉及某些人的利益、位置，或者涉及某些个人或集体
的秘密、隐私，要获得有关社会问题的资料与真实的情况，就会受到各种公开的或隐蔽的干扰、阻力
，研究者不仅要有吃苦的精神，还要有不怕风险的心理准备。
研究者只要在遵守法律和职业道德的前提下，可以运用各种方法，获取有关社会问题真实的信息。
　　社会问题的信息是社会问题存在于社会领域中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它是分析、解释、规范和矫
治社会伺题的最基本的依据，也是理论概括社会问题的基础。
我们所需要的社会问题信息的特点是，第一，具有代表性和稳定性。
任何大规模的社会问题的觋象和过程，只有在诸多的现象中选出有代表性的样本，才能使倌息与社会
问题的特征保持最大程度的一致。
第二，可量化。
它能把社会问题的现象和过程计量化，将社会问题的现象和过程的抽象概念与具体数量指标结合起来
。
第三，是主观变量与客观变量的综合。
它不仅是关于客观的社会问题变化的信息，而且还是社会问题的承担者、与社会问题相关的群体的主
观世界变化的信息。
通常研究社会问题非常注意相关群体的社会心理状况。
　　(3)分析结果。
资料到手后，研究者开始将其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判明这些资料所表现的总趋势以及资料间韵相互
关系，；然后将其列表整理以便进行分析解释。
这项工作同样需要严谨的态擅，因为对同样的事实常常可以作出多种不同的解释。
特别要筛选某些虚假的相关关系，寻找决定社会问题产生和发展的实际因素。
研究者必须对种种可能性仔细推敲，尽量保持　　客观。
假说中提出的理论此时得到验证，或修改完善，或被彻底推翻。
研究结果与假设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这需要研究者利用研究过程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详细解
释为什么假设成立或不成立。
不能为了证明自己假设的正确性而人为地筛选资料，而是应按照资料提供的事实的逻辑关系而证明假
设。
假设不正确要果断放弃。
　　(4)作出结论。
如果研究过程按计划进展，研究人员可以根据研究结果作出报告。
研究报告要将上述各项研究程序和研究结果综合报道，最好能作思考，进一步讲清楚相关问题。
报告可能联系到现有的理论及研究结论，提出是否应该用新的研究结果将其修正完善，并可能提出尚
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研究者也可能在报告中提出新的假说供他人研究分析。
研究是有积累性的，每一项研究在开始时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但在结束时会提出若干个新的问题，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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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继续下去，使人们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有更加深入的研究与认识。
研究结果如果构成对社会学的重大贡献，可能被学术报刊采用发表，从而成为科学界的共同财富。
　　上述介绍的是一种理想型的研究模式。
在实际研究中，可以不拘一格，只要将某个社会问题描述、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精神疾病的诊断问题涉及两种主体。
其一是精神科医生，其二是与被诊断者有关的其他人。
前者在诊断方面，依据诊断者专业知识和被诊断者的症状表现。
同时其他非精神专科医生的诊断也很重要，“世界各国非精神专科医生对心理障碍的平均识别率
为48.9％，而我国约15．9％。
虽然大多数医学院校的举科生开设了精神病学或医学心理学课程，但相当多综合医院和基层医疗单位
的医务工作者对精神病学知之甚少。
而专科医生的数量和素质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身心健康方面的需求。
以美国为例，美国有2．5亿人口，精神专科医生3万多人，他们从医学院校毕业后还需经过相当长时间
的精神医学学习、训练和实践后才能成为正式的精神科医生。
我国有约13亿人口，精神科专业医生不足1.5万人，精神科床位仅10万余张，远远不能适应现实生活的
需要”。
另外，“在发达国家，医学心理科学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发展，医学心理咨询和精神疾病的防治普遍进
入综合医院和基层医疗单位，并广泛开展了精神医学的联络与会诊。
但在我国这些仅仅是在少数大中城市的少数综合医院起步，就全国范围来说，由于人才缺乏，认识不
够而远远没有普及起来”。
因此，中国的精神疾病的医疗诊断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二种诊断的标准往往是非“一般”的即是病态的，无论这“一般”所代表的是正常的还是异常
的。
在生活中当人们遇到波折，因对工作不满、失恋或家庭婚姻破裂而痛苦不堪，或社交行为不够得体，
别人会认为其需要接受精神病治疗，自己可能也会有求医行为，而医生也可能定论其患有精神病。
所以很容易将人们对“生活波折”的反应判断为精神病的表现，将那些遭受挫折者视为“精神病患者
”。
这不但掩盖了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也加重了“被诊断者”的思想负担，并使其社会环境进一
步恶化。
大多数人对精神疾病认识不足，对患者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同情，偏见和歧视现象较严重。
一些患者和家属即使有一定精神卫生知识，认识到疾病的性质，却宁可自己忍受痛苦而不愿寻求精神
科医生的帮助，害怕因“精神病”而受歧视，还有人求神拜佛或求助巫医，结果延误了治疗，使病情
加重。
　　精神疾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患者有一些不正常行为，或称反常行为。
反常行为是行为人的行为异于常人。
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人都曾有过反常行为，或表现为勃然大怒，或表现为畏首畏尾，或表现为各种稀奇
古怪的预感，甚至幻听到某种声音在呼唤。
对种种短暂的反常行为，人们会将之与紧张、烦恼、暂时的神经质相联系，而不会归咎于精神疾病。
这些行为并不影响他们做一个正常人，也不会影响和干扰其正常的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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