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的内容一体化
,

强调从不同方面共向发挥社会稳定机制的作用
。

这些创新性的理论成果
,

大大地开拓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

增强了社会学知识的整体效应能力和拾遗补缺能力
。

这本书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大胆探索
,

在为我国社会学闯出一条最有希望的发展之路的

同时
,

也留下了一些值得我们进一步推敲和完善的问题
。

如
“

社会工作
”
一章中经验性描述的

内容偏重
,

有待进一步上升到规律性论述的层次 ; “
社会学方法

” 一章中的理论线索还不够

清晰 , “
社会组织与社会人

” 一章中还存在若千编辑处理上的失误间题等
。

(邓剑秋 寇从俊 )
·

文摘
,

民国人 口特征论

《江汉论坛》 1 9 9 1年第 3 期忻平文章指出
,

民国人口问题与中国古代及世界各国不同
,

有以下几个特征
:

一
、

缓慢的人 口增长率
。

1 9 3 6年 1 0 1个县平均出生率为 3 8
.

9编
。

及至 1 9 4 9年
,

全国平均出

生率为 3 5一 3 8编
。 1 9 3 6年全国平均死亡率为 1 5 6

.

2编
, 2 9 3 8年为 2 5 2喻

,

直到 1 9 4 9年
,

这个比

率并未下降
,

从而使全国人口 自然增长率始终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
,

年平均仅为 2
.

56 喻
。

其

中城市相对高些
,

汉族农村则在零上下徘徊
,

而少数民族不断萎缩
。

二
、

低劣的人口质量
。

体质差
,

疾病多
。

据统计
,

民国时期新生儿平均期望寿命仅约 34

岁
。

三
、

失重的人口分布
。

人口分布极不均衡
。

以黑龙江缓浑向西南作一直线
,

至云南腾冲

为界
,

仅占全国面积 36 %的东南地区
,

却生活着 4
.

4亿人
,

占全国总 人口 的 96 %
,

而占全国

面积 6 4%的西北地区
,

人 口却只有 1 8 0 0万人
。

四
、

缓慢的人 口城镇化过程与失调的性别比例
。

1 9 4 9年
,

全国城镇人口总数为 5 7 6 5万人
,

仅比 1 8 9 3增长 1 1
.

45 倍
,

城镇人口 比重由 60 输上升到 1 06 %0
,

但此时世界城镇人口比重己达到

2 88 编了
。

民国人 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

综观整个 民国时期
,

性比例指数直 线下 降
, 1 9 1。年

为 1 2 1
.

7%
,

1 9 4 6年为 1 0 9
.

6%
。

五
、

规模大
、

次数多的人 口迁移
。

民国人口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 口迁移
。

民国史上

的人口迁移不仅规模大
、

次数多
,

而且走向也远较明清时期为多
。

民初人口迁移主要方向是

东北和内蒙古
。

在西北
,

青海
、

甘肃
、

宁夏
、

新疆均有大量的内地移民迁入
。

七七事变后
,

人 口迁移规模更大
,

方向主要是由东向西
。

1 9 4 9年
,

大陆向台湾的大规模人口迁移
,

计达 1 80 万

上下
,

占台湾原有人 口 1 / 3
。

民国人 口迁移另一个重要方向是海外
,

以东南亚和美洲
、

澳大利亚

为主
。

民国人 口迁移史上更有外国人口移 民入华
。

以日本
、

朝鲜为主
。

以中国东北为其移民

地
。

六
、

五方杂处的租界人口
。

据统计
,

租界华人 80 %以上来自全国各地
,

论民族除汉族外
,

包括了大部分少数民族
。

大量外侨
,

如上海两大租界 (法租界和英美公共租界 ) 的外侨即来

自5 8个国家和地区
。

这样
,

产生了民国租界独特的区域文化景观和独特的
“
租界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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