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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社会问题，是指在社会运行过程中，足以影响大多数社会成员生活的，或能影响社会运行趋
向的社会现象。
它至少应有三方面的条件：（1）这种社会现象影响了大多数人的社会生活；（2）这种社会现象引起
了大多数人的关注；（3）这种社会现象必须要运用全社会的力量方能解决。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北农村，出现了一系列严重影响民众生活和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社会问
题。
《华北农村的社会问题》择取了七个最主要的问题，即土地占有的不平衡问题、赋税与农家负担问题
、教育滞后问题、灾荒与社会救济问题、烟毒问题、盗匪问题和农民离村问题，对其成因、流变及其
人们治理这些社会问题的具体状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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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篇土地占有的不平衡问题一、人口压力与阶级分化下农民土地的分配总况二、农民土地实际
占有情况的地区差异三、土地不足对农民生活的影响（一）生产条件的恶劣与人力物力的浪费（二）
入不敷出与日趋没落（三）借贷盛行与负债累累（四）生活贫困、步履维艰第二篇赋税与农家负担问
题一、田赋及其附加二、摊派与兵差三、杂税与包商四、弊端及影响第三篇教育滞后问题一、华北农
村的教育滞后情况（一）成年农民中的文盲比例（二）学龄儿童的失学比例（三）教育设施粗陋短缺
（四）授课内容的古板陈旧二、华北农村教育滞后原因分析（一）教育经费缺乏（二）家境贫困的阻
碍（三）传统观念的作祟三、教育滞后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一）迷信活动的盛行（二）卫生环境的恶
劣（三）人际关系的难处（四）买卖人口（五）赌博、械斗风行第四篇灾荒与社会救济问题一、华北
农村灾荒的成因探析（一）气候地理条件干扰（二）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三）水利设施的不足二、
灾荒种类及情况（一）水灾（二）旱灾（三）蝗灾（四）兵燹（五）疫疠三、灾荒对农民生活的打击
（一）生死挣扎、居民荡析（二）农产歉收、土地沙化（三）背井离乡、四处流离四、救济灾民及治
理灾荒（一）施粥与放赈（二）设院收容、筹仓积谷（三）兴修水利、防洪抗旱第五篇烟毒问题一、
烟毒问题的成因探析（一）军阀、土匪的包庇怂恿、威逼利诱（二）日本对华北的毒品走私（三）贪
图厚利非法贩运二、华北农村的烟毒状况（一）烟毒的产销情况（二）烟毒的吸食群体三、烟毒对社
会的危害四、烟毒问题的整治（一）加强立法（二）扩大宣传（三）注重施戒（四）严惩公务员（五
）酌予奖惩第六篇盗匪问题一、盗匪问题的成因分析（一）历史渊源的因循（二）经济贫困的逼迫（
三）纷争的军人统治二、华北农村盗匪总况三、盗匪的习性及生活四、盗匪问题的影响及治理第七篇
农民离村问题一、农民离村的比例及成因二、农民离村后的地域及职业流向（一）到城市逃难或谋生
（二）赴别村谋生（三）到关外或西北垦荒（四）奔赴其他省市甚或国外三、次生社会群与农民离村
的社会影响（一）次生社会群的形成（二）农民离村的社会影响附录主要参考文献表格目录：表1.1 明
清时期华北三省人口、耕地变化表表1.2 华北农村人口与耕地面积指数（1893～1933年）表1.3 华北三
省各县耕地分配状况表1.4 辉县、许昌&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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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土地占有的不平衡问题　　在以农为主的社会中，土地的多少，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水
平与质量，成为衡量人们生活水准的重要依据。
随着明清以来人口的急遽增长，土地面积增长有限，二者的比例越来越相差悬殊。
地狭人稠的矛盾，在全国各地日益尖锐。
进入民国以来，人口与土地的矛盾非但未有缓解，反而更加激化。
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之下，土地的数量仅能达到供养全部人口基本所需的程度，产品剩余已非常有限。
但是，土地私人占有的原则，并不是依据各家的实际需要，而是根据祖传、声势、财富等多种因素而
定。
因此，土地占有的不平衡，使原已尖锐的土地问题更加严重。
对广大农户来说，自家拥有的土地数量才是他们至关重要的生活来源。
土地占有的不平衡，使相当一部分农户生产不敷所需，挣扎于生与死的边缘。
一般来说，华北的人均占有土地数量，较南方为多，其土地分配情况，也不如南方集中。
但即便如此，1928～1937年间，华北的土地占有不平衡问题也极为严重，多数农民的生活受之影响颇
巨。
　　一、人口压力与阶级分化下农民土地的分配总况　　冀、鲁、豫三省与全国情形相似，随着明清
时期人几的激增，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日渐突出。
据粱方仲所搜集的材料，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的人口与耕地在明清时期的增长情况大致如下：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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