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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历史实践与现实路径

———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察与分析

苏少之　刘文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３）

摘要：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既是当前 党 和 政 府 的 一 项 工 作 重 点，也 是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的 一 项 重 要 任

务。要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就需对以往的发展经验与教训进行全面总结和科学借鉴。本文以新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演变历程为主线，以各个时期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关情况以及相 互 间 的 互 动 状 况 为 重 点，全 面 回

顾和分析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为统筹兼顾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所作的努力，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

就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即积极创造发 展 条 件、准 确 把 握 基 本 国 情、树 立 正 确

发展观念、坚定不移深化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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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以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己任。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

努力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对于如何兼顾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事业发展，在不同时期，根据当

时的条件和情况，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安排，既取得了明显成绩，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
全面回顾和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演变历程以及党和政府为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所做的努力①，对于正确认识和进一步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经济社

会更好地协调发展，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有重要意义。

一、贫穷落后的近代中国

曾创造过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的中国，步入近代之后，发展步伐逐渐落后于世界。１７世纪中叶，

在一些西欧国家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快步走向工业文明的时候，中国依然

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固守着农耕文明的秩序。经济上，土地高度集中，地租剥削率高达５０％左右；政
治上，封建专制制度达到顶峰，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军事上，军备废弛，军队战斗力衰弱；思想文化领

域实行高压政策。整体上，中国已成为经济社会全面落后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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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后就要挨打。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

割地赔款，主权丧失，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此后，近代的中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战
争连年不断，社会长期动荡。与此同时，封建生产关系在广大农村占据着支配地位，帝国主义、官僚资

本主义势力操纵着国民经济的命脉，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各项生产举步维艰。据麦迪

森估算：中国ＧＤＰ在世界ＧＤＰ中所占的比重１８２０年为３２．９％，随后一直下降，到１９世纪中期只有

５．２％［１］（Ｐ３６）。在经济衰落的同时，人民生活极为困苦，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十分低下。１９４９年以前，
中国人口死亡率约为２５‰～３３‰，人口平均寿命仅有３５岁左右，是当时世界平均寿命最短的国家之

一，天花、鼠疫、霍乱、血吸虫等传染病广泛流行，严重威胁人民健康［２］（Ｐ１４６－１７２）。教育普及程度很低，
以新中国成立前历史最高水平计，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２０％，全国人口中８０％是文盲［３］（Ｐ５３５）。

面对鸦片战争之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中国人民进行了

不屈不挠的抗争，大批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但都未能获得最终的成功，也没能改变中国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面貌。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以毛泽东为首

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分析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准确把握了基本国情，成功地将马克思

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带领全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经２８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终于结束了旧中国任人欺凌、四分五裂、战乱不断的局面，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

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基本统一，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扫清了障碍。

二、统筹兼顾的新民主主义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我国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经济比较落后尤其

是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的状况，鉴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还有着积

极作用，我国实行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种分配形式相结合以及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

同时发挥作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为了充分调动社会各阶级及阶层的生产积极性，国家实行的

经济建设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
实践证明，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符合我国国情，使国民经济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基本

实现恢复并有所发展。到１９５２年底，工农业生产已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同时，国民收入由１９４９年的

３５８亿元增加到１９５２年的５８９亿元，年均增长１９．３％，人均国民收入也由６６元增加到１０１元，年均

增长１６．４％②。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各项社会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在居民收入和消费

方面，１９５２年与１９４９年相比，农民人均收入增加３０％左右，消费水平提高２０％左右，食油、肉、棉布

的消费量提高５０％左右，城镇职工工资提高７０％［４］（Ｐ９５）。在社会各项建设方面，文化、教育、卫生事业

得到初步发展。１９５２年，大 专、中 专、中 学、小 学 在 校 学 生 数 量 比 新 中 国 成 立 前 分 别 增 加２３．２％、

６６．１％、６６．４％和１１５．８％③。全国城乡普遍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卫生条件，通过努

力，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基本得到控制，母婴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健康状况明显得到改善。此

外，通过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取缔娼妓制度、查禁烟毒和禁绝赌博等一系列运动，稳定了社会秩序，改
善了社会风气，净化了社会环境，这些都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尽管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社会事业也有了一定发展，但是由于底子薄、基础弱，加上长期的战

争破坏，这一时期，中国的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总体而言都还十分落后。就经济方面来讲，经济

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从国民收入看，１９５２年我国国民收入只有２３９亿美元，大大低于美国（３　１７６亿美

元）、苏联（７５６亿美元）、英国（４１０亿美元）、法国（３７２亿美元）等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差距更大［４］（Ｐ９７）；
从经济结构看，１９５２年我国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高达５７．７％④，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工业

基础薄弱，很多工业部门还是空白。受经济发展程度影响，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城乡居民收入和消

费都处在较低水平。此外，社会各项事业还非常落后，具体表现为：科技实力很弱，各类技术人才奇

缺；人民群众受教育程度很低，文盲在国民中占很大比重；医疗卫生条件较差，缺医少药现象非常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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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卫生技术人员十分缺乏；社会保障范围十分狭窄，在城市，仅有机关事业单位和部分企业建立了劳

动保险制度，在农村，广大农民还主要依靠家庭养老。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国民经济的增长带有恢复性质，各项社会事业刚

刚有所发展，经济社会建设只是取得初步成效，社会经济生活中还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与不同性质

的经济成分相联系，社会上尚存在着各种阶级力量，各种经济成分与代表它们的阶级之间仍存在着利

益矛盾与斗争。此外，在农村，土改以后农民个体经济普遍得到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分化的苗

头。针对当时我国经济社会比较落后、发展很不平衡以及各种情况比较复杂的现实，中国共产党在新

民主主义制度下，以统筹兼顾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建设方面，实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兼顾“四面八方”，灵活处理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调动了各阶层的

积极性；在社会建设方面，有效整合了各种社会关系，确保了社会的团结稳定，实现了各项社会事业的

较快恢复和初步发展，使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活力，实现了长远理想与社会现实的有机统一，取得了经

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端，不失为一项科学的实践和伟大的创造。中国共产党人最初设想，在夺取全国

政权后，要充分利用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经过较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必备

的物质文化基础，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转变。

三、赶超发展力求均富的传统社会主义时期

为了消灭私营企业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避免个体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在商品竞争中所形成的贫

富差距，早日实现理想中的社会主义，１９５３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着手对农业、手工业和

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生了重大转轨。与此同时，我国确立了优先

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开始制定和实施“一五”计划，并逐渐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
此后，经过２０多年建设，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一定成就。经济方面，建立了独

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在世界上的位次明显提高，社会生产得到了较大

发展。工业方面，工业固定资产大幅增长，１９７８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比１９５２年增长了

２０多倍，达到３　１９３．４亿元⑤；棉纱、原煤、发电量、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相

比成倍增长；原油、有色金属等资源勘探工作取得很大进展，不但彻底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而且带

动了一大批矿产资源型城市的崛起。此外，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较大发展。农业方

面，生产条件明显改善，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其中全国农田灌溉面积由１９５２年的３亿亩扩大到

１９７８年的７．５亿亩⑥；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等大江大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农机、电力、
化肥等使用量不断增加；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产量１９７８年与１９５２年相比增长将近１倍⑦，农业

生产取得的成绩使得我国在人口过快增长的情况下，仍然依靠自身力量基本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

最低水平的需要［５］（Ｐ４７８）。社会建设方面，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

都取得了一定成绩。居民收入方面，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居民收入增长较快，１９５８～１９７８年居民收入增长

速度有所放缓而且波动较大，除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明显外，城镇、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

距很小；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状况与居民收入增长趋势大体一致，消费结构方面，在日常生活消费支出

中，吃穿占绝大部分。教育方面，中小学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发展明显，适龄儿童入学率有较大提高；
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也取得一定成就。这一时期，社会建设方面的突出特点是，国家通过“统

包统配”的方式，为人们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通过近乎平均的分配方式，保证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

要；通过国家和集体的力量举办和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使城乡居民在医疗、教育等方面获得最基本的

保障，享受了许多福利。这些措施有力地避免了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因社会分化较大而造成的动荡，保
持了社会的团结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在经济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同时，社会阶级阶层

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剥削阶级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成为基本的社

会阶层。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人们的主人翁意识空前高涨，“集体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为

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成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受其鼓舞，人们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对促进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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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当时经济社会建设的一种独特优势。
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

发展造成了长远影响。
第一，经济体制方面。１９５６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

国民经济逐渐被分割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城市集体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三大块，不同经济成分及其所

处的行业、部门及地区间在发展水平、劳动者收入以及福利保障等方面差距和差别明显，而且相互间

人员不能自由流动，人为造成了差别和不公平。为消除差别，片面追求绝对公平，在农村，通过平均主

义分配方式拉平社员之间差距，通过提高统一核算单位，拉平大队之间以及生产队之间差距。在城

市，通过保持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企业间职工工资水平的大体均衡，实现企业间职工收入的大致平

均。在企业内部，通过缩小职工工资等级差距，保持工资调整频率和调整幅度相对一致，实现企业内

部职工间收入大体平均，最终导致平均主义泛滥，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此外，在计划经济

体制下，中央在财政、税收上对地方统得过死，在收入支出和生产管理上对企业干预过多，影响了地方

和企业的积极性，导致经济发展效益低下、活力不够。
第二，发展战略影响方面。在“赶超”战略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影响下，为加快经济发展，长期

实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优先发展重工业，致使轻工业发展缓慢，工业结构

长期失衡，人民日常所需的各种生活资料长期短缺；为最大限度积累工业发展资金，过度提取农业积

累，造成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城乡发展长期割裂，形成了牢固的城乡二元结构。
第三，“左”倾思想影响方面。由于对当时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不清，又搞不清楚它

与经典理论中的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关系，以为很快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

渡，以致出现“大跃进”和“急过渡”等。此后，受国内外复杂因素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一“左”
再“左”，最终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在城市与企业，一味批判所谓“物质刺

激”、“利润挂帅”，在农村，鼓吹“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等，造成工农业生产的剧烈波动，严重影

响经济社会正常发展。
受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和“左”倾思想影响，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缓慢，与国际相比较，经济发

展速度明显落后于世界，据麦迪森估算：１９５２年中国ＧＤＰ在世界ＧＤＰ中所占比重为５．２％，１９５７年

为５．５％，１９７８年下降为４．９％［１］（Ｐ３７－１０９）。此外，经济发展大起大落，波动幅度大，波动次数频繁［６］，经
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比较低。由于经济发展迟缓以及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一方面

导致居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人们生活改善甚少。从居民收入看，从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７８年的２６年间，全
国居民人均年收入剔除物价因素后年均仅增长２．８％。从居民消费看，１９７８年，我国人均粮食消费量

和食用油消费量分别为３９１斤和３．１９斤，与１９５２年的３９５斤和４．１９斤相比，非但没增加反而还减

少；布匹消费１９５２年为１７尺，１９７８年为２４尺，增加也很少。从反映消费水平的恩格尔系数看，城镇

居民恩格尔系数１９５７年为５８．４３％，１９７８年为５７．５６％，下降无几，处于贫困和温饱的临界线上；农

村居民恩格尔系数１９５７年为６５．８％，１９７８年为６７．７％，不降反升，处于贫困状态［４］（Ｐ１１１０－１１３５）。另一

方面，造成社会建设比较落后。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各项事业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就总体

而言，都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社会保障总体水平低，覆盖面狭窄，能够全面享受各种社会保障待遇

的只有城镇机关事业单位和国营企业职工，其人数仅占全国总人口的１５％左右。人民生活长期改善甚

少，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缓慢，这些反过来又影响了经济发展，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我国经济社会中的

各种矛盾和问题已相当突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改革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四、由非均衡发展走向科学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为了纠正经济社会建设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根本

问题，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全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决定停止

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及时地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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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此后，又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

济社会建设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和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行了科学的再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理论，准确把握了我国国情，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改革开放的具体实施

上，首先是在农村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逐步取消了统购统销制度，放开了农产品价格。
随后，在城市，通过放权让利、租赁、承包、建立股份制等方式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

经济。同时，实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此后，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

入，我国逐渐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封闭、半封闭

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逐渐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

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等。
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使国民经济实现了快速

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攀升。到２０１１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４７２　８８１．６亿元，位居世界第二位，比

１９７８年的３　６４５．２亿元增长了２１．５倍，年均增长９．９％⑧；人均国民收入达４　９４０美元⑨，开始步入中

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化率也已超过５０％［７］（Ｐ２）。经济建设上取得的巨大成

就为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各项社会建设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居民收入和消费方面，城乡居民收入

快速增长，截至２０１１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１９７８年的３４３．４元增加到２１　８０９．８元，年
均增长７．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３３．６元增加到６　９７７．３元，年均增长７．４％⑩。
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人们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截至２０１１年，与１９７８年相比，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额

由４０５元增加到１８　７５０元，年均增长６．５％；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额由１３８元增加到５　６３３元，年均增

长６．４％瑏瑡。在人们消费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消费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截至２０１１年，与１９７８年相

比，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５７．５％下降至３６．３％，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６７．７％下 降 至

４０．４％瑏瑢。人民生活总体上已实现小康，并向全面小康迈进。
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科技方面，科技投入不断增加，科技队伍持续壮大，整体科技实

力已踞发展中国家前列，部分关键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教育方面，义务教育已全面普及，
高中阶段教育规模不断扩大，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并已实现由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文化方

面，文化产品数量大幅增加，质量不断提高，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渐完善；医疗卫

生上，各类卫生机构、人员、病床数量大幅增加，医疗水平和医护人员专业素质有了很大提升，人民健

康水平显著提高，居民平均预期寿命２０１０年已达７３．５岁［８］（Ｐ９）；社会保障方面，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

体系基本建立，贫困人口不断减少。此外，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阶层结

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除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农民阶层外，还出现了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
私企及外企雇员等新的社会阶层，各阶层之间流动日益活跃，社会阶层结构日趋优化。社会建设领域取

得的一系列成就，又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少问题，尤

其是一些长期积累的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
第一，受发展阶段、发展方式、发展观念以及发展战略影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总体上依然不高，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仍未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仍不合理，农业基础地位不巩固，
工业化水平不高，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资源、环

境的矛盾日益尖锐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们的生活环境与质量，而且导致社会

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不牢。
第二，社会事业发展相对较慢。总体表现为社会事业投入相对较少，事业单位改革进展相对缓慢，分方

面看，科技实力整体不强，科技创新能力总体较弱；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教育、医疗改革

过度市场化问题社会反响强烈；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保障水平较低，社保基金缺口比较大；收入分配秩序

不规范，地区、行业、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在就业、住房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以上问题既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表现，又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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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府与社会组织不分等现象依然存在，社会管理

理念落后，管理手段单一，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缓慢，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比

较薄弱。除这些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思想逐渐多元化，一

些封建思想又沉渣泛起，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趁机泛滥，社会道德大幅滑坡，诚信缺乏

十分突出，这些对经济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
面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党和政府及时转变发展观念，连续出台相关举

措，通过持续努力，取得了许多阶段性成果。在指导思想上，党中央提出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

观，统筹兼顾各方面发展。经济发展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持续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

中部崛起，使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明显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重新焕发活力；通过取消农业税和新

农村建设等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实施，农村发展速度加快，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改变；环境保

护力度持续加大，节能减排工作进展明显，大批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被关闭，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普遍

建立，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在２００７年双双实现下降，细颗粒物（ＰＭ２．５）等项目

监测已于２０１２年在京津冀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展开。社会建设上，大力发展社会事

业，着力改善民生。教育方面，九年义务教育实行全部免费，初步建立了各级各类教育资助体系，加大

了对中西部、农村地区和城市薄弱学校的扶持力度；文化方面，加大了对文化惠民工程和公益性文化

事业的支持和投入力度，农村基层文化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卫生方面，基本建成了覆盖省、市、县三级

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城乡基层医疗条件有了较大改善；社会保障方面，覆盖城

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推进，保障范围进一步扩大，保障水平逐步提高。此外，通过提高最

低工资标准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高个税起征点，规范垄

断行业尤其是国企高管收入等措施，收入分配秩序得到一定规范。通过努力，一些长期影响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的矛盾得到缓解，部分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为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起了重要作用。尽管

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是由当前

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又是我们在发展观念、发展战略、发展方式上的不足以及改革不深入、不
完善的结果，是改革进程中的问题，也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因此，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发展和改革才

能解决，只要我们紧紧把握以人为本，在这个理念下，通过坚持科学发展、继续深化改革，就一定能更

好地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五、启示与建议

新中国成立６３年来，我国在统筹兼顾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也存在着相应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得出以下启示，同时也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进一

步协调发展，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顺利实现的政策建议。
（一）积极创造发展条件

要搞好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首先需要一个良好的建设条

件和稳定的发展环境。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经济落后，社会生产凋敝，人民生活困苦，根源在于我们丧

失了国家主权，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使得国民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难以具备发展所需的条件和环境。
为了彻底改变旧中国任人欺凌、贫穷落后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通过长期的艰苦革

命，终于扫除了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又长期

保持了社会的安定团结，使得我们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从事大规模建设，从而取得了国民经

济与社会各项事业的巨大发展，这就告诉我们，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必须要有一个良好、
稳定的发展环境，因此，我们要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各项建设，进一步加快民

族地区发展，搞好民族团结，积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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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准确把握基本国情

认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正确判断中国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准确把握我国的基本

国情，是制定一切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新中国成立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正
是全面、准确把握了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基本国情，从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新

中国成立后，尤其是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由于国情认识上的失误等，我国经济社会建设遭遇

了重大挫折，不但经济长期处于低水平徘徊阶段，而且人民生活改善甚微，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缓慢。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了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准确把握了基本国情，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使

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各项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党又全面分析了世纪之初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明确提出我国仍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已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并提

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经过１０年的努力，取得了经济社会建设的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
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等都迈上一个大

台阶，国家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胜利和成就，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要认识到尽管我国

国情中有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体没有

改变，要从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不断变化的现实和表象中准确把握变化和不变的东西，清楚认识

我国的基本国情，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唯有如此，
方能看清努力的方向，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健康发展，也才能完成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三）树立正确发展观念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发展至关重要，要搞好发展，就要树立正

确、科学的发展观念，要统筹兼顾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发展，而要做到这些，应着力处理好以下关系：
首先，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改革开

放前，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不理想，造成人民生活长期改善甚少，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缓慢，而改革开放以

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不但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且实现了社会的基本稳定。这就告诉我

们，必须把经济建设放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首位，当前来讲，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推

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社会各项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提供

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社会

发展与经济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经济发展了并不意味着社会问题会自动得到解决。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建设成就巨大，但社会发展却相对缓慢。这就要求我们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社

会事业，努力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实现

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其次，要正确认识公平问题，切实维护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社

会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与目标。公平问题解决不好，势必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改革开放前，我
们过于注重绝对公平，造成平均主义泛滥，结果非但没实现真正的公平，反而使经济发展失去活力，改
革开放以来，我们过于注重效率，没有兼顾好公平，使得社会差距不断拉大。这就警示我们既要高度

重视公平问题，切实解决教育、就业和收入分配等领域的不公平现象，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又要正确看待公平问题，要看到公平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而不能脱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和水

平，否认人和人之间的正常差别，一味追求绝对公平，从而陷入平均主义的泥淖，影响人们积极性的发

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四）坚定不移深化改革

改革是推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改革开放前，在“左”倾指导思想和计划经济体

制影响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不理想，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纠正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并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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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制等进行大胆改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活力，各项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就告诉我们，要

顺利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推动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就必须坚持改革，
尤其在当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仍比较突出，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关键领

域改革步伐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就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一是要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尤其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市场组织分开工作，加快转变

政府职能，在继续增强政府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不断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职能，努力构建服务型政府。二是要加快事业单位改革。不断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对承担行政职

能的，应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或将其转为行政机构，并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

制；对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应积极稳妥推进其向企业转变；对于从事公益服务的，应继续将其保留

在事业单位序列，并不断强化其公益属性，同时进一步改革公益性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继续推进政事

分开，理顺政府与公益性事业单位的关系，不断探索事业单位管办分离实现形式，逐步取消其行政级

别。此外，还应继续深化公益性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五）努力搞好全民族道德信仰与价值体系建设

人们的价值信仰和道德行为规范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良好的价值信仰和

公民道德能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力，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而思想混乱、信仰缺失会导致

社会问题丛生，从而影响经济社会建设。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取得一系列

伟大成就，这与人们长期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密切相关的，也是与人们对于改革开放的认同感分不

开的，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是我国全社会的价值取向，也是我们能够战胜一系列政治风浪的

重要原因。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社会思想逐渐

多元化，民众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诚信缺乏等问题比较突出，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
因此，要加快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将其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的第一要务，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

范，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

的社会主义价值信仰体系和社会道德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

注释：

①本文所讲经济发展包括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经济体制、分配制度、经济管理方式等方面；社会发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
义的社会发展包含了经济发展，本文所讲的是狭义的社会发展，主要包括居民收入与消费、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管
理等方面。

②③⑤⑥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３》，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２、２３、５１１、７、１９７页计算。
④⑦《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３》，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４、６页。
⑧⑩《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２》，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３４４页。
⑨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
瑏瑡瑏瑢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２》，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６７、３４４页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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