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4 年第 12 期

[摘 要] 从 1992 年到 200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面对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的局面，社会建设进入了新阶段。社会体制的改革渗透到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在优先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促

进社会全面进步，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以及先富与共富、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这一阶段，社会建设

服务或配套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没有提出独立的概念和系统的理论阐述，社会建设发展迅速但不平

衡。 社会建设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部分，内容丰富、成就显著，为下一阶段社会建设的推进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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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2002年中国社会建设的十年探索

1992 年到 2002 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初步建立，面对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发展相

对滞后的局面，社会建设进入了新阶段。 这一

时期，社会体制改革渗透到各个方面，在优先

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提出了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这一时期，
是一个市场化转轨的年代，也是社会建设积极

探索、取得显著发展的时期。

一、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发展
滞后的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

放，中国进入了快速转型期，国民经济持续快

速发展， 经济总量连上几个大的标志性台阶。
到 1992 年，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我国经济建设

上了一个大台阶， 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
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 [1](p.2)国内生产总值

由 1978 年的 3645 亿元， 迅速跃升至 1992 年

的 26923 亿元，到 2002 年超过 12 万亿元。 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成倍增加，1978 年人均国内生

产总 值 381 元 ， 到 1992 年 跃 升 至 2311 元 ，
2002 年上升至 9398 元，接近 1 万元，是 1978
年的 24.7 倍。 [2]中国经济在异常复杂的环境

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仍然保持持续快速健

康发展的势头，从 1993 年中国实施经济宏观

调 控、1997 年 成 功 抵 御 亚 洲 金 融 风 暴， 排 名

由 1990 年世界第十位、 发展中国家第二位，
跃升到 2001 年的世界第六位、发展中国家第

一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

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

存的所有制形式，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

新的变化，除了传统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外， 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 ①包括专业技术人

员、私营企业家、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受

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等社会阶层。 [3](p.1916)新

的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

业、不同地域之间频繁流动，职业、身份时常变

动，人们的价值观、归属感等思想意识都发生

了很大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 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

吴 超

作者：吴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使用了“新的社会阶层”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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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过上幸福的生活、安全的生活、有保障的

生活，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生活

环境， 以及个人全面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新的、
更高的要求。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

出：“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 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

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

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并列举

了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面临的七

个方面问题。 [4](p.14)

20 世纪 90 年代，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各种矛

盾的多发期。 在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

时，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了诸多不和谐现象

频频发生，许多隐藏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出

来，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和新矛盾。 各种矛盾

和冲突大量涌现， 信访量急剧上升， 集体上

访、越级上访不断增多。 从 1993 年开始，全国

信访量呈陡涨趋势，形成又一个上访高峰。 这

一时期， 常年在北京滞留的上访人员有 1000
多人。 [5](p.9)1978 年，全国刑事犯罪立案 53.6 万

件，1992 年增加到 158.3 万件，2002 年上升到

443.7 万件，是 1978 年的 8.3 倍。 [6](p.402)各种社会

问题、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此起彼伏，负面的消

息不时出现。
社会的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社会

整体发展，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社会的全面进

步。 在一个现代化国家，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

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推动轮， 二者应当平衡协

调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 全力以赴搞经济建

设，这是必要的，而且也确有实效。但是，当经

济不断增长并达到一定水平后， 在实现温饱

走向小康的进程中， 应该逐步转向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但是实际上，在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 习惯于用经

济 手 段 和 政 策 解 决 问 题，致 使 教 育、医 疗、环

保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严重落后于经济发

展，形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平衡状

态。 社会发展的不足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政

策缺失的日益暴露， 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可

持续发展。

二、社会建设的历史性跨越：由向
小康迈进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中国改革开放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对社会建设的探索也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带动城乡居民

收入的飞跃。 1992 年，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

指出，“十一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在

向小康迈进”，并要求“在九十年代，我们要初

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

第二步发展目标”。 [1](pp.2、47)为在 20 世纪末实现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第 二 步 战 略 目 标，1993
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

建 立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若 干 问 题 的 决

定》， 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

标、原则、任务及规划，“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

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在社会建设

领域方面，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

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1](pp.520-521)

1997 年， 人均 GDP 翻两番的目标提前实

现。 由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很不全面

的、发展不平衡的小康”。 [4](p.14)在即将迈向第三

个战略阶段的关键时刻，1997 年， 中共十五大

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具

体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新三步走”战略：“第

一 个 十 年 实 现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比 2000 年 翻 一

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

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

力，到建党一百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
各项制度更加完善； 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

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

会主义国家。 ” [7](p.4)“新三步走”战略是对“三步

走”战略的进一步明晰化和具体化，这些重要

战略体现了发展市场经济与改善人民生活的

统一，具体涉及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
进入 21 世纪后，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初步建立，中国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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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复杂化、多样化，社会不

和谐因素在增加。 旧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

正处于建立和完善之中，中国发展面临着瓶颈

问题，必须转变发展思路，探寻新的发展路径，
确立新的社会发展目标。2000 年 10 月，中共十

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提出

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从新世

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8](p.1369)

到 2002 年，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

步、第二步目标。 [4](p.14)1992 年农村居民恩格尔

系数为 57.6%， 由贫困转向温饱，2002 年则降

至 46.2%，达到小康水平。 这一时期，城市居民

生 活 水 平 稳 步 提 高， 恩 格 尔 系 数 逐 年 下 降，
1994 年首次跌 破 50%大 关， 开 始 步 入 小 康，
2002 年降到 37.7%， 由小康转向富裕。 [2]2002
年，中共十六大根据十五大提出的“新三步走”
战略，在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时，确定

在 21 世纪前 20 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

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努力使

“经济更加发展、 民主更加健全、 科教更加进

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

加殷实”。 [4](p.317)中共十六大为这个更高水平的

“小康社会”提出了政治、文化和生态环境等全

方位的奋斗目标，“社会和谐”作为小康社会的

一个内容正式提出。

三、在优先发展经济的基础上，
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1992—2002 年的十年间，我国实现了从基

本解决温饱问题、向小康迈进到总体上达到小

康水平的历史性跨越，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针对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逐渐凸显的经济与

社会发展的不协调矛盾，与上一阶段强调用经

济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有所不同的是，这一阶

段开始通过对社会本身的改革来解决社会问

题，提出了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要求。 社会建

设的背景、条件、任务、内容等都具有不同于前

期的特征，呈现出新的特点，社会体制的改革

也开始渗透到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社会建设

进入到新时期。 在优先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促

进社会全面进步，由此推动社会建设。
1992 年中共十四大和 1993 年中共 十 四

届三中全会， 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改革的目标，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

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

任务。 为实现这个目标， 从社会建设领域来

看，要“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

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鼓励一部分地区一

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

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

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 促进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 [1](p.520)

1995 年 9 月， 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 “九

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把社会

全面发展摆在了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并提出

把“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积极促进社

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作为社会发展

的总要求。 [9](p.1502) 1996 年 3 月 17 日，八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一○年远景

目标纲要》，第九部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推进社会事业全面发展”要求“按照社会事业

的不同类型，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相 适 应 的 运 行 机 制”，注 意“搞 好 经 济 发 展 政

策 与 社 会 发 展 政 策 的 协 调 ， 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 [9](p.1883)

中共十五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各个方面

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

本要求。 1998 年，江泽民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 20 周年大会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作

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形态，是以经济建设

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 [7](p.688)

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的重要

讲话中， 再次重申：“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

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并特别强调，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和进行的一切工

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

要， 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

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10](pp.276、294)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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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开始了较为系统和有计划的社会新体制

的建设，在社会保障领域尤为突出，颁布了多

项法律和各项规章制度，社会领域的各项体制

得到了很大完善。
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

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单纯经济的增长并

不能实现社会的发展，真正的发展必定是经济

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推进社会建设、改善

民生和加强社会管理， 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让

社会秩序不断从稳定走向和谐，既是经济发展

的基本目标，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保证。

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以
及先富与共富、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这一时期，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已经进入由

基础性改革迈向结构性改革的新阶段，社会改

革的步伐不断加快，社会建设的目标从共同富

裕到人的全面发展逐步明晰；社会建设的内容

也逐步丰富，涉及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医疗、
住房、安全保障等方面，社会建设的总体框架

基本形成，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同时，新问题、
新矛盾层出不穷，个别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并

呈现加剧态势，比如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矿产

资源形势更加严峻、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

进一步拉大、失业问题继续突出等。 从根本上

讲，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以及先富与

共富、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推进和保障经济社

会的协调发展，是解决好所有这些矛盾和问题

的关键。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中国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经受着国际国

内的严峻考验。 国内是经济波动和政治风波的

考验，国际是苏东剧变及发达国家对中国制裁

的严峻考验。 1995 年 9 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

届五中全会中论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的 12 对重大关系，其中，第一对就是改革、发

展、稳定的关系。 实践表明，三者关系处理得

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
处理不当，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 [11](p.460)1997
年，中共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

关系，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具有

极端重大的意义。 ”“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

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

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

实现社会政治稳定。 ” [7](pp.17、18)不仅如此，江泽民

还把改革、发展、稳定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联系在一起， 他指出：“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

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 ‘三个代

表’要求的最终体现，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

关系的结合点。 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推进改革就会得到更加广泛的支持，我们

党的执政基础就会更加巩固。 ” [12](p.90)改革开放

以来的历史实践表明：改革、发展、稳定是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三个关键因素，是一

个有机整体。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

过程，这就要求在改革中谋发展，在发展中求

稳定，在稳定中搞改革，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

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确保人民

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
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

活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转变，经济的改革发

展引发了整体性的社会变迁。 市场经济体制改

革带来的新变化，迫切需要相应推进社会领域

的改革，正确处理先富与共富、效率与公平的

关系。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

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

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13](p.152) 就是允许和

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的

带动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992 年，邓小

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解决地区之间贫富差

距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

利税， 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可以设想，在

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

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14](p.374) 1993 年，中共十

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明确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

标，从社会建设领域来看，要“建立以按劳分配

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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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

裕的道路”。 [1](pp.520-521)只有正确处理先富与共富、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才有可能保证实现社会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多种所有制形

式，客观上存在着两极分化的可能性。 中共十

四大以来，针对原来分配领域平均主义严重影

响效率的情况， 相继提出了兼顾效率和公平，
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充分调动了人

们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经济快速

发展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极大改善了人民的

生活状况， 人民总体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与快速发展的经济建设相比，社会建设仍相对

滞后。 但效率解决的是经济问题，兼顾公平实

际上对社会公平有所忽略，许多社会问题仍然

存在。 由于人们占有资源和各方面条件的差

别，人们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收入差

距也日益扩大。 在社会领域引入市场运作，市

场化成了各项社会制度政策改革的优选策略，
过分强调市场化，导致公共产品的公共性得不

到应有的体现，也造成人民群众公共服务需求

不断增长和获得公共服务的不平等的矛盾，使

不同群体的社会利益差距进一步扩大甚至还

发生相互冲突。 这不仅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性

因素，也违背了改革的初衷。
2002 年，中共十六大确定在 21 世纪前 20

年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

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把“社会更加和谐、人

民生活更加殷实”作为“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的重要目标。 [4](p.317)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

公平的目标出发，在处理先富与共富、效率与

公平的关系上，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 在

一定时期内需要着重强调效率和让一部分人、
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而发展到一定程度，当

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时，就应该把公平

和共富作为重点，“社会更加和谐” 自然成为

“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社会”的重要目标。 这既

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保证了发展

的结果不偏离社会主义原则。

总而言之，这一阶段社会建设发展迅速但

不平衡，这主要是由于市场化推动，或者说是

服务于、 配套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的结

果。 社会建设着眼于解决社会巨大变迁和经济

发展中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 以缓和社会矛

盾，维护社会稳定，从而减少经济建设的阻力。
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 “配套工程”， 给企业减

负，给政府甩包袱，各项社会建设政策得以制

定和实施。 尽管这一时期还没有把社会建设作

为独立的概念提出，也没有形成较为完备和系

统的理论， 但已经把社会建设作为社会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体内容包含在经济、政

治和文化建设中，分散在党的报告和文献中，
以论断或论述的形式加以体现。 这一时期的

社会建设探索， 既为下一阶段社会建设的进

一步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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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takes to correct mistakes resolutely. The Marxist theory and method they used to observe and analyze
mistakes is worth learning by national history researchers.（Wang Ai-yun）
National History Education: from “Required” to “Mastered” ― Learning Xi Jinping’s Speeches
of Studying National History：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Xi Jinping as General Secretary surveys learning national history from overall the Party and country
and emphasizes that learning national history must adhere to not only “required” but “mastered.”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of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the fundamental work of learning General
Secretary’s speeches of studying national history on one hand, i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national history
education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national history, and on the other hand,
always adhere to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patriotic
with history.”（CHU Zhu-wu）
Ten Years Exploration about China Social Construction from 1992 to 2002：From 1992 to 2002,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was initially established. Faced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ur society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harmony” from “well-off.” Reform of
the social system enters into every aspects of the social sphere. Based on the prior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form,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as well as Early and Common Prosperity,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In this stage, social
construction was suited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ystem, but was not putted forward the
independent concept and systematic theory exposition. Social construction developed rapidly but
unbalanced. But social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rich
content and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and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xt stage.（Wu Chao ）

Cultural Industry Policy and National Cultural Revival：While promoting economic prosperity,
Globalization also brings the impact on cultural independence to the countries. Both the “cultural
exception” policy in France and cultural industry policy in South Korea are relatively successful acts
that can maintain and foste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We can deepen the cultural identity on
the cornerston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y learning from them.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policy should proceed cultural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uild external discourse by
the going-out strategy on Chinese culture, implement the market-oriented cultural industry policy, and
eventually promo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WU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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