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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经济社会发展

      不协调的主要矛盾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    陆学艺

我
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是经

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由此

派生了诸多经济社会问

题。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以下几个问题

要解决好。

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对社

会事业投入，大力发展社会事业，解

决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

问题。

一个现代化国家，经济繁荣和社

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最主要的方

面，应该平衡协调发展。改革开放初

期，开始全力以赴地搞经济发展，这

是必要的，但是当我们实现了第一个

翻番以后，应该逐步转向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但因为各种原因，还是偏重

经济发展，在有些地区和有些部门甚

至形成了以GDP挂帅的局面，为了实

现经济指标，不惜牺牲社会发展，牺

牲环境，致使教育、科技、文化、医

疗、环保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严

重落后于经济发展，形成了今天“一

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平衡状态。

以教育和医疗卫生为例：中国历来有

重视教育的好传统，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在普及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

盲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中等

专业技术、职业教育方面，则做得

很不理想，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

要，如熟练技工、技师严重短缺。

高等教育有一段也发展得很慢，1999

年开始，国家决定扩大招生名额，

2005年，在校大学生猛增到1562万

人，使大学生毛入学率达到21%。从

精英教育过渡到了大众教育阶段，

这方面的成绩要充分肯定。但也带

来不少新的问题。如合格的教师缺

乏，校舍、场地、教学设施跟不上

需要，经费严重不足，不少大学在

负债运行。这需要有一个调整、整

顿、协调、提高的过程。

医疗卫生方面的问题更加严重，

看病难、看病贵成为近几年广大群众

最为期盼解决的头号社会问题。群众

要求改革，要求改善医疗条件，社会

批评医疗部门的呼声很高。这里当然

有医院和卫生部门的责任，但追根求

源，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发展了，

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了，群众对看病

治病的要求日益提高了，但医院没

有相应增加，医护人员没有相应增

加，国家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没

有相应增加，医疗体制没有相应改

革，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典

型例证。从1978年到2005年，全国总

人口增加35.4%，城市人口从1.7亿增

加到5.6亿，增加2.3倍。但全国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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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卫生院的增量从64309个，缩减

到60397个，反而减少6%，病床只增

加65%，医护人员只增加43.6%。看

病怎么能不难。据我们了解，在工业

化、现代化的国家里，医疗保健是政

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很大部分是

由公共财政负担的。如医疗卫生总费

用支出中，发达国家多在50%以上，

发展中国家一般在30%左右，最近卫

生部长高强说，1980年到2004年，我

国卫生总费用由143亿元增加到7590

亿元，其中政府支出只占16—17%。

其中居民个人负担的卫生费用由21%

增加到53.6%，卫生总费用猛增53

倍，绝大部分由个人负担，看病怎么

能不贵？

从教育、医疗卫生事业方面的

实例，可以看到，我国当前社会事

业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还没有调整到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有的格局上

来。所以，应该下决心改革，调整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量增加对社

会事业的投入，加快社会事业的发

展，才能改变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不平衡、不协调的困境。

第二，要加快户口、就业、社会保障

等的改革，调整社会结构，使之与经

济结构相协调，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基础。

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一样，都是

一个国家、地区最重要的结构。过去

我们重视经济体制的改革，重视经济

结构的调整，这当然是应该的，取得

了很大的成绩。但我们没有同时也重

视社会体制的改革，社会结构的调

整，以至形成了当前社会结构与经济

结构很不契合、很不相适应的状况。

社会结构包括人口结构、就业结构、

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组织结构、阶

级阶层结构等等。仅以就业、城乡、

阶层结构来说，2004年，我国的经济

结构中，第一产业占13.1%，第二产

业占52%，第三产业占34.9%，这已

经是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结构。而

在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力占46.9%，

二产业劳动占22. 8 %，三产业占

23.3%；在城乡结构中，城市化率为

41.8%；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社会中

间阶层约占20-22%，这都还是工业

化初期阶段的社会结构。总体来说，

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是工业化中期阶

段的结构，而社会结构则还是工业化

初期阶段的结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

构严重背离，很不相称，很不协调，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是产生当前诸多

经济社会问题，而且长期得不到解决

的根本原因。举个实例来说，“三

农”问题是我们要解决好的重中之重

的工作，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投

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作了

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为什

么“三农”问题屡解不决呢？“三

农”问题说到底是个结构性问题，

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协调的集

中体现。前述，在GDP结构中，农业

只占13.1%，而在就业总劳力中，农

业劳动力占46.9%，在城乡结构中，

农村人口占总人口58.2%。这表明，

46.9%的劳动力，只创造13.1%的财

富，这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

而这13.1%的财富，又要在58.2%的

农村人口中分配，农民焉能不苦，农

村焉得不穷？而这种不合理的结构，

是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户口、就

业、社会保障等社会体制还没有得到

应有的改革造成的。不改革这些社会

体制，农业劳动力不转移出来，农民

不减少，农民就富裕不起来，“三

农”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可

见，继续深化改革，调整社会结构，

使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相适应，是解

决诸多经济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第三，要使社会稳定有序。

一个现代化国家，既要有现代化

的经济建设，要有现代化的社会事业

发展，也要有现代化的管理。近三十

年来，在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我国

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各类学校、科

研院所、文化场馆等方面的建设，也

都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近十年来，

诸多大中城市的建设发展很快，大马

路、大广场、高楼大厦、楼堂馆所，

都相当宏伟壮丽。有的可以和发达国

家的大城市相媲美。“硬件”都很好

了，有的甚至超出了当地和国家的经

济水平。“软件”跟不上，社会管理

严重滞后。空气污染，饮用水不干

净，环境脏乱差，公共交通不便，交

通拥堵，交通事故频发。

安居乐业，这是中国人民传统的

基本要求。这些年来，经济发展了，

人民群众收入增加了，也逐渐富裕起

来了，老百姓是满意的。但自进入

九十年代以来，刑事犯罪案件，社会

治安案件持续增加,到2004年猛增到

471.8万件和664.7万件。人民群众乐

业了不能安居。政府这些年增加了警

力，采取了诸如“严打”、“专项严

打”等非常措施，但在不少城区，案

件总是压不下来。人民群众只能采取

自防措施，门上装防盗门，窗户上装

防盗栅、防扒刺，有的还在楼顶装防

盗网。当然，刑事犯罪案件、社会治

安案件大量增加的原因，不仅是社会

管理不完善的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

根源。需要通过调整经济社会结构，

协调社会阶层利益关系，需要通过综

合治理来解决。

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事业，

调整社会结构，加强社会建

设，完善社会管理，解决好经

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

问题， 应是我们当前要实现的

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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