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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稳定：改革发展的重要保证

                               保持稳定：改革发展的重要保证  
           (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深化对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主要观点  

  国家的强盛离不开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已成为社会共识。而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必须有一个好的社会环境。
由于我国是在相当复杂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因而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以往不
曾遇到的影响社会稳定的新问题。这些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是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也只能在
改革发展中予以解决。  

  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改革开放一定要有稳定的社会环
境。保持社会稳定，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正是从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全局着眼，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
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江泽民同志也一再指出：“没有政治稳定，社会动荡不
安，什么改革开放，什么经济建设，统统搞不成。”在“5·31”重要讲话中，他再次号召全党同志
要讲大局、讲团结、讲稳定。  

  来之不易的共识  

  国家的强盛离不开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已成为社会共识。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原来的200多美元增加到现在的800多美元；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和完善，日益显示出蓬勃的活力；城市化程度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0年
的36.22％；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1978年的210.6亿元增加到2
001年的73762亿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1年的2366元，城市居民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2001年的6860元。显而易见，国家的命运、每一个人
的命运都同改革和发展能否顺利推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改革和发展必须有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特别是改
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充分说明，社会稳定是我们一切事业的必要保证，是改革和发展得以顺利推进
的基本前提。如果没有社会稳定，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丧失起码的秩序和规则，那么就必定会
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就意味着改革和发展进程的中断及已有成果的丧失，意味着综合国力的削
弱，意味着人民生活要陷入苦难的状态之中，甚至可能引发其他一系列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同
时，它还会使国家的安全保护能力降低，国家的尊严得不到应有的维护。这无疑是国家和民族的大



 

灾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越大、人口越多、社会结构越复杂，那么，由社会
动荡所造成的代价也就越大，社会为之付出的成本也就越高。  

  不可忽视的问题  

  我国的发展是在相当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首先，发展与改革是相辅相成的。改革意味着大范
围的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而经济利益对于社会成员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改革的每一项举措必定
会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问题在于，就改革的具体过程而言，在某个特殊的时段，改革往往会使某
些群体“受益”，同时又会使某些群体“受损”。这在客观上容易引发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其次，
在一定阶段、一定时期内，改革与发展是不平衡的，各种“快变量”、“慢变量”和“不变量”共
存于一个时段，大量历史和现实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许多已有的问题和以往不曾遇到的影响社会
稳定的新问题相继出现。概括起来说，当前不利于社会稳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就业压力增大。我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巨大。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经并正在继
续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非农业生产领域，随着产业升级换代过程的展开，也出现了为数众多
的失业者和下岗人员。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许多人员被精简。凡此种种，造成了
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日益加重的失业人口压力。就业的压力，不仅直接影响劳动者的经济收入，还会
影响劳动者能否融入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这一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直接影响劳动者对于社会
的基本态度和具体行为，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  
  贫困人口存在。这些年来，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反贫困措施，绝对贫困人口的总
量在迅速减少。但是，农村仍然有3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而且大多数农民负担较重，收入增长缓
慢。同时，城市的贫困人口也在增加，现在已达到1900万人以上。如果工作跟不上去，贫困人口对
社会难以有一个积极认同的态度，对社会稳定就有可能十分不利。  
  贫富差距拉大。现在，我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在扩大，同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
贫富差距也在继续扩大。贫富差距扩大，将对社会的健康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效应，降低社会的稳
定程度。  
  社会安全网薄弱。同经济发展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较为滞后。失业保险成为我国社
会保障制度中最薄弱的部分。社会保障制度如果不能有效地保证失业队伍的基本生活问题，就难以
有效地维护社会的稳定。  
  社会焦虑现象出现。20多年来，我国社会环境变化幅度如此之大、速度如此之快，这在以前是
难以想象的。社会的急剧变动，意味着社会成员原来所熟悉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化。在这
个变动时期，必定会出现大量新的观念、新的行为方式和新的规则。人们对于这些新事物的适应和
认同需要一段时间。因此，在这个特定时期，人们对于社会的未来前景一时难以把握。在这种情形
下，一些人无法预料自己将来的具体处境，也就难免出现比较焦虑的心理状态。社会焦虑现象往往
会加重社会问题，并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  

  在改革发展中解决问题  

  上述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是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也只能在改革发展中予以解决。只要
在改革发展中采取积极可行的对策，这些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或者得到有效缓解的，从而保持社会
的稳定并实现社会的健康发展。  
  确立基本立足点。我们应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基本出发点，把“三个代表”要求落到实
处，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
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
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我们在考虑改革和发展问题时，不仅要考虑广大人民
群众的承受力，而且要考虑如何使社会成员普遍受益、共同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
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地认同改革、认同发展，实现社会的稳定。  
  保证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和基本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我国现阶段的社会问题比较明
显地集中在与人民群众基本生计有直接关联的方面。因此，保证社会成员对于日常生活消费品的满
足，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条件，现阶段的社会安定局面就能够得到维护，就能够避免动荡局面
的发生，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充分就业应当是社会的优先目标。实现充分就业，对于一个社会实现
广泛意义上的公正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一个劳动者来说，获得工作岗位，意味着拥有了相对稳定
的经济收入来源，意味着能够进行一些必要的平等的社会活动，意味着能够积极地融入社会。对于
一个社会来说，充分就业是消除贫困、缓解贫富差距的必要条件，也是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
增强社会活力、增加社会总财富的必要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讲，就业程度的高低同社会的稳定程度
成正比。  
  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构筑“社会安全网”。社会保障的目标是立足于社会公正和社
会安全，通过社会救助、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等多方面的
措施，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确保每个人有一个合理的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最为重要的意义

 



在于，它是对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的确保。一个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平等和不确定的因素，
如社会经济资源分配体制的不合理和不完善、市场经济的风险、家庭财产的继承、个体能力的差异
等等。这就使得社会成员在生存与发展的具体处境方面有着较大差别，处境不利的社会成员有可能
由于工作的丧失或其它的原因而陷入“生存危机”的状态之中。对于这部分社会成员，社会有责任
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社会救助，确保其基本的生活底线，从而实现社会的公正和安全运行。  
  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一些群众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暂时的困
难，遇到一些暂时难以完全理解的事情。这就需要我们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而且这种思想工
作应当同解决这些群众的实际困难结合起来。要千方百计地为群众排忧解难，为暂时还处在贫困状
态的群众提供必要的帮助；想方设法开辟就业门路，切实做好再就业工作；健全对人民内部矛盾的
制度化调处机制，及时处理纠纷，尽可能地把各种矛盾和隐患化解在基层。  

      
                                                          （执笔人：吴忠民）  

  
--2002/08/15--《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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