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 的 位 置 ：首页 - 2005年科研成果

 

文章：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与十一五规划的基调(易宪容；10月11日)

文章作者：

    按此前公布的日程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将于今天闭幕。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审议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方略。和谐社会是近年中央文献频频出现的词汇，也是“十
一五规划”之中的重要内容。其实，建立和谐社会不仅是目的，也应该是手段。那么建立和谐社会何以可能？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长远来看，建立和谐社会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平民化的社会，就是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够互尊、互重、互爱，其心与身都能够真正地

发展，其潜能能够真正发挥；而从短期看，建立和谐社会应是让全体国民都能够分享到改革的成果，都能够提升个人生活水平。对于前者是

我们社会追求之目标，还需要我们多代人的不懈努力；对于后者，不仅仅要表现在现行政府的规划中，还应具体化在政府实际的政策中，政

府可以通过提供具体的制度规则来实现。 

    为什么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一部分人却不能或者很少分享到中国经济改革之成果？为什么会出现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现象？问题的关

键在于我们社会在转型的过程中，制度与规则徘徊在计划与市场之间时，相关利益者借助于这种徘徊把计划与市场缺陷揉合在一起，并将此

推向极端。 

    也就是说，我们现有的不少制度规则不仅暗含着或依赖着传统计划的阴影，同时又不是社会利益博弈之结果，这就使得以往不少制度

规则的利益倾向性十分明显，甚至于只向少数人利益的倾斜。比如，近十年，先是银行业工作人员收益好、工资高，接下来是证券、电信、

房地产、电力及煤炭等垄断行业，为什么会这样？政策的偏颇使然。 

    还有，近几年“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政府政策的重中之重，如农业税的减免、农民进城务工便利、农产品价格保护等，但从实际的情况

来看，这些政策对“三农问题”化解仍然相当有限。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农业人口基数大、素质低，目前国内农民不仅本人无法分享国内经济

快速增长的成果，而且他们的贫穷正在跨代相传。而三农的问题之所以这样难以解决，很重要就在于，一是那种计划经济的城乡剪刀差及观

念与制度还没有根本性改革，比如对农民的身份歧视，对农民财产（比如征地）掠夺还在进行。二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农村对城市建设付出的

补偿不能够通过有效的途径进行。比如农村基设施落后、教育落后、生存条件落后等，使得农民在市场体制下根本就没有竞争力。 

    这些问题都是以往及现在的政策造成。中国的“三农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身份歧视及土地所有制问题，解决农村计划经济

后的补偿及农业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的问题，要解决它是不可能的。 

    从上述的情况可以看到，为什么不少民众不能够分享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制度缺陷使然，在于我们在改

革的过程中没有让这个宗旨具体化在实际政策中。反之，一些权力者或既得利益集团则利用这种制度缺陷来让其个人利益合法化，让社会财

富严重分配不公制度化。因此，和谐社会的确立就得从改革制度初始界定开始，就得这些初始制度体现让全体国民都能够分享改革的成果。 

    而制度的初始界定就是指任何改革与任何制度规则的变化不是某个部门、某些人或某个权力部门来决定，而是由相关的利益人一起来

博弈，从这些人的博弈中才能找到制度规则改革的利益均衡点。比如，关于黄金周的争议，并不是国家旅游局说了算，而是让相关的人都来

讨论，都来分析这种制度是否合理。而且这种相关利益人的博弈还得从规则上程序化公开化。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现有的许多规则都得改

善，我们在各个层面的改革也因此要继续深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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