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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社会要协调发展 --访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陆学艺 

记者 柏晶伟 
 

  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点是经济发展，重点在农村，而难点在社会发

展方面。我国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很不协调。强调社会发展的关键是：要进一步

明确把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指导方针；要继续深化改革，抓紧出台户籍

制度改革、城乡关系、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政策，加快城镇化步伐，以调整社会结构、

城乡关系；国家和地方政府都要扩大对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改革目前政府投资过度偏

重于经济建设而对社会事业偏少的格局。 

  中国经济时报：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

标，今后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快城镇化步伐”，要实现“初次

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等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统

筹”市场化改革的新要求，指出“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

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

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

制保障”。“五统筹”的改革要求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改革、发

展、稳定紧密结合、相互统一的新的改革思维。是否可以说在改革思路上，一种

新的发展观已经形成？ 

  陆学艺：可以这样理解。一言以蔽之，就是改革要坚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现代化，主要是两大方面，一是经济要繁荣发展，二是社会

要全面进步。就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来说，第一，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因此，经济应该优先发展，是第一位的，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物质条

件，也只有经济发展了，才会提出相应的社会发展的需要。第二，经济和社会要协调发

展。社会是一个整体，经济发展不可能长期脱离社会发展而孤军独进，必然要求社会发

展与之相配合。社会发展既要为经济发展提供环境和条件，也可以满足经济发展本身不

能满足人们的多方面的需要，所以社会发展了，会促进经济发展，如果社会发展滞后，

不能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就会阻碍经济发展或使经济畸形发展。第三，社会发展是经济

发展的目的。因为发展生产和一切经济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

质文化需求，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全过程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是随着生产

力水平变化而变化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经济发展为主的阶段，这个阶段生

产力水平低，劳动产品少，只能初步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的

需求。二，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重也即协调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生产力水平已有了

较大的提高，温饱问题已经满足，社会剩余产品增多，人们对物质生活以外的精神文化

需求，全面发展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经济发展本身也对科技、教育、社会环境提出了要



求。三，经济高速发展以后，社会发展的内容日益丰富，人对全面发展提出了越来越高

的需求，经济发展将服从于、服务于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总的说来，在整个

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社会发展的比重将不断增大，社会发展的地位会不断提高。 

  我国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很不协调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２５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

２００２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１０２３９８亿元，比１９８０年增长４倍多，年

均增长９．５％，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人民生活总体实现了小康水平。依照

发展逻辑，从总体上看，我国现在已经越过了经济发展为主的阶段，进人了经济

发展社会发展并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阶段。 

  陆学艺：但是由于种种认识和体制、结构等方面的原因，直到现在我国的社会发展

还没有取得应有的进步，经济发展了，社会发展滞后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不协调。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陆学艺：第一，经济发展了，经济结构调整了，但社会结构没有相应的调整过来。 

  社会结构包括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等等。就

以就业结构、城乡结构来说，２００１年，国内生产总值９５９３３亿元，其中第一产

业占１５．２％ｏ，第二产业占５１．１％，第三产业占３３．７％。这表明，我国已

经从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二、三产业为主的社会，已经达到了工业化中期阶段。但

是，在２００１年我国７３０２５万就业人员中，第一产业占５０％，第二产业占２

２．３％，第三产业占２７．７％。这还是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就业结构，占半数的劳动

力滞留在农业中。２００１年，我国总人口是１２７６２７万人，其中乡村人口占６

２．３％，城镇人口占３７．７％。城市化率为３７．７％，２０００年，世界城市化

率为４８％，相差１０多个百分点。我国工业化水平已达到中期阶段，但城市化率处在

较低的水平，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乡关系严重失衡，很不协调，许多社会问题

由此产生。 

  第二，经济发展了，但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没有相

应的发展，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很不协调。仅以教育为例。应该说，改

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基础教育是做得比较好的，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

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工作很有成绩。但是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很

不理想。直到１９９８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只有３６０万人，高等教育的

毛入学率只有６．７％，而根据世界银行统计，１９９６年，全世界适龄青年的毛入学

率是１６．７％。１９９９年，国家决定大学大规模扩大招生名额后，这几年大学有了

较快的发展，２００１年普通高校本科在校学生达到７１９．１万人，加上成人高校的

大学生４５６万人，总数达到１１７５．１万人，高等学校学生的毛入学率达到１

３％。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２０００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８年。仍有９％的成

人是文盲。这样的教育水平，当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同我国经济实力在世界

排名第六的地位，实在不相称。 



 

  第三，社会管理相对落后，跟不上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要求，各类事故频发，造成

人、财、物的莫大损失。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有现代化的经济建设，

要有现代化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还一定要有现代化的管理。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硬

件”要现代化，“软件”也要现代化。 

  拿公路交通来说，１９４９年全国公路通车里程只有８．０７万公里，到２０００

年已经增加到１４０．３万公里，增长１６．４倍，真可说是成绩巨大。１９８８年才

开始有高速公路，到２００２年，全国已有高速公路２万多公里，跃居世界第二位。但

是交通管理却相当落后，我们现在每年投入公路交通的建设２０００多亿元，绝大部分

都投到建造新路上，而公路交通如何科学管理，如何培训司机，如何教育群众遵守交通

规则等等方面，则很少有人力财力的投入。姑不论城市交通的堵塞不畅，交通资源并没

有有效的利用，就以交通事故来说，２００１年共发生交通事故７５４９１９起，死亡

１０５９３０人，受伤５４６４８５人。损失折款３０．８７８亿元。有人说现代化事

业是“三分建设，七分管理”，这是很有道理的。 

  第四，经济体制改革了，已经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但是社会事业的管理

体制基本上还没有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变过来。我国的各级各类学校、科

研院所、文化单位、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大多数都是在上世纪５０年代以后逐步建

立起来的。那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多数实行的是国有制，少数是集体所有制，旧

中国遗留下来的各种事业单位，也都按公有制的模式改造过来了。整个事业单位按照计

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运行。行政化的体制，机构庞大，人浮于事，规章制度僵化，投入不

少，成果不多，运行成本很高，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老百姓很不满意。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科研、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事业单位，虽然也进行了

多次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从总体情况看，整个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并没有取得

根本性实质性的进展，同目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要求不适应的矛盾越来越大。 

  社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难度比较大。有相当多的国家级科研、教育、文化、医疗

单位就像国有大企业一样，长期按行政计划经济体制的规章运作，已经形成路径依赖，

问题庞杂，积重难返。加之国家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上，无暇顾及。 

  国家级的事业单位的改革迟迟缓行，各地的事业单位也基本上是按兵不动。上行下

效，还是在吃大锅饭，低效运行。更有甚者，９０年代以来，企业改革，减员增效，国

家行政机构也搞精简，压缩编制，许多人就拥到事业单位，照发工资，使事业单位的编

制继续膨胀，冗员越来越多。据国家统计局统计，２０００年，全国有普通高校１０４

１所，教职工总数是１１１．３万人，专职教师４６．３万人，在校学生５５６．１万

人。专职教师只占职工总数的４１．６％。这在国外是罕见的。２０００年每个教职工

平均只负担５个学生，每个专职教师负担１２人。而美国每个大学教师负担１７人，日

本更多。相比而言，我们高校的效率是很低的。 

  把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指导方针 

  中国经济时报：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也就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不

 



快”的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如您所言，城市化

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适时地转化为二、三产业的职工和城市居

民，农民的收入提不高，购买力上不来，内需就扩大不了，二、三产业的发展就

快不起来。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公共

服务不能普遍惠及广大群众，就会滋长不满、引发诸多社会问题。怎么办？ 

  陆学艺：首先，要进一步明确把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指导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

来，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今后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建设还是中心，是第一

位的。但经济建设不是惟一的。仅有经济发展是不够的，还一定要有社会发展。前面说

过，比较而言，社会发展是滞后了，形成了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局面。今后，要

特别强调社会发展，强调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社

会事业体制的改革。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五统筹”的思想，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和社会

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今后就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

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国家和地方政府都要扩大对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 

  中国经济时报：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目前最迫切做的是什么？ 

  陆学艺：第一，要抓紧出台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关系、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政策，

加快城镇化步伐，以调整社会结构、城乡关系。目前还在实行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是５０年代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和粮食等工农业产品严重短缺的状况而逐步形成

的，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极大地发展了，工农

业产品绝大多数已经供大于求，这个户籍制度早已过时，早就应该改革了。改革了户籍

制度，对９亿农民是一种解放，农业剩余劳动力才能顺利地转向二、三产业，向城镇顺

畅地转移，农民工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才有希望，

城镇化步伐才能加快，社会结构才能得到调整，目前存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扩大的

趋势才能得到遏制，当然要解决这些大问题，还要有其他经济社会政策相配套，但户籍

制度改革是关键，是瓶颈，要抓紧解决。 

  其次，国家和地方政府都要扩大对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改革目前政府投资过度偏

重于经济建设而对社会事业偏少的格局。一个市场化国家，厂房、设备、基础设施等经

济项目应该主要靠企业靠市场筹资、集资，政府的财力应该主要投资于教育、科研、文

化、医疗卫生、环境等社会发展和公共事业。改革开放前，我国是个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的国家，重经济，轻社会，重工轻农，重城市轻乡村，长期如此，造成了种种不协调。

现在改起来比较难，所以决策领导部门一定要转变观念，下决心，改变这种硬件投资过

硬，软件投资过软的格局。 

  再次，要改革社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相适应的、城乡一体化的、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运作的，有利于调动各方面



积极性的社会事业管理新体制。 

  前面说过，现行的社会事业管理体制是非改不可了。国家要组织一定的人力物力，

通过周密地调查研究，制定方案，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地进行改革，要像对经济

体制进行改革那样，对社会事业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要像改革经济体制那样，敢于

闯，敢于试，例如在事业单位的所有制和经营形式等问题上，有的可以继续实行公有

制，有的可以实行公办民营，也可以民有民营，有的可以实行股份合办的社会所有制，

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办社会事业，有些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设立的禁区要逐步向社

会开放，改变目前政府独家包办的格局。 

  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经济管理体制和社会事业管理体制相匹配，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诚能如此，我国的经济就能够更加健康、稳定快速地发展，社会各项事

业都能得到蓬勃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就能更加

顺利地实现。（记者 柏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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