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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和趋势 

李培林 
 

2003年对于中国新发展观的确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断地倡

导和呼吁，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今后要特别注重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

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在经济开

始新一轮增长，市场日益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发展不协调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的

情况下，这种强调具有了更加深刻和更加紧迫的意义，也预示着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

新发展战略的形成。  

一 2003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问题1.经济增长重新步入快车道 2003年世界经济

仍未完全摆脱低迷状态，世界经济增长1.8％，其中美国为2.6%，欧元区为0.5％，日本

为2.0％，俄罗斯为6.0％，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将达到8.5％左右。2002年还在谈论中国

经济增长有“统计水分”的西方媒体，2003年却开始谈论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可能超过

了10％。不过，中国经济确实出现重新步入快车道的种种迹象，尽管2003年出现“非

典”疫情的重大影响，但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超过了学者们的预料，学界和媒体已经开始

讨论经济是否又重新出现过热的问题。这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促成因素:一是在连续数年财

政扩张的基础上，2003年上半年的货币供应有所松动，流通现金、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

供应量的增长率都有明显的提高，说明已经从单纯的财政扩张政策转向辅助以灵活的货

币政策；二是投资和进出口的拉动，2003年1～9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0.5％，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00多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6.2％；三是城市

新型消费热潮到来的推动，2003年前三季度，商品房零售额和销售面积同比增长44.8%

和34.7％，与此相关的建筑和装潢材料零售额同比增长46.6％，轿车为主的汽车零售额

同比增长77.5％，与此相关的商品石油及制成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8.7％，电子通讯类产

品零售额同比增长74.0％。  

但新一轮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隐忧：一是金融风险。一旦出现新的生产过剩，如住宅和轿

车生产若重蹈电视机生产的覆辙，大量的贷款投资就会因收不回本息而产生新的巨额金

融不良资产，根据对党政领导干部的调查，金融风险被列为各种社会风险的首位。二是

城市生产与农村消费断裂。近几年经济增长都大大高于农民收入的增长，1998年以来农

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只有3%左右，2003年前三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也只增长3.8%，

快速增长的城市生产似乎越来越远离9亿多农民的消费能力。三是潜在的无通胀过热。

2003年1～9月的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只有0.7％，似乎刚刚摆脱通缩，但日常生活价

格的无通胀容易掩盖房地产和汽车领域的投资过热。  

2.就业将成为影响今后社会发展的最大难点  

中国已成功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基本温饱问题，这对世界的减贫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中说，全球贫困大幅度减少在许多方面归因

于中国经济神奇的增长，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1.5亿，如果没有中国的贡

献，世界贫困人口反而会增加2000多万人。  

但基本温饱问题解决后，就业成为新的发展难点。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的改

革、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供给，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不断



下降，现在每年最多能够创造900多万个就业机会，但有2000多万人竞岗。到2003年6月

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795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356万人，虽然“城镇登记失业

率”为4.2％，但加上其他企业、农民工和大学生中未登记的实际失业人员，“城镇调查

失业率”超过了10％。到2003年第三季度末，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10904万人，同比

减少101万人，其中国有单位就业7061万人，同比减少448万人，集体单位就业1078万

人，同比减少175万人，其他单位就业2766万人，同比增加522万人。另外到第三季度

末，全国不在岗职工1859万人，同比减少165万人。根据全国市民的调查，失业下岗被

列为当前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的首位。目前，下岗和失业体制并轨的改革在继续进行，

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广东、辽宁等省市已全部关闭企业的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

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资本和技术增密，吸纳农村劳

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农民进城打工成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渠道，根据“非典”

时期的最新调查，全国流动农民工达到1亿多人。按照我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

算，农村只需1.5亿个劳动力，目前的3.6亿农业劳动力，还需转移2亿多人，即便按

2020年非农就业人员达到70％的目标测算，也还需要再转移约1.5亿个农村劳动力。  

全国高校在连续数年扩大招生后，大学生就业难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尽管大学毕业生的

初职平均收入预期已经大大降低，但2003年仍有约70万名大学毕业生待业。  

现在城镇新生的生活困难人口和农村的贫困人口，除了鳏寡孤独、丧失劳动能力和大病

患者外，多数是与失业或严重就业不足有关。全国农民现金收入中，约35%是外出务工收

入，有些省份农民外出打工收入，已超过和接近了本省的地方财政收入。从影响就业的

各种因素来看，就业在相当长阶段（包括经济快速增长阶段）都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

一个严峻问题，必须从发展战略选择的高度来认识和规划就业，既要防止重走国家包下

来和反城市化的老路，又要在完善劳动力市场过程中高度重视就业机会的持续增加。  

3.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是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  

尽管就业是当前社会发展中最大难点，但贫富差距和腐败问题却可能是社会不稳定问题

最容易爆发的导火索。改革以后，特别是1984年以后，中国的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断扩

大，但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界主流看法认为，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是打破平均

主义分配体制、强调效率优先政策的自然结果，而且多数人相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

兹涅茨的“倒U型”分配曲线，即在人均GDP500～1000美元的经济起飞阶段，收入差距

会快速扩大，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收入差距会自然缩小。但现在学界多数人的看

法有了改变，人们看到我国的人均GDP已达到和超过1000美元，但各种影响因素表明，

收入差距不但没有开始缩小，而且还在快速扩大。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已达到

0.45左右（世界最不平等国家巴西的基尼系数为0.61），而且高居不下，城镇20%富裕

家庭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67%以上，城乡实际收入和福利差距接近6∶1，城乡平均有20

年的收入增长距离。  

目前在人均GDP增长和收入差距之间，一些中间变量发生了新的变化。比如知识经济因素

的加入使财富积累的速度大大加快，信息传递成本的降低使中间管理阶层分化，产业的

聚集使地区差距继续扩大等等。根据联合国掌握的数据，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

期，在73个有完整可比较数据的国家中，42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扩大了。  

收入分配的问题比较复杂，收入差距的指标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不顾效率的平等

也容易造成养懒汉和缺乏活力的状况，关键的是要建立社会公正的秩序，铲除那些造成

不平等（包括机会不平等和结果的不平等）的不公正因素，如官员腐败、权钱交易、侵

吞公有资产、偷税漏税骗税等等，特别应当注意国家财政分配必须有利于社会平等，防

止以单位的集体名义获取特殊收益。因为人们的不满还不完全是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感



 

受，更多的还是对造成贫富差距不公正因素的感受。  

控制贫富差距应当成为今后社会发展路径选择的一个重要视角，一方面要努力促进并保

护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自由竞争;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为那些

相对薄弱的地方和弱势的群体提供更多的扶助，使他们也能分享到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

的成果，而绝不能让他们成为所谓“已经获得的人要继续获得，多多益善，未曾获得的

永远无法获得，一无所有”的“马太效应”的牺牲品。坚持分享改革成果的原则，才能

保证民心之水载改革之舟。  

4.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要坚持城乡统筹兼顾  

中国目前有660多个大小城市，涵盖了3.5亿多人。农村人口仍占2/3左右，农民人均纯

收入约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三农”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

难点。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农村转变的困难，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不可能在一个农民占

绝对多数的情况下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  

目前中国农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已不到15%，但就业人口中从事农业生产的还有约

50%，而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还有约62％。相对于产业结构来说，就业结构、城乡

结构的转换比较迟缓和滞后。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和我们测算的理论值，在人均GDP达到

3000美元的时候，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应当达到50％以上，就业结构中非农

从业人员的比重应当达到80％左右，城乡社会结构中城市人口的比重应当达到60％左

右。而按照1990～2000年我国结构变化的实际情况的平均值推算，到2020年，第三产业

的比重可以达到39%，非农从业人员的比重可以达到70％，城市人口比重可以达到

56％。这样，距离关键性结构转换的理论目标值，就还有一些差距，必须在政策和措施

上做出相应的选择，努力实现关键性结构的基本转换。  

城市化的一般过程应当是城乡协调发展的，而现在中国有大中城市单面突进的趋势，城

乡的差距越来越大。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越来越有了国际大都市的模样，而西部的

乡村依然如故。中国的城市化问题，重要的并不仅仅是怎么建设城市（尽管大城市的交

通、用水、环境等问题日益突出），而是怎样改变农村，怎样填平城乡之间的鸿沟。而

填平鸿沟的关键，又是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  

中国的农民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但中国大多数农民不可能在人多地少的约束

下靠种粮富裕起来，必须使广大农民具有普遍兼业的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

纯收入年均递增7%以上，但分阶段看，1979～1985年7年间增长最快，年均递增15.2%，

而1985年以后的17年，年均递增降为4.0%，特别是1998年以后的3年，增长速度降低更

为明显。农民不可能都进城，城市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要考虑怎样使农民的生活

环境逐步城市化。政府财政要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切实承担起农村改水、改路、改电等

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目前县乡两级财政收入约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而县乡两级财

政供养的人员却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员的71％。类似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城市化就会走

进“拉美化”的陷阱。  

5.社会保障要起到规避市场风险和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数近两年增加较快，1998年为184万人，1999年为266万

人，2000年为402万人，2001年为1170万人，2002年为2064万人。2003年到9月底，全

国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2180万人，其中下岗人员516万人，失业人员393万

人，农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400万人，农村的传统救济人数为1110万人。全国低

保全年支出约150亿元，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人均水平从高的约300元到低的不到40元

不等，全国人均为55元。  

到2003年6月底，全国的3423万企业离退休人员中，有1752万人实行了社会化管理，占

 



52%;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首次超过1亿人，基金收入394亿元，同比增长53.5％，

但基金支出279亿元，同比增长65.0％。  

我国的社会保障目前的最大问题，是解决个人账户空转的问题。在现收现付的制度下，

社会保障基金不但缺乏积累，而且存在很大缺口。特别是养老保障基金，随着退休人员

比重的快速增加和交付养老金在业人口的减少，未来的缺口更大。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

信誉，实际上是要靠国家财政托底。即便是如此，我国的社会保障基本上还只是城镇社

会保障，没有覆盖到农村地区，城乡之间由于就业方式和领域不同而造成的收入差距，

在城镇单一社会保障的体制下，被社会保障水平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放大。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面临着很大的困惑，一方面，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要进一步完

善，解决基金缺口和“个人账户空转”问题，防止社会保障侵蚀财政；另一方面，随着

农业市场风险的增加，社会保障制度必须考虑帮助农民规避市场风险和调节城乡差距的

问题。作为一种可操作的选择，今后恐怕要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突破口，逐步地建

立城乡统筹的最低生活保障体制。  

6.人口结构变动中出现的新问题  

2003年中国人口总量估计为12.93亿人，2004年预计将突破13亿人大关。由于中国实行

了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近10年来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遏制。中国的总人口从

1960年的6.5亿人增加到1995年的12亿人，差不多每5年就增加1亿人，但从12亿人到13

亿人，用的时间延长到9年。现在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虽然已经降到6.5‰左右的低位，

总和生育率降到1.8的替代水平以下，但由于人口基数庞大，每年新增人口仍然在800多

万人，相当于一个多香港、两个多新加坡的人口。  

伴随着人口增长的减缓，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是过快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65岁以

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5％，一些大城市60岁以上老人的比重超过20％，我国

在短短20年的时间就从成年型社会过渡到老龄化社会，这个过程一般至少要40～50

年；二是人为选择出生婴儿性别的情况严重，我国的新生婴儿性别比从20世纪80年代初

的108（每出生100女孩就有108男孩出生）发展到现在的约117，个别省份的新生婴儿性

别比更高达130以上（如广东、海南）；三是人口出现教育素质的逆淘汰，即城市家庭的

生育率低，而农村家庭的生育率高，每年的新增人口80％以上分布在农村；四是农村人

口的健康情况成为农村贫困的一个新诱因，中国目前的艾滋病及其病毒感染者

（HIV/AIDS）、乙肝病毒感染及携带者、结核病患者的总量在世界上都已经名列前茅，

有些已经灭绝的病种又死灰复燃（如血吸虫病），而这些患者绝大多数都分布在农村，

在医病价格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一人患病就是一家的贫困。  

中国的人口政策今后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放松人口控制就会使数字庞大的人口增长绝对

数出现反弹，而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则会加剧人口结构出现的老龄化、性别失调、逆淘汰

等新问题，有控制地适度调整人口政策，可能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7.国民教育要走向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并重  

联合国2003年的《千年发展公约》指出，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的困境，采取的重要政

策就是要投资于健康与教育，这些投入不是有碍而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反过

来有助于人类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揭示，贫困的不仅是收入问题，也是生活能力问题，

而前者日益掩盖后者，因为大多数基本的人类发展指标有上限，所以除了收入差距外，

常常很难掌握贫富地区和人口之间在其他方面的差距，对于富裕国家和地区来说，有些

指标也许意义不大，但对于贫穷地区，儿童入学率增加、成年文盲人减少、医疗健康情

况的改进，都意味着贫困的减少的开始。  

中国的人口教育素质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较大提高，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与第四



次人口普查相比，总人口中具有大学教育（含大专）的人口比例从142人/万人增加到

361人/万人，具有高中程度的比例从804人/万人增加到1115人/万人，具有初中程度的

比例从2335人/万人增加到3396人/万人，具有小学程度的比例从3706人/万人增加到

3570人/万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率从15.9％下降到6.7%。  

这些年来教育发展很快，教育的需求旺盛，特别是在城市家庭都是独生子女情况下，家

庭的教育投资几乎成为家庭惟一不惜血本的投资。在近几年家庭消费的增长中，教育是

增长最快的消费，各种家庭消费意向变化的调查，也都显示教育被排在首位重要的位

置。  

在这种强大需求的刺激下，教育出现向精英教育发展的趋势，出国留学潮也开始向中学

生蔓延，而平民教育在很多地区却有被忽略的倾向。正像一个国家的潜在购买力不是以

人口总量来衡量，更重要的是看人均购买力，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也不仅是看劳动力总

量，而是看人均的劳动力素质。  

中国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使贫困阶层能够通过选择能力的提高改变命运，使我们的劳

动力在国际上长期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就要大力发展平民教育，至少要使平民教育

和精英教育并重。  

8.社会心态的变化和社会观念的碎片化  

随着社会阶层构成发生的深刻变化，社会观念也有碎片化的现象，即原有的社会阶层经

由社  

会观念达到集体行动的逻辑发生了某种断裂，社会观念的利益化和个体化倾向明显，过

去围绕改革方式、路径和方向而产生的左与右、激进与保守、自由与权威之间的观念分

野，已经被围绕关键性社会问题而产生的新的阵营组合所取代。今后，社会观念的冲突

将围绕着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健康、环境等具体的社会问题展开，

随着问题的变化，争论的阵营也不断重新组合，这是社会观念冲突发生的一个新变化。  

二 2004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可能出现的新问题 以上所分析的那些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将决定着2004年

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这个走向的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很可能出现新一轮的高增长

期，城镇正在启动由住房、汽车、通讯和教育带领的改革以来的第三波增长高潮；二是

经济单项突破的路径走到了尽头，统筹协调发展的新发展观正在形成；三是改革将进入

最为艰难的阶段，所有的改革深化都与利益格局的调整密切相关，如何在改革过程中分

享改革成果的问题日益提上议程；四是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加入WTO承诺的时间表将形成改

革的倒逼机制，推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体制的深层改革；五是社会观念的冲

突将围绕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产生新的利益分野。2004年可能的走势以及可能出现的社

会问题分析如下。  

①统筹、协调的新发展观和新发展战略将进入具体的实施和落实过程，并进而对经济、

政治、社会资源的配置产生全局性的影响，但经济发展本身已经进入主要由市场推动和

调节的轨道。  

②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高潮，增长率可能会超过近若干年来保持的7%～8%的平均水平，

消费市场有望走出近年来的低迷和通缩，个别领域甚至会出现过热现象，从而导致原材

料、能源和资金市场的紧张。为防止经济增长出现新的不平衡和生产过剩状况，政府会

采取一些新的措施来防止经济过热。  

③投资向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集聚的势头将更加凸显，在东西区域发展差距将进一

步扩大的基础上，南北区域发展差距也将进一步扩大。  

④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的状况，在新一轮增长高潮中将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



与股市行情、就业状况、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脱节甚至背离的情况将成为如何分享改

革成果的棘手问题，但消费市场的多年低迷有望得到扭转。  

⑤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将在众多的疑虑和困惑中成为一个新的亮点，并与

东南地区的加快发展和西部大开发形成发展战略的三足鼎立之势。  

⑥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在2004年将更加突出，就业的紧张将使大学生的初职收入预期进

一步降低，并由此产生倒逼机制，迫使高校的专业和课程设置实行改革。  

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快速度以及土地价格上涨的预期，将引发新一轮的“圈地运

动”，并有可能带来各种土地纠纷、拆迁冲突和地权矛盾的冲突升级。  

⑧城市水资源的紧张状况将会越来越明显，城市的普遍缺水将成为城市发展的严重制约

因素。艾滋病、结核病和乙肝病在农村的蔓延，以及农村地表饮用水的污染，会成为公

共健康安全巨大的潜在威胁。  

⑨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人力资本建设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无

限供给的一般劳动力与急需人才的结构性紧缺形成的矛盾，对面向劳动力市场的教育和

培训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才工程和能力建设将成为一个新的重要议题。  

⑩粮食等农产品价格虽然近期出现上涨的问题，虽然引起广泛关注，但这是市场调节农

业生产比较收益不断下滑的正常反映，在坚持自产为主、进口调节的政策下，粮食安全

不会成为影响全局的严重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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