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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十七大报告：关于社会建设的十大亮点 

青连斌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

设。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报告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路、新举措。 

  

    亮点之一：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推进包括经济体

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在内的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是一项全面

系统的工程，必须整体推进、协调推进。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着

力推进的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但忽视了社会体制的

改革，使我们的社会体制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

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

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亮点之二：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所居。推进社会建设，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经济发

展的成果更多地体现在改善民生上。当前，民生问题特别是教育、就业、医疗、

养老和住房等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引起广泛关注，老百姓迫切期望党和政府更

好地解决当前一些突出的民生问题，尤其是上学难、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解决

民生问题“五有”目标的提出，是民心所向，也使普通民众看到了希望，更深切

地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着力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和勇气。 

  

    亮点之三：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公平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

义，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价值取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民主

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公平正

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要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公平当然包括教育公平，但

是，目前教育不公问题比较突出，群众非常反感。在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上，近

年来国家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比如在全国农村全部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

费，在普通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建立了国家奖学金制度和助学金

制度，在教育部直属的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必

须着力解决教育公平问题。 

  

    亮点之四：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教育涉及千家万户，

惠及子孙后代，是体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重

要方面。保证人民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教育是一

项公益事业，保证人民享有平等地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不可能靠市场。近

年来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明显增加，但仍然严重不足。因此，必须加大财政对教



 

育的投入，宁可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搞上去。与此同时，要规范教育收

费，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

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亮点之五：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人力资源十分丰富，在当前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劳动力供求总

量矛盾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同

时出现，新增劳动力的就业与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相互交织，就业压力相当大。

解决当前严重的就业问题，要求我们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政府引导，

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与此同时，要完善支持自主

创业、自谋职业政策，加强就业观念教育，使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促进以创

业带动就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新思路。 

  

    亮点之六：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

度。在城乡二元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背景下形成的我国人力资源市场，不是全

国统一的，而是城乡分割的，对城乡劳动力实行差别地位和差别待遇，集中体现

在就业机会的不平等、社会保障待遇的不平等。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既不利

于公平的市场竞争，也不利于企业的灵活经营，同时影响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

力。实现城乡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体化，核心和关键是要正确对待和解决好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工”进城就业问题。不做好这件事，我国向市场经济转

变的改革就没有希望，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也没有希望。因此，必须建立统一

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促进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平等获得劳动收入。当前，尤

其要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依法维护农民工的权益。 

  

    亮点之七：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

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坚持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

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要坚持和贯彻好这一原则，就必须准确、公平合理地确定

和衡量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在创造价值和财富中的贡献。鉴于劳

动要素相对于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而言处于弱势地位，必须切实保护劳

动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权益，防止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对劳动要素的贡

献的侵占。从目前来看，健全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

配的制度，就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

次分配中的比重。不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再分配则要更加注重公平。 

  

    亮点之八：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首要

途径，当然是通过扩大就业，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劳动者获得

更多的劳动收入。这就要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

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与此同时，要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另一个重

要途径，就是增加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

（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

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

 



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

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改革

开放以前，我国居民家庭除了少量的个人储蓄的利息收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财

产收入。改革开放以来，居民家庭的财产收入，特别是城镇居民家庭的财产收入

迅速增加。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表明国家会进一步完善法律环

境和培育市场，以便让更多的城乡居民从房屋、股票、动产、不动产的价格上涨

和价值重估中获得收入和资本利得。 

  

    亮点之九：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建立包

括廉租住房制度在内的住房保障体系，关系千家万户低收入者的切身利益，是政

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住房市场天然地偏爱高档化、大户

型。这就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来完善住房保障制度，保证那些不能通过市场满

足其住房需要的低收入者享受基本的居住权。高收入者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市场租

用或购买商品住房来解决住房问题，中低收入可能通过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来解决

住房问题，最低收入者则主要靠租赁政府提供的廉租住房来解决住房问题。因

此，必须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从而实

现住有所居，居者有其屋的目标。 

  

    亮点之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建设覆盖

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

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目前，看病难、看病

贵问题比较突出，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既要靠增加

投入，也要靠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同时要改革和完善包

括药品和医用器材的生产和流通在内的医疗卫生体制。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

益性质，当前尤其要着力解决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出现的市场化倾向和公益性质淡

化问题。（本文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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