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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全面崛起的新时代(下)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信息中心 出版日期：2006-2-21 期数：513 阅读：167次

  “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表明中国更加富有自信心地去创新自己的发展模式，走出与中国国

情相适应，也顺应历史潮流的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展是硬道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是硬道

理。“十一五”时期，对于中国而言，正是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 

  可以说，“十一五”期间乃至到2020年，既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凸

显期。所以对中国的判断就是充分促进各种和谐因素，努力化解各种非和谐因

素。                                                                
                                                                                       ——胡鞍钢 
 
 
 

中国进入全面崛起的新时代(下) 
 
 
 

—访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胡鞍钢 

 
 

 
□     记者 高 鹏 

 
 
      记者：中央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了7项主要任务，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引

起广泛的关注。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胡鞍钢： 提出这个任务的重要背景就是我们的国情背景，我把它概括为“一国两制”，即城

市和农村两种制度安排。这个制度安排导致了我们各类社会矛盾的凸显。 
  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发展阶段来看，我们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也就是中央

所提出来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阶段；从发展战略来看，我们要从原来的分割发展、对峙发

展、二元发展变成了协调发展、统筹发展和一元比较。从发展重点来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

点、难点在农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性在于：如何释放4亿多农村劳动力的生产力，扩大近8亿农村人

口的消费需求，是中国最大的难题，也是中国最大的发展任务，解放农村生产力将是最大的生产

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用现代要素或者是现代化因素，不断改造传统农业、农村，使其

变成现代农业、现代农村，这将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农村社会的千年大剧变。建设新农村，改



变近8亿农村人口，是人类从来未有的革命，也是中国的创新之路。         
 
      记者：那么，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字该怎么理解？又该以怎样的思路来实现

“新农村”？ 

  胡鞍钢：新农村“新”在何处？中央五中全会提出了20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村

文明、村容整洁、民主管理。 
  建立新农村，我认为要有新的发展思路，就是用“三公”体系解决“三农”问题。第一，就

是要建立和完善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从“少取多予”到“多予少取”；第二，要建立基本

的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第三，要建立农村公共投资体系，

大力发展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同时，要鼓励农村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 
  记者：建立新农村的本质是什么？实践中应该注意解决哪些问题？ 
  胡鞍钢：本质就是要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逐步从“一国两制”到“一国一制”，鼓励有

条件的地方尽快从“一省两制”到“一省一制”，从“一市两制”到“一市一制”，从而保证农

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享有基本社会权利，扩大发展机会，提高发展能力，分享发展成果。中央

提出建设新农村，我相信很快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出现一个新农村运动了。 
   我认为，建立新农村要强调：尊重农民意愿、满足农民需求、发挥农民作用、农民得到实惠、

代表农民利益。并且我们要意识到建立新农村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因此需要因地制宜、量力而

行，同时提倡多元化，鼓励农民创新、基层创新、地方创新。 
  记者：“十一五”规划建议，表明中国更加富有自信心地去创新自己的发展模式，对此，您

如何理解？ 
   胡鞍钢：中央已经明确提出来，第一，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

持以人为本；第二，转变发展观念。我的理解就是从过去GDP挂帅的旧发展观转向以人为本，以

中国十几亿人口为本、共同富裕的新发展观。同时我认为，创新发展模式，既要学习借鉴他国、

他地的模式，又不要照搬他国、他地的模式，因此每一个地区都要研究具体的区情、市情来做，

要创新自己的模式，开拓自己的方法，既要发挥比较优势，又要创造竞争优势，既要扩大发展成

果，更重要的是要减少发展成本。此外，各地要和自己发展的起点比，和自己的发展历史记录

比，不要和别人比，否则的话，我们中西部的地区到了沿海地区是越看越丧气，而和自己比，就

会越来越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记者：对于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十一五”规划建议，您有何体会？ 

  胡鞍钢：第一个体会就是“实践出真知”，也就是在过去5年，我们党先提出来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这样一个宏大目标，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又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社会理念，这就是我

们的真知，这就是全党、全国、全民最大的学习收获，我把它称之为“无形财富”，也是“精神

财富”，也就是从物质变精神。 

  第二个体会，就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十一五”规划，就是把过去我们5年甚至更长

时间的物质变成了精神，一旦制定了“十一五”规划，给我们提供了蓝图，我们就有可能将这个

精神再变成物质。 

  第三个体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预示着13亿人为主体的中国，不是1990年的11亿中

国人，也不是1978年9.6亿的中国人，而是现在的13亿人口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全面改革、全面

创新、全面开放的阶段，这意味着中国进入全面发展，全面崛起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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