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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   

来源于：《光明日报》2010年3月3日    

  3月，春回。中国进入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无论年轮如何增替，国计民生永远是两会

聚焦的主题。去年岁尾，因为对民生的关注，对“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渴盼，“包容性增

长”的理念在中国迅速传扬开来。怎样前瞻而睿智地划定一条普惠万民、促进发展的道路，

无疑是一种最大的智慧。在郑杭生教授眼里，“包容性增长”这个“舶来词”提出得恰逢其

时，且深刻地契合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与传统。——编者  

  “包容性增长”,一个有色彩、有温度的词语。虽然听起来很专业,但却因为“包容”而温

暖众生。  

  有人说,包容性增长是一个“舶来词”。的确,它最早是2007年由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

的。但在中国被广大百姓所熟悉,得从2010年9月16日算起。就在当天,胡锦涛主席在第五届亚

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致辞,代表中国政府大力提倡、集中论述了“实现包容

性增长”。  

  “包容性增长”对于中国而言,决不是一个简单借用的外来概念。正像胡锦涛主席所说的那

样,“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不论是包容性增长

这个概念本身,还是我们对这条道路的选择与钟情,都蕴含着丰厚的中国因素,闪耀着深远的中

国智慧。  

  中国文化对“包容”的崇尚其实早已存在。先从这个概念本身看起。“包容性增长”,汲取

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门社会科学的成果。在社会学上,一直就有“社会包容”和

“社会排斥”两个相对应的概念。我们常说一个人被身边人“看不起”,说他在各方面得到的

对待低人一等,这就是社会学所说的“社会排斥”,也就是说,在社会意识和社会政策等层面

上,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强势群体对边缘化的弱势群体采取歧视性态度,施以不公平政策。相

应地,所谓“社会包容”,也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爱无差等”、“人人公平”。  

  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概念被运用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中去,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

为我们勾画出一个美好的愿景:让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共享经济社

会发展的成果,消除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和冲突。这个共同的指向,让我们找到了它与中国传

统智慧的结合点。  

在在在在传统传统传统传统中找到中找到中找到中找到““““包容包容包容包容””””的根的根的根的根须须须须：有：有：有：有现现现现代因素代因素代因素代因素,,,,也有也有也有也有传统资传统资传统资传统资源源源源  

  在北京大学张岱年先生看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两个最主要的基本思想:一是人伦和谐;二

是天人协调。人伦和谐是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处,天人协调是说人与自然、社

会与自然之间协调发展。“人伦和谐、天人协调”,这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核心的八个

字,是我国提倡包容性增长的文化根基。可以说,正是在这片追寻和谐的文化热土上,包容性增

长的理念顺利且迅速地扎下了根须。  

  如果说中国古人“和而不同”的追求与包容性增长一脉相通,那么时代演进到今天,中国又

用“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现代理念与包容性增长遥相呼应。  

  中国人早已清醒地意识到,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正如一场没有赢家的“零和



 

游戏”,到头来伤害的却是双方的利益。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有了这个认识,中国开始强调科学发展、社会和谐,而这种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持续发展

的理念,就是通向双赢互利,甚至多赢互利的最佳路径。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使我们的城市和

乡村、东部和西部、经济和社会、人和自然携手并进地共同发展?如何真正实现“民生为重,

百姓至上”,更为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而这些,也正是包容性增长最为本质的呼

唤。  

  由此可见,我国强调包容性增长,并非单纯的“拿来主义”,它既有中国历史文化悠久的传统

根基,又有当今社会现实深层的时代内容。  

刚刚刚刚性性性性““““治治治治标标标标””””与与与与柔性柔性柔性柔性““““治本治本治本治本””””：重社：重社：重社：重社会会会会服服服服务务务务,,,,也重社也重社也重社也重社会会会会管理 管理 管理 管理  

  包容性增长究竟将对中国的社会发展、百姓的日常生活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先从现实情况看

起。  

  从现在多发凸显的社会矛盾看,从燃点多、燃点低的社会问题看,引燃这些矛盾的最粗的那

根“导火索”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实不到老百姓的民生福利上。应该说,

这是最大的脱离群众。老百姓得不到实惠或者只能得到很少的实惠,怎么可能保持和谐安定?

现在确实有些干部舍不得把钱花在普通百姓身上,这是十分短视的。单靠刚性的手段来维稳,

成本很高,收效甚微,甚至造成越维稳,群发事件越多的困境。这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只是治标,而非治本。  

  必须转换一条新的思路——既是治本的,也是柔性的。这就是增加民生福利,特别是增加老

百姓的收入,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收入。正因如此,五中全会强调“努力提高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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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我们的劳动报酬

只占GDP的37.2%,还不到40%,这与发达国家的60%以上差距太大,与我们自己1985 年的水平相

比,也下降了差不多20%。当然,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不是平分,平均分配是另外一个极端,我们

吃过亏,也要避免。  

  包容性增长的观念,也贯穿在近期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翻开《十二五规划建议》

第八节,可以看到,这一节从就业、分配、保障、医疗、人口、社会管理六个方面,对改善民生

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进行了全面系统阐述。在我看来,这六个方面并举,事实上是提出了一种

“标本兼治”、“刚柔相济”、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前五条

都直接涉及改善民生,涉及老百姓的安居乐业,涉及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最大公平。它们对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带有基础的、根本的性质,主要是从治本的视野,从柔性的和社会服务的角

度,来寻找社会和谐稳定的通路。而第六条,主旨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更多地表现出应

对当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风险的性质,可以说是以治标为主的。这种生动体现包容性

增长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为中国社会健康发展开出了一剂良药。  

““““中中中中国国国国智慧智慧智慧智慧””””的的的的响响响响亮回亮回亮回亮回应应应应：世界眼光：世界眼光：世界眼光：世界眼光,,,,本土特本土特本土特本土特质质质质     

  在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化时代,从来没有孤立的变革。对包容性增长的追求,不

仅适用于一个国家,更适用于整个国际社会;不仅要对现有的国际经济社会秩序进行批判反思,

更要提出建设性建议。由此,中国主张和实现包容性增长,也将对国际经济社会格局产生深远

影响。  

  倡导包容性增长,实际上是对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的不合理性的批判,是对美国为首的

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揭露,是对美国为代表的金融霸权统治下的世界经济秩序

社会排斥性的质疑,是对美国式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警醒。中国倡导和实践包容性增长,是以自

己的方式、自己的智慧,对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体系变革做出的一种积极回应。它是有世

界眼光的,同时又是有中国本土特质的;它是建设性的,同时又是反思批判性的,这种兼收并

蓄、水乳交融的选择,本身就是最大的智慧。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为为为为中中中中国国国国社社社社会学会会学会会学会会学会名名名名誉会誉会誉会誉会长长长长,,,,中中中中国国国国人民大人民大人民大人民大学学学学一一一一级级级级教教教教授） 授） 授）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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