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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民生，除了生存问题更要以民众的发展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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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大提出的关于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任务要求是适时的必要的。我们要结合实

际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更加注重解决民生问题。 
  
  注重改善民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紧迫任务。民生连着

国运。国家建设得好不好，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从表面上看，衣食住行、养老就

医、子女教育等都是个人生活问题，但从全局看、从深层次看，则是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民生问题不

仅仅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十七大报告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单

列，将民生问题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表明我们执政的基础从经济发展走向社会基础。改革开放近30年
来，特别是近5年来，我国民生问题在党中央、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下，得到了明显改
善，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一是更加重视促进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居民消费保持较快增长；二是更加重

视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使百姓更多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更加重视三农问题，促进农村

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四是更加重视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五是更加重视安全维稳工作，保障

人民安居乐业。 
  
  当然，解决民生问题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特别是在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是当前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经济指标

的增长与发展，并不意味着民生问题已经得到全面解决。因为前一个时期解决的民生问题，主要是初级阶段

的初级民生问题，主要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衣食之忧，属物质生活甚至是食物保障方面。而现在民生问题与

时代的发展同步，其内涵也在不断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要求的提高，利益群体诉求多

元，民生问题日益凸显，由最初基本生活用品的短缺，发展到教育、医疗、就业、分配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

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短缺上。改善民生，不仅要解决老百姓的生存问题，更要解决老百姓的发展问题。这既要

靠政府增加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也要靠市场化改革，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首先，政府财政要继续向民生领域倾斜。近年来，社会上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断裂状态。一方面经济在高

速增长，甚至是超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却抱怨生活艰难：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党和

政府过去几年来，一直试图解决上述问题。在农业领域，政府废止了农业税条例，惠及亿万农民。在教育领

域，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全部免除；在高校和职业学校健全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落实国家助学

贷款政策，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上得起大学、接受职业教育，每年资助500亿元人民币，受助学生2000
万人；从今年开始，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也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同时，为保证政府在民生领域的公共投资

真正落实到位，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加大农民参加医疗保险覆盖面，解决农民“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问题。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料，农村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人数已达到4.1亿人，惠及全国近
半数农业人口。政府也开始筹划建立保障性住房体系，重点是在原来的经济适用房基础上，要求各地面向低

收入家庭，逐步扩大廉租住房制度的保障范围。民生状况有明显改善。但应当说，与其他国家的财政支出结

构相比，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投入比重依然过低，理应继续调整。而目前的财政收入趋势也有利于进行这种调

整，因为，财政收入依然快速增加，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使之向民生领域倾斜，不会引起太大震荡。 
  
  其次，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保障市场健全运转的法律、政治制度。事实上，今天最严重的民生问题，

症结还是市场化不彻底。比如住房领域，实际上只有商业化，并无真正的市场化，结果是，原有国有企业或

新进入的民营企业享有了谋取暴利的垄断地位。他们可以随意提高价格，而不用担心竞争对手来压价。在这

种环境下，政府出台的某些旨在解决民生问题的政策，也很难真正奏效。政府要有效解决民生问题，首先应

当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建立市场运转的制度框架，比如，大幅度开放市场准入，让民众可以自由进入现

在的垄断领域；切实保障私人财产权，方便民众进行创业；让要素更为自由流动，土地、人员、资本可以在

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改变亲商的倾向，使党政部门、司法机构公平对待投资者与工人、本地人与外地人、外

国人与本国人，使普通民众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假如能够做到这些，则市场自由交易和整个社会效

率提高的好处，就可以惠及最大多数人。在此基础上，政府利用财政手段解决民生问题的努力，方可最为有

效。 
  
  解决民生问题，政府改变原有的支出结构，增加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在这方面的

投入严重偏低的时候，更需要予以根本的矫正；但是，市场化改革却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础性工作。这两者

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提出要坚

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

民生上，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相信经过努力，党和国家必将能更

好地解决民生问题，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一民生目标，形成社



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中共广西省贵港市覃塘区委书记 冯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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