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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经济、后社会：“温州模式”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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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先于社会发展，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所致，是正常现象。但经济先于社会发

展决不是经济的单兵挺进，经济与社会应该相偕而行，社会的发展应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只有实现

了这样的适应，经济和社会才能获得再发展。如果不适应，则必定既阻碍经济的发展，也阻碍社会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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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论述的“先经济、后社会”现象，是指经济发展速度快，社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且

与经济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是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非常态现象。在我国，明显存在社

会发展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现象，且在一些地方社会有突出表现。本文拟就东部沿海较发达的温州

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先经济、后社会”现象展开讨论，以引起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先经济：经济的快速发展 

温州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是速度很快。从 1978年到 2005年，全市 GDP从 13.2亿元增加到

1 600亿元，年均递增 15%，增长了 121倍；工业总产值从 1978年的 11.12亿元增加到 2005年的

3 545亿元，增长了 318倍；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从 113.5元增加到 6 845元，增长了 60.3

倍；城市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从 1981年的 422.6元增加到 2005年的 19 805元，增长了 46.8

倍。收入水平名列浙江省第一[1]1。 

与此同时，温州的三次产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从 1978年的

42.2∶35.8∶22.0转变为 2005年的 4.1∶54.3∶41.6。温州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 

二、后社会：社会的滞后发展 

然而，在经济发展以几十倍、上百倍增长的同时，温州的社会发展却相对滞后，表现出明显

的“先经济、后社会”特征。 

（一）社会发展总体落后 

浙江省发改委、统计局从 1997 年开始对各市进行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温州都排在第 7

位之后，这与温州作为浙南、闽东北中心城市的地位很不相称。 

2001年和 2002年，温州在浙江省 11个市社会发展相对水平比较中，经济指标靠前，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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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指标则明显落后。如 2002年，温州社会发展相对水平在浙江省的位次总体水平为第 9，科技

教育为第 7，人口卫生为第 9，文化体育和环境资源为第 10[2]。 

2003年，浙江省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共 8 个领域、49 项指标，温州综合水平得分仅为全

省平均的 89.5%，列第 9位。除生活质量领域综合得分稍高于全省平均外，其余 7个领域都低于

全省平均。49个指标中，名列全省末位和倒数第 2位的指标数高达 16个，仅少于丽水和衢州[3]。 

2004年，温州市社会发展水平在全省 11个市中位居第 10。相对领先指标 9个，相对落后指

标 21个。与省内主要城市相比，2004年温州社会发展相对缓慢，差距呈现扩大态势[4]。 

如果从发展速度方面进行比较，也能看出温州“先经济、后社会”现象的表现，见表 1[1]16。 

表 1  温州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速度比较 

 1978年 1982年 1990年 2000年 2002年 2004年 

绝对值(元) 238 358 1 174 11 360 14 357 18 846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比 1978年增长(倍)  1.5 4.93 47.73 60.32 79.18 

绝对值(%) 2.8 2.85 3.54 1.9 2.35 2.36 文教科卫支出

占 GDP的比重 比 1978年增长(%)  0.05 0.74 -0.9 -0.45 -0.44 

绝对值(人) 378 286 439 613 658 643 每万人拥有中

学(中专)生数 比 1978年增长(倍)  -0.24 1.16 1.62 1.74 1.70 

绝对值(人) 4 551 4 209 6 202 9 111 10 148 11 869 
医生数 

比 1978年增长(倍)  -0.92 1.36 2.0 2.23 2.61 

绝对值(万册) 93(1980) 108.0 111.0 184.2 191.3 207 公共图书馆 

藏书量 比 1980年增长(倍)  1.16 1.19 1.98 2.05 2.23 

（二）教育科技发展滞缓 

1．教育水平较低，人的文化素质低 

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温州的教育事业得益于民间投资而发展较快。但总体水平还是

处于浙江省平均水平之下。如初中毕业生高中段入学率排第 10位，人口文盲率排第 5 位，每 10

万人拥有的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排第 6位[2]。 

从人口文化程度看，温州与全国、浙江比也是落后的。在浙江省，高中以上学历人口比重有

9个市高于温州，低学历人口比重有 8个市低于温州。 

2．科学技术发展滞后 

温州科学技术的底子很差，在 20世纪 80 至 90 年代中期，温州经济发展中科学技术问题主

要靠外聘人员来解决，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靠引进人才来解决。但至今，科学技术发

展滞后仍然是温州前进的软腿。在浙江省社会发展的综合评估中，温州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占

GDP 的比重、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等指标都远离全省平均水平，分别排在第

10和第 6位[2]。 

（三）人口与人力资源 

在浙江省，温州的人口发展状况属于较差的一类。比如，人口基数大（占浙江省的 17%左右）、

人口密度高（每平方公里 641 人）、人口文化程度低。在全省社会发展的综合评估中，温州市的

计划生育率、人口出生率、每万人口人才资源指标都与全省平均水平相差甚远，分别排在第 10、

9和 7位[2]。 

温州是浙江省的人口大市，但人力资源却不足。主要表现是管理人才、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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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欠缺。 

（四）文化卫生发展严重落后 

1．文化卫生设施建设严重落后 

在 2003年全省社会发展的综合评估中，温州落后的 16个指标中，文化方面的指标就占了 5

个，而且，都是排在扫尾的第 10和 11位。文化设施建设也处在浙江省的“后卫”位置，见表 2[2]。 

由于底子薄等原因，温州的卫生事

业也明显落后于其他市。温州近年来出

现了一些民营医疗卫生机构加盟卫生

事业，但总体落后状况仍未改变。 

2．文化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虽然，温州的教育事业经费占财政

支出比重较大，但人均教育经费等投入

却很不足，这些指标都低于浙江省的平

均水平。如人均教育经费投入、城镇居民人均娱乐、教育、文化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农村居

民人均娱乐、教育、文化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分别排在第 7、6、11位[2]。 

（五）资源与环境 

温州的资源与环境本来就差，改革开放以后，虽然经济增长很快，但资源与环境的状况却没

有明显的改观。如 2002年，温州资源与环境相对发展水平值在浙江省的排位都是靠后或末尾。

据《浙江省社会发展评估报告》提供的评估数据，温州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排位第 8，城市空气

综合污染指数和城市声环境质量综合评分排位第 9，城市污水处理率排位第 10，人均耕地面积排

位第 10[2]。 

温州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社会发展并没有同样取得辉煌。为什么经济和社会

会存在这样的反差？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几个方面：温州经济发展的特性。产业特性——经

济产业层次低，缺少文化基础，抑制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动力特性——从事工商业的

温州人大多受教育程度低。温州社会发展的特性。文化、体制特性——重实惠、讲功利的温州人

更愿意去发展经济，而不是社会建设；人口基数过大、历史欠账较多——人口绝对数过大阻碍了

社会事业的发展，历史欠账较多，与其他市相比，社会发展差距较大。政府对社会事业建设重视

不够，应当管的公共事务没有管起来，公共政策缺失，社会事业发展缓慢。 

三、先经济、后社会：负面影响 

经济先于社会而发展，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所致，是正常现象。但经济先于社会

发展决不是经济的单兵挺进，经济与社会应该相偕而行，社会的发展应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只

有实现了这样的适应，经济和社会才能获得再发展。如果不适应，则必定既阻碍经济的发展，也

阻碍社会的发展。温州的“先经济、后社会”现象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一）人力资源缺乏，人才供给不足，严重影响企业的生产和经营 

管理者受教育水平低，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企业管理者是企业规划的重要人物，不仅需要

有干劲、有魄力，更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素质作为后盾。而温州的企业管理者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多为中等受教育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产业上档次难、经营管理上水平难，从而影响了管

表 2  2002年温州文化卫生相对发展水平值在浙江省的排位 

指标名称 温州排名 

每万人口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8 

每万人口拥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群艺馆面积 11 

每万人口拥有体育场地面积 11 

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 9 

每万人口拥有医院床位数 10 

每万人口拥有医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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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效率进而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近几年，尽管温州 GDP总量仍居全省第 3位，但 GDP增速却

排在全省倒数第 2、3位。另外，文化教育的相对落后，使专业人才、技术工人紧缺。“技工荒”、

互相哄抢人才等都反映了人才供给不足。 

（二）科技欠发达，影响技术革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温州是以轻工业为主导，而轻工业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源进行生产。劳动者的文化水平较低，

必然阻碍生产力的进步。“由于业主的文化程度低、经济基础差、技术水平低，又普遍缺乏外地

科研、学校和大企业的技术支持和指导，因而温州的民营企业普遍是规模小、产品档次低、科技

含量少、模仿成风。以下数据可见一斑：2000年温州市共签 380多项技术合同，平均每项成交额

不到 8万元，且技术含金量低。”[5]现在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科技进步，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越来

越高。无论是资源优化配置还是技术创新，都要求劳动者具备高素质。只有依靠教育、依靠科技，

增强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技术创新才可能继续、有效。 

（三）教育和科技的不发达，阻碍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层次 

为什么温州的经济发展“低、小、散”突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科学文化欠发达的制约。由

于缺乏高层次人才，研发能力不足，也由于缺乏战略决策型的领导集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限制

等原因，整个经济发展的“低、小、散”问题必然突出。温州产业集群的优势虽然明显，但产业

持续演进和升级动力不足，缺乏一批具有较强带动能力的产业和企业。全市产值超百亿元的工业

行业只有 4 个，而杭州、宁波分别为 12 个和 9 个。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依靠低成本劳动力

和模仿创新为主的产业发展路径受到国际贸易保护壁垒、国内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 

（四）就业人口的文化素质低，阻碍了就业结构的调整 

一种产业的兴起需要一定的就业人口去支撑。如果社会准备的就业人口在数量、质量上不足，

那么这种产业就难以获得发展，传统的就业结构也就难以改变。温州就业人口的文化程度集中在

初中和高中段，总体程度较低。而且，温州在业人口中绝大多数是体力型人员，智力型人员只占

12%左右。这样的就业人口素质既不足以支撑高科技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劳动者在

各产业之间的正常流动。因而，反映社会进步、适应现代化需要的就业结构难以形成。 

制度创新需要良好的文化土壤，而“后社会”则阻碍了各项创新前进的步伐。比如，温州的

家族模式虽然能使企业内的人际关系比较融洽，但内部交易成本太高，企业对员工的照顾是面面

俱全，结果导致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不高，企业经济效益较差。另一方面，家族式管理过份重

视人情，进企业的能人不能及时、公平地得到提拔重用，挫伤他们的积极性，阻碍了良性循环的

用人机制的建立，忽视了企业的制度建设和管理。 

（五）社会服务业、文化产业等公共服务的欠发展，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文化产业的发展依重于科学技术。当科学技术从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被提炼出来并运用到文化

产品生产中时，就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温州由于文化发展的滞后，科学技术欠发

达，缺乏支撑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基础，所以，含有较高“文化基因”的文化产业难以发展。在

温州，除了印刷、报纸外，文化产业整体落后，特别是科学技术含量高的文化信息产业很欠缺。 

（六）先经济、后社会，使经济与社会未进入“友好”状态 

这里的经济与社会“友好”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经济与社会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经济、

社会分系统各个发展要素能相互满足对方发展的要求。二是指社会大系统的整体功能得以充分发

挥，并形成新的整合力量（这里用“友好”而不用“协调”，是因为“协调”只有第一层含义，



 

王尚银：先经济、后社会：“温州模式”的另一面 5

不足以全面反映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经济与社会组成了社会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经济与

社会相互作用、协调发展，达到系统整合，从而形成系统新的整体动力，反过来促进经济与社会

分系统的发展。而“先经济、后社会”使经济与社会发展相脱节，社会大系统的整体功能不能充

分发挥作用，这不但不利于经济、社会分系统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大系统的演进。 

四、既经济、也社会：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在谈论“温州模式”的时候，人们普遍关注的是温州经济是怎样快速发展起来的，就经济而

论经济，就经济而谈发展，很少注意到温州社会领域的发展。也就是说，人们忽视了温州经济与

社会的协调发展或共同发展问题，以至于温州出现了严重的“先经济、后社会”现象还没有警醒。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我们认为，在“温州模式”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实践和发展观问题；温州

的发展应当是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应当是经济与社会的和谐。 

（一）发展观的复归 

1．既经济、也社会 

经济发展不会自动带来社会的进步。相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经济，同时还会带来许多

新的问题，它需要社会的发展，才能把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福利的提高。所以，

“先经济、后社会”应变为“既经济、也社会”。 

2．以“人”为本 

经济发展固然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尺度，但不是惟一尺度。因而，必须抛弃片面的以发展

“客体”为中心的发展观，树立以社会的“主体”为中心的发展观。因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是“物”，

主要是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主要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一定要以

经济增长为基础，但经济增长并不直接等同于社会健康发展[6]。 

（二）社会发展对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 

社会发展对经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能动作用。如，社会的发展可以为经济的发展供给人才、

提供科学技术支持、提供创新的动力、改变就业结构和调整产业结构、创造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

会环境、调节整个社会系统的功能——使经济与社会“友好”。 

1．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归宿 

社会发展既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也是经济发展的归宿。经济发展最终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求得人的发展。如果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促进和推动社会发展，那就说明经济发展丧失了目的性，

这样的经济发展必然是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发展。 

2．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导向 

经济向何处发展，取决于制度的安排和政策的导向。经济是物，社会是人，物受人的制约。

比如，正确的社会发展理论必然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导。 

3．社会发展决定经济发展的结构和布局 

如果在社会发展中增加和合理配置科技、教育资源，努力克服人才、知识、技术等要素的制

约，必然可以加快产业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4．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1）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科技的产业化，

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文化。（2）文化对经济具有拉动作用，文化建设的发展有助于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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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逐步优化，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层次。（3）教育训练、科学技术

等文化事业的发展对当代经济增长有日益增大的正效应。 

5．社会发展能够创造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环境条件，为经济发展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培养准备人才，提供人力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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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after Economy: Another Facet of “Wenzhou Pattern” 

 

WANG Shangyin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It is common phenomenon that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result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efore the societal development. However, society after economy doesn’t mean that 

economy develops by itself, but that economy and society should go together, and accommodate with one 

another. Otherwise, it will handicap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s well as that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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