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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卫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巨大的发展,但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不协调,社会发展明显

滞后。进入 21世纪,中国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极端重要性。2002年召开的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0的奋斗目标。2003年 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

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0,要/统筹城乡

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0。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 让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产生

更大的社会效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

地)、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三个单位于 2004年 2月 2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

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中国社会发展政策高层论坛 20040。

来自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北京市人大的代表、委员,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民政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务院妇女工委等政府有关部门领

导等共计 30多人, 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术单

位的80余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了这次论坛。近40名对中国社会发展政策有深入研究的著名专家学

者在会上作了发言, 交流了过去一年的最新研究成果, 提出和论证了有关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政

策建议。通过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政府部门官员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相信参会与交流

的各方都获得收益: 学者改进完善自己的研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获得在/两会0期间提案的参考素
材,官员拓宽决策时的视野与思路。

本次论坛气氛活跃, 议题广泛。专家学者围绕社会发展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 畅所欲言, 踊跃发

表真知灼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全国人大代表纪宝成教授从继承民族文化、保持民族特色、弘扬民

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高度,建议增加中国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期,例如增加清明、端午、中秋节为

法定节日,每个节日都放假一天;建议在目前春节法定假日的基础上增加除夕日这一天。中国社会学

会会长陆学艺研究员深入阐述了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种种表现,强调要从经济发展为主的阶段,

进入经济与社会发展并重的阶段, 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研

究员认为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的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是从传统向以

人为本发展道路转变的一次革命。要完成这一革命需要推进三个转变: 发展观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的转变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曾光研究员指出 SARS危机暴露了我国公共

卫生体系的薄弱和隐患, 显示了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但是比 SARS更可怕的是AIDS 危机,因为我

国已经与AIDS斗争了 18年,但是 AIDS 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越来越大,而且大多数人对此缺乏危机意

识。必须使全社会都了解对HIVPAIDS作战是一场我们输不起的战争, 否则, 一切经济发展的成果都

将抵消不了AIDS流行的灾难。

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成为本次论坛的焦点之一。有十多位专家学者提出了健全中国特色的

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衔接、改革退休制度、重视养老保障、发挥家庭的养老作用、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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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口、改革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完善城市流浪人员救助、重视提供社会服务等相关建议。中国人民大

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段成荣教授指出现行户籍制度已构成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障碍,需要进一步深化改

革。仅仅放开小城镇户口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放开大中城市的户口。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

心侯东民副教授认为我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国家已完全有能力实施/基本口
粮加每月 100元0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这是小康水平的社会保障。北京市统计局杜午禄研究员提出人

口老龄化和退休低龄化是低收入人群形成和增加的主要原因。在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不可行的条件

下,减少低收入人群的负担在客观上也是提高这部分人群生活水平的一种方法。

人口与发展问题也是本次论坛高度关注的重要内容。许多学者在人口安全、稳定低生育水平、人

口出生质量、老龄化、城市化、劳动力流动、少数民族教育、弱势人群就业、社会歧视、男女平等、青少年

健康等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邬沧萍教授用科学的发展观审视了我

国人口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配套政策的建议, 包括对独生子女户养老和贫困化预

防、消除和预防出生性别比不平衡和提高男女平等的宣传和行动。对独生子女户的帮助必须是全程、

全面帮助,重点在帮助提高能力上,帮助计划生育户/造血0而不是/输血0。把性别平等作为一项公共

管理的对象。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认为在实施/西部开发0战略中,少数民族教育需要根据/市

场经济0的思路进行调整,以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需要调整民族小学和中学的

课程,适当加强汉语文教学。同时组织有关学校开办/预科班0, 为成绩达不到高考统一录取水平的少

数民族考生补习,入学后对课程质量和学习成绩方面严格要求, 在毕业时为他们提供就业信息与指

导。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郑晓瑛教授提供的数据表明我国出生缺陷发生水平高、规模大、后果极为严

重,认为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对我国社会经济、人口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国已经到了必须

高度重视出生缺陷研究和干预的关键时刻,加强出生缺陷干预的基础性研究,建立人口与健康研究机

构和形成国家级多学科、多部门参与攻关的出生缺陷干预体系成为当务之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

人口学院穆光宗教授提出独生子女家庭是风险家庭,在农村不宜鼓励独女户放弃二胎生育指标, 必要

的生育数量才能确保人口结构健全、风险最少、持续发展。

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张恺悌研究员分析了我国老龄学科研究中的不足,建议把老龄科学研究纳入

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并提出了今后的优先研究领域和长期研究领域。优先研究领域包括:老年人与

贫困问题、人口老龄化与公共政策、老年人与基层组织问题、农村养老现状和农村老龄政策调查研究,

长期研究领域包括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成本、社会财富再分配中的家庭养老、中国老龄政策和社会

可持续发展、老年群体的心理学、老年参与社会发展与老年社会支持网络、社区为老服务实证研究和

高龄老人长期护理研究。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伊密探讨了养老方式的多选性和可能的政策性援

助。援助性政策涉及/照料假0制度、/直接转岗0制度和/间接式的住房援助0制度。不提倡在老年人

健康的时候离开家庭入住养老院。面对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针对老年人再婚难的问题, 姜向群等学

者提出要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和老龄婚姻管理条例,帮助老年人再婚;同时/搭伴养老0的方式也可以
在一定条件下实行。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等学者重提/安乐死0立法,认为/ 安乐死0充分体现了/以人

为本0的精神; /安乐死0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安乐死立法符合我国立法精神; /安乐死0
与医生的职责不相悖; /安乐死0是符合时代需要的新的道德规范。科学的、合理的、法治的实施安乐

死会同优生优育、晚婚晚育、健康长寿、文明丧葬一样成为人类自身生产文明的标志。

另外, 中国社科院胡伟略研究员提出第二次城市化, 即对第一次城市化膨胀状态消肿, 向城市郊

区、小城镇迁移,中小城市增多,使城市发展金字塔形成比较均衡、稳当的形态, 达到整个社会的均衡

发展。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探讨了当前我国城市化中的一些问题, 尤其强调了拆迁户利益问

题,政府必须加以妥善处理。全国妇联和中国社科院的一些学者进一步呼吁和提出了性别平等的政

策建议,尤其是在就业和退休年龄上的平等。有学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提出制定反歧视法规的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刘爽副教授在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农村青少年性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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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青少年教育和健康的关注与投资,就是关注我们民族的未来, 是一项百年大计。最后, 中国人

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周孝正教授关于建立/人文美育堂0的报告将会议气氛推向高潮,他强调建立

民间信仰体系的重要性, 否则邪教就会乘虚而入。他幽默诙谐的语言,使会议在笑声中结束。

与会代表高度评价这次会议。会议的内容和成果已被 100多家媒体网站转载,很多学者的建议

内容被/两会代表0接纳, 并在今年两会上形成了正式提案。根据计划,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将每年在人大和政协/两会0之前召开/中国社会发展政策高层论坛0,长期坚持, 争取把/论坛0办成一

个学术界与政策决策者之间定期交流的平台, 为中国社会全面、健康、快速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智力支

持,促进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

(责任编辑:石  玲  收稿日期: 2004- 02)

#消息#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座谈会0召开

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工作正式启动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座谈会0于 2 月 27日在京召开。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在会上强调, 要通

力合作,扎实做好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工作。他说,对人口高峰时到底需要多少耕地、粮食、淡水、能源等重大

问题,要有准确的数量分析和科学判断,为国家重大问题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使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蒋正华在座谈会上就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课题框架作了说明。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宋健出席会议。国

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介绍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工作的前期准备情况。

人口发展战略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 是制定人口发展规划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

重要依据。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就是基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遵循人口发展规律和经济社

会发展规律,运用系统、科学的分析方法, 判断未来一定时期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的变动趋势, 揭示人口与

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多个相关变量的互动关系及变化规律, 提出符合中国国情、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人

口发展目标、人口发展模式、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开展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在我国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此次国

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座谈会的召开, 标志着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工作正式启动。据悉, 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分/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研究0 ; / 人口发展态势研究0; / 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重大关系研究0

三大课题和 21 个子课题。

华建敏在谈到战略研究的任务和目标时指出, 人口战略研究要完成搞准搞实人口基础数据、勾画中长期人口

发展蓝图、提出人口发展的战略措施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建议三大任务。具体达到四个目标: 一是建立与科

学发展观相适应的人口发展指标体系、阶段性目标及相应的考核评估方法; 二是为制定/ 十一五0规划提供扎实科

学的人口基础数据;三是针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提出应对的措施和

预案;四是建立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信息系统。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要求,国家人口计生委已经将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确定为 2004 年的重点工作,

在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作了部署。下一阶段, 国家人口计生委将认真传达这次座谈会精神 ,切实做好

组织协调工作, 抓紧启动子课题研究,加强项目管理, 动员全系统力量做好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各项工作, 确

保研究成果经得起历史、人民和实践的检验。

本文转载自5中国人口报6 2004 年 3月 1 日,并进行了适当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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