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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与社会体制改革’’面面谈 
陆学艺，王振耀，王思斌，李强，宋贵伦，阮曾媛琪 

[编者按]什么是社会?什么是社会建设?中国社会建设程度到底如何?进行社会建设要进行哪些 

方面的改革?2009年 l1月28日，全国行政学院系统举行 了首届 “社会建设与社会体制改革”研讨会。 

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社科院、国家民政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来自北京市、香港特区的专家学者 

及领导对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发表了自己的精彩观点。这里特摘选其发言精要，与广大读者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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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呼唤社会建设 

陆学艺 

目前的中国，总的来说，经济形势很好，经济发 

展很快，但是社会矛盾很多，存在很多社会问题。党 

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党的十七大则 

将社会建设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总体框架中去，使得 

原来 “三位一体”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变成了 “四位一体”，多了一个 “文化建设”。这 

里需要重点谈谈关于社会建设及其体制改革方面的几 

个问题： 

一

、 我国已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改 

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连续以9．8％的速度发 

展，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这在80年代初期是根本 

想不到的。同时，我国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如此突出， 

也是没有想到的。原来以为如果将经济搞上去，这些 

问题自然就会解决。然而，我国经济发展起来了，比 

我们想象的还要好，但是现在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 

比我们想象的还多，这也是没想到的。现在我国正在 

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转型中的问题和矛盾不仅中国存在，日本、美国也存 

在，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时都产生过社会矛盾和社 

会问题。这样，就需要通过调整社会结构、改革社会 

管理体制来解决。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同时，要将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建设放在重要 

的战略位置。我国经济保持8％的速度，经济翻番问 

题不大。但是，社会结构不调整，社会矛盾、社会问 

题很难解决，现代化很难实现，必须认识到中国发展 

已经到了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时期。 

二、我国社会已发生深刻变化。伴随经济结构、 

经济体制的变化，我国社会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就 

人口结构来说，20世纪8O年代初期，我国的人口增 

长是高生育率、高增长率、低死亡率的 “两高一低”， 

现在成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已经达到发 

达国家水平。我国家庭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家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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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小型化、核心化发展。1982年，我国户均人口4．4 

人，到2000年，已经下降到3．17人，基本就是夫妻 

和一个孩子。我国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在1978年我国 

有4亿多劳动力，第一产业就业的占70％多，二三产 

业加起来是29．5％。到2007年，我国劳动力有7亿多 

人，我国第一产业就业劳动力下降到总量的40．8％， 

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达到59．2％，已经达到工业化国 

家的水平。城乡结构相应发生变化，1978年，我国的 

城市化率只有17．9％；到2007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 

到45．7％。阶层结构变化也十分突出。改革开放后， 

我国已经分化成10个阶层；就私营企业主阶层而言， 

2008年私营企业超过600万，私营企业主接近1300 

万。个体工商户在1978年只有l5万人，2008年则超 

过了3000万。当然，科技人员、管理者阶层也发生了 

很大变化。尽管大家对中产阶层的概念有不同理解， 

但是据1999年调查，全国工人阶层中的15％为中产 

阶层；到2007年，则发展到22％。目前，随着社会发 

展，中产阶层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在大量增长。 

三、我国社会结构变迁滞后于经济结构。我国经 

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由于我国社 

会体制改革没有到位，总体上我国社会结构变迁滞后。 

总体来说，我国经济结构已经达到了工业化的中期阶 

段，但是我国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根 

据国外学者计算，我国城市化率应该达到60％，但 

是，我国城市化率目前只有45％多。依照我国城市化 

发展水平计算，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15年。我国目 

前之所以产生这么多矛盾和问题，主要因为经济结构 

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不平衡。 

四、滞后原因是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不到位。 

现在社会体制基本上是50年代我国搞计划经济体制时 

发展起来的，我国的经济结构在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要求改革，但是社会结构并没有进行根本的改革， 

例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然没有 

改革到位。当前是推行社会体制改革、调整社会结构 

的最关键时期，目前的群体事件、社会治安等这些问 

题都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引起的。所以，我们现在 

应该关注社会建设及和谐社会建设。社会建设不仅包 

括科教文卫体等社会事业，还包括社会组织建设、社 

区建设，推进社会工作，规范社会管理等，也就是社 

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协调的一系列问题。现代社会有政 

府、市场、社会三个主体。过去我们市场不发达。现 

在市场发展起来，但是还是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很大， 

社会还不发达。现在重要的是推进社会建设。 

(陆学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教授) 

加强社会发展规划 建立适当的社会福利制度 

王振耀 

中国人均 GDP达到22698元后如何规划社会发 

展，这对中华民族，特别是对中国知识界来说是一个 

严峻考验，因为我们民族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到过这样 

高的水平。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人手： 

一

、 中国急需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 

福利制度。人均GDP达到22698元意味着什么?有三 

层含义：首先，折合美元3300多美元，按照世界通行 

水平标准，我国已经达到中等发展水平。其次，中等 

发展水平意味着广泛的社会福利。印度、巴基斯坦人 

均GDP连1000美元还没有达到，但是实行免费国家 

医疗、免费公共教育制度。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还不 

到1000美元时就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日本 1966年 

达到人均1000美元，但在1966年以前就建立了儿童、 

老年、精神病人、残疾人的各项社会福利制度。发达 

国家100年前敢做的事情，我国知识界到现在还不敢 

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次，根据发达国家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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