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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现状和改革方向 1．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 在当代中国

，在城乡分治的行政建制基础之上逐步形成了城乡隔离的二

元社会。其核心是强制性分类的居民身份制度。市民身份（

非农业户口）和农民身份（农业户口）这种城乡隔离二元结

构下的户籍制度，不可避免地成为城市化进程的制度障碍，

并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建

制上的城乡分治变成了城乡合治，在政策的掌握尺度上略有

放宽，但迄今为止，这种城乡居民之间的身份壁垒尚未打破

，二元社会也还没有转变为一体化社会，而是暂时处于“三

元社会”的过渡状态。这三元分别是：持有城镇非农业户口

的市民；无户口或持有农业户口而长期居住在城镇的准市民

；持有农业户口和农村非农业户口的农村居民。 党的十六届

三中全会的《决定》把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

构的体制，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

提出来，放在突出位置，这是贯彻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

经济社会发展、繁荣农村经济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重大措施

。 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是一项巨大

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重点是做好以

下工作：一是进一步调整国民收人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

，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实现农业和农村的持续发

展，确保农村实现小康的目标，进一步完善政府对农业的投

人政策。二是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逐步统



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

，是增加农民收人和加快城镇化的重要途径。三是加快建立

促进农村教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

推进农村的全面进步。 二、地区差距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

国的经济区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东部地区包括辽宁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

东、海南n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

、湖北、湖南、安徽、江西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

、云南、贵州、西藏、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广

西、内蒙古12个省区市。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投资

分配和政策投人向沿海地区倾斜，西部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落

后于东部地区，差距逐年拉大。与经济差距的悬殊相应，东

、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各方面的差异亦相当大，如城市化水

平、教育程度、贫困状况等方面的差距。东、中、西部发展

程度的差距能否缩小，西部地区的发展能否跟上东部地区，

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之一。正是有鉴于此，中央

于1999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三、国民收入与分配制

度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国民收入进一步增长，分配制度改

革不断深化，分配关系逐步趋于合理。但是，在分配制度中

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有：分配关系尚未理

顺，部分社会成员的收人差距过分扩大和部分国有单位内部

平均分配情况并存；农民收人增长过缓，一些城镇居民生活

困难；分配方式不规范，分配秩序混乱，调节手段不完备。

因此必须继续推进分配收人体制改革，解决分配领域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 四、贫困问题 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一方面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群众先富

起来，另一方面开展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扶贫工作，但由于

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贫困问题依然相当严重。国家于1986年

、1991年、1993年公布了国家级贫困县，共计592个。这些贫

困县分布于除北京、上海、天津、江苏4个省市之外的27个省

区，其中中西部地区集中了贫困县的82%.贫困县人口总数

的91.3％分布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山区，特别是四川、贵州、云

南、河南4省占全国贫困县人口总数的46%，可见自然地理条

件对贫困人口的分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经过20多年的扶

贫，绝对贫困人口虽已减少了2.218亿、88.72%，所剩不多，

但是这些剩下的2820万贫困人口，是条件最差、脱贫最难的

贫困人口，要使他们全部脱贫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如果

按照国家统计局在1999年提出的乡村贫困标准应由人均年收

人625元提高到865元（按1999年价格计），全国乡村贫困人口

数量在1999年底还有12230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3,4%；如果按

照国际通行的人均日收人不足1美元即为贫困的标准，乡村贫

困人口在2000年还有2亿多，那么脱贫的任务就更加艰巨。 总

的来说，国家的扶贫政策体现了三个阶段的逐步改进过程

。1979年之前是以救济为主的输血式扶贫；1980一1995年间是

以扶持贫困地区经济为主的开发式扶贫；1996年以来是以扶

持贫困人口为主的开发式扶贫。所采取的方式主要有：以工

代贩、科技扶贫、机关定点扶贫、横向联合与对口帮扶、社

会公益扶贫、劳务输出扶贫、异地搬迁移民扶贫、国际合作

扶贫。 就具体措施而言，最重要的是国务院于1994年制定《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一200。年）。内中规定，为

进一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实现共同



富裕的目标，国务院决定：从1994年到2000年，集中人力、

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

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在中国消除绝

对贫困现象。奋斗目标是：按90年代不变价格，贫困户人均

纯收人达到500元以上；为贫困户创造稳定解决温饱的基本条

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本解决人畜饮水困难，绝大多数

贫困乡镇有集贸市场、商品产地的地方通公路，消灭无电县

，绝大多数贫困乡用上电；改变文化教育落后状态，普及初

等教育，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技术培训，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扶贫的方针和途径是：继续坚持开发

式扶贫的方针；重点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相关的加工业、

运输业；积极发展资源开发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加

快荒地、荒山、荒坡、荒水的开发利用；发展劳务输出，实

行开发式移民。1996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明确了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基本方针，并指出

扶贫攻坚要坚持到村到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