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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BA_E7_83_AD_E7_c26_646907.htm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必须妥善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着多

种矛盾，其中最突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是人民日益

增长的对社会公共产品的需求同政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矛

盾。所谓社会公共产品，是指由政府提供的用于满足社会公

共需要（所有成员均等消费）的产品和服务，如义务教育、

国防、外交、公共卫生等。本文所说的公共产品，主要是指

教育、医疗卫生、居住、就业和社会保障等。 一、矛盾的表

现及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28年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

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我们不仅基本解

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根据国际经验，

一国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期，也是该国

公共产品需求快速扩张的时期，人们已由对满足温饱的需求

转变为对教育、医疗、居住、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社会

公共产品的强烈需求。但是，我国经济28年的高速发展并没

有相应带来政府对社会公共产品的高投入，相反却出现了社

会公共产品投入逐年降低的现象。近年来，我国每年在基本

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数第一，这与

我国的经济总规模位居世界第四、外汇储备总额高居世界第

一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说，我国这些年来国民经济的高增

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为代价的

。这就导致了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社会公共产品的需求同

政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矛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表现： 



第一，教育、医疗卫生的改革有误，导致许多人上不起学、

看不起病。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进程中，政府过分强调对经

济建设的投入，忽视甚至牺牲了对教育、医疗卫生等的及时

、等额投入，在削减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支出的同时，政

府没有形成有效的机构来承接相应的职能和负担，致使公民

受教育的费用和医疗费大涨，导致很多人上不起学、看不起

病。这必然导致居民对未来风险和收入预期的不确定，使其

降低了消费意愿，进而加大了预防性储蓄。这与政府鼓励消

费、扩大内需的政策是相悖的。 第二，严峻的就业压力，增

加了社会的隐患和不和谐的因素。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

革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的劳动

就业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如何妥善安置中国庞大的就业群

体，如何保障这些人的基本权益，成了政府今后工作的重点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增加社会的隐患和不和谐的因素

。 第三，收入分配不公，潜藏着社会危机。国民收入初次分

配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目前，我国的初次分配存在着资

本所有者所得畸高的不良现象，因而出现财政收入大幅增长

、劳动者收入却增长缓慢的局面。如果这一矛盾不能很好解

决，就会激化劳资矛盾，引发社会危机。 第四，社会保障覆

盖面过低，难以支撑民众对它的渴望。在计划经济时代，我

国在低水平的基础上建立了可以说是较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

。经过28年的经济持续高增长后，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不

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社会保障的程度也降低了。这与民

众对它的渴望是不相称的。 二、矛盾产生的原因 产生上述矛

盾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过程中，政府长期忽视了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在



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综合国力的过程中，政府过于强调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忽视了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致使我们在

医疗、教育、社会保障这三项基本公共产品的投入上，一直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第二，我国的社会财富积累率低。这有

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20多年来没有实现

根本性的转变，经济的高增长一直建立在粗放经营的增长方

式之上。二是我们在城市化进程中，既对城市建设缺乏长远

的规划和设计，又由于质量差等原因，导致城市的楼房、道

路和地下网管等屡屡出现拆了建、建了拆的现象。而我们每

年在计算总产值时，只计算新建、新增的产值，却不扣除拆

旧的价值和给环境造成的污染而需支出的治理费。其结果就

造成了我们实际形成的社会财富积累率偏低。 第三，各级地

方政府热衷于见效快的“政绩工程”，而不热心于社会公共

产品的投入。1994年分税制改革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

事权，中央实现了财权的集权和事权的分权。但由于地方政

府支出责任的加大和收入资源的减少，直接导致了地方政府

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严重短缺。 三、对策思考 社会公共

产品供给的不足，拉大了社会成员间的差距，引发社会不公

平。同时，它不仅侵蚀了公民共享的基本权利，也影响了国

民经济的持续发展。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矛盾，责任主体

在于政府，政府应该怀着高度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解决。 第一，改变以往的政策导向。既

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坚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

展和财政收入的增加而不断加大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 第

二，转变政府职能。现代社会，政府的职能应更多地放在为

社会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产品上，而不是直接抓经济。政府



所要做的应该是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应有的法制、政策、治

安等社会环境。 第三，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主要应加快以

下三方面的改革：一是要建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硬约

束机制，加强政府对社会公共产品开支的提供力度和有效监

控；二是要规范政府自身的行为，通过改革减少政府的行政

开支，把节约出来的资金用于增加社会公共产品的资金投入

；三是要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改变公共服务提供的手段

，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以提高民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 第四，花大力气、下大决心解决城乡公共产品结构失衡

的问题。应尽快把社会公共产品覆盖到农村和农民。这既是

公共财政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公共产品本质属性的回归。

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应该尽快由依靠农民自身向以国家

为主的政策目标过渡。政府必须通过加快对广大农村公共产

品的补偿性供给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日益扩大的城乡

差距。 第五，进一步明确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责任。在当

前的情况下，政府主要应明确以下四个方面的责任：一是制

定公共服务的规划、政策和标准；二是提供医疗、教育、社

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三是提供公共服务

的财政支持；四是加强对公共服务的监管，包括提高公共服

务的质量和效益。 第六，创新公共服务体系。要大刀阔斧地

改革事业单位，确立起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机制灵活的公

共服务体系。 第七，抓紧制定出解决矛盾的整体战略。也就

是说，要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政策、范围、边界、政府能力等

进行科学的总结和评估，制定出符合目前我国改善和发展公

共服务的思路和应对策略。 相关链接： 申论热点：大学生就

业面临六大突出问题 申论热点：以创新思维探索大学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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