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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演进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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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的演进经历了四个阶段, 形成了各具特

色而又相互联系的目标模式, 即: 1949 1978年以政治为中心的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目标模

式, 1979 1994年的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目标模式, 1995 2002年的以

经济增长为中心兼顾社会增长的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目标模式, 2003年至今的以人为本的经

济社会均衡发展目标模式。2003年提出并经发展完善的  坚持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统

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就蕴涵着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目标模式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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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在一国或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一

直备受关注,而经济社会学重点关注经济与社会的

关系, 着眼于社会学视角下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对

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以及经济运行过程中经济因

素和非经济因素相互作用进行系统和客观的研

究
[ 1]
。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系统理论告诉我们, 经

济社会系统由不同民族、家庭、组织和个人组成, 涉

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多个维度,且各维

度又具有结构性的有机系统,这些系统维度及其结

构之间互为因果、互相补充、互相转化。同时, 经济

社会系统又是一个不断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和

信息交换的开放系统,一个内部结构不断调整以适

应环境变化的动态系统
[ 2]
。因而, 当经济社会系

统存在着多种因素 (包括维度和结构 )和多种相互

作用而系统功能又有特定目标和要求时, 我们就必

须把不同质的因素和不同类型的相互作用协调统

一起来, 满足某一指定的功能, 实现经济社会系统

的特定目标和要求,这便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

题。我们只有促使经济社会系统的各维度及其结

构紧密联系,互相协调, 整个经济社会才能始终保

持协调有序和谐的状态。

在经济社会学理论的四个研究途径 (建构主

义、功利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和批判结构主义 )中,

以社会系统理论为表现形式的结构功能主义和社

会均衡理论就体现了经济社会整体、均衡、协调和

和谐发展的重要观点
[ 3]
。孔德认为, 理性秩序是

经济社会协调和谐发展的基础 (孔德, 1830

1842); 斯宾塞认为, 协调与一致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核心内容 (斯宾塞, 1873) ;迪尔凯姆强调社会的

一致性和结构的整合性 (迪尔凯姆, 1895); 帕森斯

的  AGIL (适应、目标达成、整合、维模 ) !模式, 在

经济、政体、社区共同体、价值系统四个子系统协调

一致地充分发挥各自功能的前提下,整个社会就能

均衡、协调、和谐地运转 (帕森斯, 1956, 1984,

1989); 默顿把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作为自己研究

的理论目标,并在该目标指引下提出了与经济社会

协调和谐发展的越轨理论、功能一体性理论、社会

均衡理论 (默顿, 1949, 1957) ; 帕累托把社会看作

自身维系动态均衡的系统,社会变迁是原有平衡的

破坏复又逐渐恢复平衡的过程 (帕累托, 1916); 在

卢曼看来, 社会系统是一种在一个封闭循环的过程

中不断地由沟通制造出沟通的自我制造的系统, 它

既具有 (操作上的 )封闭性、又具有 (对于环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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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的特点, 除了  系统整合 !和  社会整合 !两
种类型以外,  整合!还应该包括社会的生态整合,

即自然环境问题对现代社会的挑战 (卢曼, 1986、

1997、2001)。可见, 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和和谐发

展是经济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观点,经济社会学研究

的一个重要目的和归宿点是为了促进经济社会的

均衡、协调和和谐发展, 因为经济与社会的良性互

动和协调发展符合人的根本利益和根本目的。

可见,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系统理论和社会均衡

理论为我们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其目标模

式提供了一个有益和独特视角。经济社会是整体

社会中的两个子系统,在现实社会中,经济社会系

统总是处于交互作用和发展变迁中的,并且总是从

一种均衡状态过渡到另一种均衡状态。经济社会

均衡发展研究,就是要揭示经济社会发展如何由一

种均衡向另一种均衡过渡和演进。目标是发展模

式的核心,任何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和运用都

是由其内在的目标体系先导和控制的, 因此, 创新

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一个关键内容就是对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进行优化选择和科学定位,因为它是经

济社会发展的观念模型和行动指南, 对于经济社会

发展的进程影响深远。迄今为止的人类现代化格

局与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就根源于人类对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模式的不同选择。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目

标模式是指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层次、目标内容、

目标方法和目标价值的统一体,同时也是由诸多要

素 (发展主体、发展环境、发展手段和发展目标 )构

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肖卫东, 2009)
[ 4] 46 48

。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 而

是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而变化。在现代

世界范围内,发展目标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即以单一增长为目标的发展阶段、注重经济社会综

合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阶段。观察

分析中国, 其发展目标的演进也大致经历了这样一

个过程。1949年以来,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

式的演进经历了四个阶段,形成了各具特色而又相

互联系的目标模式,即: 1949 1978年以政治为中

心的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目标模式, 1979 1994

年的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目

标模式, 1995 2002年的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兼顾

社会增长的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目标模式, 2003

年至今的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目标模式。

从党和政府的纲领性文件和报告以及实际的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模式中,可以抽象出这四个阶段各自

对应的目标模式的基本内容 (见表 1)。

表 1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的演进

1949 1978年 1979 1994年 1995 2002年 2003年至今

目标模式
以政治为中心的

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

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

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

以经济增长为中心

兼顾社会增长的经

济社会非均衡发展

以人为本的

经济社会均衡发展

总体特征 非均衡发展 非均衡发展 局部非均衡发展 动态均衡发展

目标层次 系统增长 系统增长 系统增长 系统发展

目标原则 不全面、不协调、不持续 不全面、不协调、不持续 不全面、不协调、持续 全面、协调、持续

目标方法 不兼不顾 不兼不顾 兼而不顾 统筹兼顾

目标价值 以物为本 以物为本 以物为本 以人为本

二、1949 1978年: 以政治为中心的经

济社会非均衡发展目标模式

在改革开放前的 30年 ( 1950 1978年 )中, 我

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在

发展目标上,提出了  社会主义 + 现代化 !的目标

组合, 将原本不属于同一时空序列的  社会主义 !

和  现代化 !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为社会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但在实施过程中客观上选择的是经济

社会交替优先增长。

具体来说, 在 1950年到 1956年期间, 中国采

取的是社会发展优先的方针。在这一时期中,通过

全国范围内的政权建设、 三大改造 !, 基本上完成

了对旧的政治制度和旧的经济体制的改造,建立了

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一批国家工业化所必需

的基础工业。新秩序的建立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

国民经济的发展; 同时, 通过建立按劳分配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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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结构,改善了大多数人民群众

的生活。可见,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以

及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这一时期国家较为

明确的目标选择。

1956年 9月党的  八大 !提出将发展目标转变
到发展社会生产力, 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轨道上来
[ 5] 67
。

1964年 12月,周恩来总理在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
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里提出了在 20世纪实现四

个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

科学技术现代化 )的目标
[ 5] 109
。这一目标转换在选

择上是基本正确的, 问题是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

实际上又偏离这一发展目标,把追求经济的高速增

长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 1956年开始的  超英赶

美 !和 1958年发动的  大跃进 !把追求经济增长速
度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位。  超英赶美 !和  大跃

进 !虽然很快得到纠正, 但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取向一直没有改

变,结果, 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发展目标被忽

视了。事实上, 在这一时期中, 由于侧重强调  社

会主义 +现代化 !构架中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部

分,以致在实际操作中  继续革命 !是贯穿整个经
济社会发展过程的中心目标。从 1957年的  反右

运动!、1959年的  反右倾!运动、20世纪 60年代

初期开展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五反 (反贪污

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

僚主义 )运动 !到 1966年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 !, 越

来越忽视经济建设, 越来越关注阶级斗争, 最终发

展到形成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经济社会发展基

本路线。这种非理性政治革命的选择实际上偏离

了经济社会真正的发展目标,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

破坏和经济水平的倒退,社会结构功能严重失调,

发展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状态。

直到 1976年粉碎  四人帮 !以后,  文化大革

命 !的政治目标才得以终结, 国家的发展目标重新

转变到追求经济增长的轨道上来。但由于急切试

图以国民经济新跃进的方式实现以往诸多的经济

规划和目标, 以致出现了新一轮的  洋跃进 ( 1977

1978年 ) !。虽然  洋跃进!仅仅开了一个头便草草

收场,但也造成了严重的产业结构失衡和经济效益

低下,而给国民经济带来更加严重的问题。

从上分析可知, 改革开放前的 30年中国选择

的是一种  以政治为中心的经济社会非均衡增长

模式!。

三、1978 1994年: 以经济增长为中心

的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目标模式

1978年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 !确立了  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 以满足人民生活基本需要为主要目

标 !的发展战略,  四个现代化 !建设被真正提上日

程,并被邓小平视为一场新的革命
[ 5] 237
。邓小平还

提出:  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合法经

营、勤劳致富先富起来, 然后实现共同富裕
[ 6] 158
。!

这表明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上,非均衡发展的目

标和理念开始形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 !是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此次会议通过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奏起改革的

号响, 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大门, 改变了以往在发展

上过于强调自力更生的做法,同时也为非平衡发展

观的实施提供了政策准备与支持。

1979年 7月, 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 ∀关

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的两
个报告; 1980年 6月, 国务院正式决定在深圳、珠

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 非均衡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模式和理念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尤其是在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上。针对改革开放前 30年中强

调  跃进式!发展方式的倾向, 1981年 6月, 党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 !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指出: 要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

现代化的目标, 即经济社会的发展应采取  分步

走 !的方式
[ 5] 458
。于是, 1982年党的  十二大 !为了

逐步实现  四个现代化 !提出了  两步走!的战略部

署。此后, 为了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

步骤更加清晰, 在前述  两步走!战略部署的基础

上又提出了  三步走 !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

1987年 4月,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的谈话中第一次

明晰地勾画了  三步走 !的设想。这说明, 我国改

变了过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目标,转为

追求以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导向的经济增

长。与此同时, 党和政府也开始意识到经济、社会

均衡协调发展的必要性。 1982年 12月,  全国人

大五届五次会议 !正式把第六个  五年计划 !改名
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 加进了  社会发

展 !的一些指标,拓展了  五年计划 !的内涵, 从主

要是发展国民经济扩充为侧重经济和社会发展。

1984年 10月,  十二届三中全会 !通过了 ∀中共中

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 经济体制改革全面

展开, 改革的重点从农村推向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

国民经济
[ 5 ] 284
。第七个  五年计划 !中进而专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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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等方面的内容。
从理论上说,发展计划的改进, 体现了发展目

标由单一追求经济增长向追求经济社会综合整体

发展的转变,但是在实际上,这种目标转换的实现

程度还受到众多发展主体的主观认识、具体的社会

发展计划的落实程度和具体的发展政策的影响。

由于各级政府对社会发展缺乏认识和热忱,社会发

展计划未必能够像经济发展计划那样得到严格的

执行, 加上许多经济改革措施与社会发展目标存在

矛盾, 因此, 社会发展在改革过程中并未得到足够

的重视,甚至在某些方面根本就没有引起重视。同

时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思想和认识。人

们一度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理解为单

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战略, 把  中心 !误解
为  唯一 !,把  发展是硬道理 !理解为经济增长是

硬道理,把整个现代化的综合系统发展过程看作仅

仅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且对经济增长的理解也仅

仅停留在经济的粗放增长阶段,即扩大规模、增加

数量、加快速度的外延式传统发展模式上, 不重视

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等。

因此,可以说我们在实践中选择的是经济优先

增长的目标,选择的是以  经济增长为导向的经济
社会非均衡发展目标模式 !。首先, 在这个阶段

中,由于经济处于振兴起步时期,人民生活贫困, 人

们更关心的是收入增加、物质财富的充足, 经济增

长被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邓小平经常说:  就我

们国家来讲,首先要摆脱贫穷 !,  贫穷不是社会主
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 所以,  在社会主
义国家里,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

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 并在这个基础上逐

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其次, 1992年党的  十
四大!通过了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若干决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和
建设, 更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 并

形成了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要求。再次, 1992年

邓小平的  南方讲话!明确了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
的一个基本原则: 发展是硬道理, 要通过改革开放

推进经济发展,也要通过区域上的非均衡布局和动

态上的波浪式推进加快经济发展,这就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最后,以单纯的经济发展和追

求高速的经济增长作为政府绩效评估指标的  压
力型体制! (荣敬本, 1997)

[ 7 ] 45 49
的形成也是这种

目标模式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压力型体制是

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和转轨

的制度环境下的必然产物,是地方政府为了加快本

地经济建设,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命令任务而建构

起来的一套把行政命令与物质刺激结合起来的机

制组合。在压力型体制中,上级政府机关制定出各

项经济发展目标, 并加以具体化和数字化, 再以指

标和任务的形式分派给下级单位, 并且以这些指

标、任务的完成情况作为评价、考核下级机关及下

级官员工作绩效的主要依据。说到底,  压力型体
制 !实际上还是一种计划经济的体制,不过是以数

字代替计划而已。在这样一种赶超式的压力型体

制下, 经济增长的压力非常巨大。各级地方官员无

论是从地方公共利益出发,还是从个人政治前途着

想,都会优先考虑经济利益和经济增长, 而不是社

会利益和社会增长,更不可能是环境利益和人的发

展。因为, 经济利益比环境利益更直接、也更为明

显。社会和环境的改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

问题, 其效果通常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显示出

来,而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又是不确定的、相对较

短,在这种情况下,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利益

无疑成为地方政府的  理性 !选择。
基于以上原因,  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经济社

会非均衡发展 !就成为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模式的基本特征。这种目标模式是对  以政治
为中心的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目标模式 !的一种
否定, 它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离
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就会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

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

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 6] 467

显然, 这种目标模式有助于启动经济发展, 促

进经济的高速增长。事实上,这种目标模式也促进

了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以及城乡居民家庭人

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使先发展起来的地区, 起到良

好的经济辐射和带动效应,提高了国家经济发展的

总体水平。但因其在本质上还是一种不均衡的目

标模式,在经济起步和发展初期解决了社会渴望经

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但却使位于次要地位的隐性矛

盾在量上剧增, 成为显性的与主要矛盾相对立的矛

盾群, 这就加剧了社会结构性的失调和社会阶层的

分化, 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整体水平的提高。

例如, 过分突出经济效率, 而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等

社会价值观念失衡; 社会事业发展跟不上经济发

展,社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 社会管理

水平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社会领域改革落后于经

济领域改革,促发了大量的官僚作风、腐败寻租、社

会风气败坏等突出社会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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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95 2002年: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兼

顾社会增长的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目标模式

在改革开放之初, 选择经济增长优先的目标,

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以解决迫在眉睫的贫困问题

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但是这种合理性是有

时间限定的,如果继续忽视社会增长,致使社会发

展相对滞后加剧,那么社会方面的欠发展就会在较

长时间内损害经济的持续发展,以经济增长为目标

导向的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就会在

时间的侵蚀下变成非合理性。因此, 在经过了十多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国民经济已奠定了一定的基

础,同时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出现一系列问题的

情况下, 改换发展的指导思路, 拿出更多的精力关

注经济以外的其他社会系统,追求更高层次的增长

和发展,就成为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 1995年 9

月,党的  十四届五中全会 !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 !规划和 2010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 #中,就突出强调了要把经济社会

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要十分重视

并妥善解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要实现经济社会

相互协调发展, 并提出了  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

会进步、积极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

展 !的社会发展总要求 [ 8] 10
, 这是中央以往的中长

期规划或建议中从来没有过的。1996年 3月在全

国人大通过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 !计划

和 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中, 中国政府又明确指

出,  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 经济和

社会协调发展 !是此后十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必须贯彻的九条重要指导方针之一, 同时把可持续

发展与科学兴国并列为国家基本战略,并提出了要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注重经济数量扩张转向注重

质量效益提高,从以粗放型增长为主转向以集约型

增长为主
[ 8] 59
。 1997年 9月,党的  十五大 !报告进

一步指出:要将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 21世纪, 就要

 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

突破, 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 精神文明建设要

切实加强, 各个方面相互配合, 实现经济发展和社

会全面进步。! [ 9] 7
1999年 9月, 党的  十五届四中

全会!提出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这标志着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从非均衡转向区域协调发展,关系到

东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 9 ] 94
。这表

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路进入了经济

社会综合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阶段,一种新的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正在确立。2000年  十五届五中全会 !
把社会进步提到了突出重要的位置, 强调要以发展

为主题、结构调整为主线、改革开放与科技进步为

动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全面推进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江泽民在 2001年的  七一 !讲

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必须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实

现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超越了单纯追求物质层面发

展的窠臼, 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 9 ] 356
。

这些都表明,党和政府已经把经济社会的相互

协调发展真正提上议事日程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是

多方面的, 需要各方面的综合平衡。从长期看, 社

会发展应该与经济发展取得均衡,两者之间只有逐

步达到一种基本的均衡,才能使发展达到整体满足

的程度。从中我们可看出,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选

择上, 已逐步由以经济增长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

优先的  异步发展 !向经济社会发展相互支持和相

互配合的  同步发展 !推进;在手段选择上,逐步由

单一经济增长取向的结构变动向以经济社会整体

增长最优为取向的结构变动转变 (肖卫东,

2009)
[ 4] 46 48

。整体增长最优的结构变动是实现经

济社会同步发展的机制性条件和根本保证。

但事实上和实践上,由于还存在一些错误思想

和认识、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压力型体制的继续

存在、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改革措施与发展目

标存在矛盾等因素,使得纲领性文件和党的报告的

美好目标、执行者口头上的政治行为与现实的具体

执政行为、居民的殷切预期之间存在着  严重脱

节 !。在实际的实践中, 虽然启动了诸多的社会政

策,以期能使社会发展能得到长足进步, 经济增长

与社会增长能相互支持和配合实现同步发展,如从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开始的  农村圈地运动 !、 国
营中小企业改制运动 !、 城市拆迁运动 !, 1985年

开始的医疗体制改革向  医疗市场化 !进军, 1999

年开始卖公立医院的产权改革, 1994年开始的高

校收费改革, 1998年开始的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

但我们看到的实际结果却是,  医疗改革使越来越

多的看不起病!,  教育改革使越来越多的人上不
起学!,  住房制度货币化改革使越来越多的人买
不起房 !的严重社会问题, 出现了居民生活中的

 三大难 (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 ) !。同时, 在

1978年 1994年不惜一切代价追求 GDP高速增

长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随着时间的推

移,逐渐凸显出来。

因此, 我们认为,这一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模式仍是一种非均衡的模式,只不过是从以经济

增长为中心,转向了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兼顾社会增

长的非均衡发展,实践中并没有做到经济增长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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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增长的同步实现,经济社会相互支持和相互配合

的同步发展亦未实现。可见,这一时期选择的是以

经济增长为中心兼顾社会增长的经济社会非均衡

发展目标模式。

首先,  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 ! 经济发展 = 经

济社会发展 !的错误思想和认识根深蒂固, 片面将

 发展!理解为人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国家财富的
增长, 较少关注人以及人的自由、道德、健康、安全

等非物质层面的发展以及社会公平、正义与秩序的

构建。以致出现了将  发展!等同于  经济发展 !、
将  经济发展 !等同于  经济增长 !、将  经济增长 !
等同于  GDP!,将  GDP!等同于  增长 !,将  增长 !
等同于  政绩 !的错误做法。这也是我们仍能在各

地各级政府的实践中看到  粗放式增长 !影子的原
因。一些领导已经很习惯于  粗放式增长!的模式
了,他们信仰、执行的就是  GDP万岁 !, 他们要的
是通过把 GDP搞上去而产出的  政绩 !, 并由政绩

而获得的  发言权 !、 话语权 !。
其次,经济改革措施与社会发展目标存在矛

盾,指向分配公平的调整与政府所赖以生存的经济

增长目标严重不相容等因素是选择该目标模式的

一个重要原因。通过仔细分析和科学解读,我们发

现,在各地各级政府的一级战略目标中,仍是改革、

发展、稳定并列, 没有公平的位置,公平只是从属于

发展和稳定的次级目标,并认为 20多年来改革的

最大成果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贫富分化只是其副

产品。这样一种目标排序和认识,很容易导致当公

平与其他  更重要 !目标相冲突时被牺牲掉,从而

使种种社会政策措施流于形式,效用大打折扣。

再次,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官员的需

要进行分析,我们发现, 他们的最基本需要仍然是

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不但促进改革的顺利推行依

赖于经济增长, 维持当前稳定需要经济增长, 但凡

政府欲有所作为,也必须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

上。所以,在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目标模式下, 一旦

对贫富分化进行调整,原来的过程就会逆转。正是

由于指向分配公平的调整与政府所赖以生存的经

济增长目标严重不相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设置的

长期失衡的自我设定, 政府才会对调整含糊其词、

一拖再拖, 不敢直面根本性调整; 只有当不公平在

局部造成不稳定效应时, 才会出台一些治标之方,

但当这些治标之方一旦损及既得利益,也很容易被

利益集团以  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 !的正当名义抵

挡回去。

最后, 社会改革滞后, 政策制定和实施偏离的

程度进一步加大。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改革主要在

经济领域进行, 进入到了 20世纪 90年代中期, 由

于目标设置长期失衡的使然,改革仍然主要在经济

领域进行, 社会改革只有在被认为是经济改革的某

种配套时才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即使是在经济

改革中,由于打擦边球、变通、打左灯向右转等成为

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式,使得诸多出发点良好且设计

相对周密的改革措施在实践中被扭曲从而走样变

形,政策制定和偏离的程度进一步加大。

五、2003年至今: 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

均衡发展目标模式

由于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时间跨度比较大

(约 50年 ), 2002年党的  十六大 !确定 21世纪头

20年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提出了  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 !的新目标: 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

集中力量, 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的更高水平的小

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

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

殷实
[ 10 ] ( 26 )

。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

会、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推进现代化相

统一的目标。 2003年中国人均 GDP达 1 087美

元,首次突破 1 000美元大关, 这是一个非常的台

阶,因为这对于中国而言, 可能是一个发展的黄金

时期, 也可能是一个矛盾凸显的时期。从世界各国

经验来看,当一个社会人均 GDP处于 1 000~ 3 000

美元的时候,正是这个社会的经济变化最剧烈的时

期,也是各种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内外矛盾非常突

出而且容易激化的时期。无独有偶, 2003年就先

后发生了三个重大事件: 非典 ( SARS)疫情、孙志刚

人权案 ∃、北京信访潮%。如此众多的问题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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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3月 17日, 就职于广州一服装公司的 27岁大学毕业生孙志刚逛街时因  未携带身份证件!,被广州市黄
村派出所带回讯问, 3月 18日以  三无人员!身份被转送到市收容遣送中转站, 在收容站内被毒打致死。事件披露后,引

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据 2003年的报道,  仅从今年 7月 1日到 8月 20日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到北京市委门前上访的就达 1. 9万

人次, 群体上访达 347批 ;到中纪委门前上访的人员达 1万多人次,群体上访 453批,平均每天达 100多人,最多一天达到

152人,创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新高!。摘自胡奎、姜抒: ∀2003中国遭遇信访洪峰, 新领导人面临非常考验#, ∀瞭望东方

周刊# 2003年 12月 8日。



集中爆发在  十六大!刚刚宣布中国实现总体小康
社会的目标、人均 GDP达到 1000美元之时,这印

证了西方理论界的经验判断,也反映了我们必须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模式进行新的系统反思。

实际上,在  十六大 !报告酝酿的前后, 中央和

政府对原有的发展目标和方式也有一个判断, 就是

这个目标和方式要逐步调整,并认识到这是一个渐

进的过程, 但没有想到这么快。  非典 !本是自然
和社会中出现的流行病,不足为奇, 但在一些中心

城市快速传播发展成难以控制的病灾,甚至有蔓延

全国的趋势,则不得不引起人们对社会公共卫生安

全防范体系严重缺失的深层思考;  孙志刚事件 !
由一件普通刑事案迅速升温至国内法律界对人权

问题的制度性考问,不仅直接导致国务院废除执行

了多年的  外来人员收容制度 !, 而且引发了人们
对体制改革依然存在的众多制度性缺失的深层的

思索; 而建国以来最大的信访潮涌现,直接反映出

社会改革和利益调整中客观存在的种种  不和谐、

不协调 !因素。这表明我们对社会发展的重视不
够,社会发展步伐相对经济发展是滞后的, 而事实

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协调、和谐。在这种情况

下,社会发展问题就带有全局性了, 因为它反过来

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这表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应真正进入到综

合配套、整体推进、全面发展的攻坚阶段, 中国正处

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以胡锦涛为

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

势,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提出了新

的发展观和发展目标体系。 2003年 10月党的  十

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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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科学发展观。它是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背景下,根据中国实际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提

出来的,切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新的发展

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

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

兼顾。 2003年党的  十六届三中全会 !通过了 ∀中
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

的决定 #,其中就鲜明提出了  五个统筹 !的重要思

想和路径目标
[ 11 ]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  使

社会更加和谐!要求, 2006年 10月党的  十六届六

中全会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 2020年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目标
[ 12]
。党的  十七大!报

告科学分析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和

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

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中国发

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把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趋

势和规律, 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

面,更加全面地提出了新的更高的目标和要求
[ 13]
。

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  十七大 !报告中提

出:  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 关键要在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

得重大进展,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

战略任务!。确保 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奋斗目标, 要  增强发展的协调性, 努力实现经

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 在

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

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 2020年比 2000年翻

两番!。同时,在党的  十七大 !报告中还第一次提

出了生态文明的要求, 明确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

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

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通过对这些新思想、新
观念、新目标的深入研究分析, 发现其中蕴透着一

套完整的、科学的发展目标体系。

(一 )发展目标层次:系统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

第一要义是发展,而且还必须是科学发展

党的  十六届三中全会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这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

法和根本观点。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和层次

目标, 我们的所有决策、体制安排、机制形成, 都要

围绕发展, 而且是科学发展。我们应当看到, 在现

代经济社会中, 发展是决定一切的,任何社会经济

目标的设定,都应该服从发展这个根本目标。改革

开放 30年的实践及其成就也表明,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 首先需要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 必须依

靠发展; 国家安定和民族振兴, 根本在于发展。

2008年抗冰救灾和抗震救灾的实践以及 2008年 9

月以来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再一次告诉我

们,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有发展才能

为我们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打下坚实物质基础。

同时, 经过 30年的改革开放,  发展是硬道理 !已

成为共识, 但在新世纪新阶段, 由于发展的新背景、

高起点,发展的任务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因而发展

的难度大大增大了。因此,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必须

是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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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展的价值目标: 以人为本,实现人的自

由而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实践在中国经历

了一段很长的时期,一直到 2003年党的  十六届三

中全会 !以人为本的思想最终得到了系统、全面、
成熟的诠释,并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取向上

升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科学发展观指出中

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应强调  以人为本 !, 这是科学
发展观蕴涵的发展目标的核心,就是所有的发展,

最终要落实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个价值层次

上来;所有的发展都是为人而发展, 发展的真正目

的是为了人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切实利益, GDP的

增长、社会的变迁都要有助于人民的利益在更深层

次上的增进与福祉在更广范围内的获得。

表 2 科学发展观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发展完善

科学发展观内容 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发展完善

以人为本 进一步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主体。

全面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一步界定。

协调 对可持续发展方式的进一步明确。

可持续 对发展道路选择的再一次确认。

统筹兼顾 对可持续发展方法的科学界定。

表 3 科学发展观的可持续发展系统内涵及其目标

内涵 地位 目标

生态环境

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强调发展要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 要求保护好生态环境

系统的完整性和生物多样化, 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与破坏 ,积极治

理和恢复已遭破坏的生态环境。

经济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强调发展不仅要重视增长数量, 更要追求改善发展质量, 选择集约

型经济增长方式, 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 改变传统的生产

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

社会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强调发展要以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 强调适度人口目标和合

理调节分配,实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 消除贫困与不平等现象, 促

进社会的健康、安全与和谐。

人的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归宿

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人的全面而又自由发展,实现人

与自然、人与经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协调。目前主要是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

(三 )发展的原则目标: 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

如前经济社会学所述,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

系统的发展过程,是一项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

系统工程; 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是片面的、不协调

的、不可持续的。发展的关键在于全面、协调, 只有

全面才能协调, 只有协调才有健康,才能持久。全

面协调可持续, 是科学发展观目标体系的原则层

次,也是现实的重大问题。

1. 发展必须是全面的发展, 这是科学发展目标

体系的  全面度!目标。从科学发展观系统的整体

性出发,科学发展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全

面发展。科学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建设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 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建设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括来说, 所谓全面发展, 就

是包括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  四位一体!的整体发展、同步发
展目标模式,从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现经

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2.发展必须是协调的发展,这是科学发展目标

体系的  协调度 !目标。党的会议中所提出的  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 !奋斗目标、 五个统筹 !的重要思

想等新目标、新要求、新观念、新表述、新理念都在

表达着同一个意思,那就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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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是协调的发展,协调发展是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和重要目标。这也表明,中国科

学发展观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已着眼于经济

社会系统整体的互利互动和协调一致,全面兼顾系

统构成的各个要素、结构、功能、环境, 并从它们的

相互协调关系中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特征和

规律, 使人与自然、经济、社会能有序循环; 正在以

一种关联思维来考察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突出系

统内部诸要素、系统内部各结构、系统与系统、系统

与环境的相互衔接、相互协同、相互和谐, 并将这种

关联思维纳入到经济社会系统发展的整体中去认

识并实践,从整体上去全面推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发

展和进步, 从而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相

宜、社会公平、均衡和谐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

3. 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这是科学发展目

标体系的  持续度 !目标。通过科学发展观和构建

和谐社会,我们把可持续发展提升到一个更新的理

论层面加以阐述,并以此为内容成为指导中国未来

实行可持续发展、实现现代化的纲领。科学发展观

和构建和谐社会是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可持

续发展观的完整归纳、全面阐述和发展完善 (见表

2) ,具有更加科学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

社会要求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主体,从人与自然、

人与经济社会、人与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四者

全面和谐协调发展的角度,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它包括生态环境的持续发

展、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的持续发展、人的持续发

展四方面的内容及其目标 (见表 3)。

(四 )发展的方法目标:统筹兼顾

如前所述,中国科学发展观的经济社会均衡发

展目标模式中,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全面

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分别从全面度、协调

度和持续度来科学界定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目标

模式。这是一个科学的目标模式,所以也就应该用

科学的方法来把全面发展中的各要素、协调发展中

的各结构、可持续发展中的各时序有机统一起来,

以避免各方面的失调和失衡, 而要做到全面度、协

调度和持续度的有机统一,最根本的科学方法就是

统筹兼顾。党的  十六大!以来所提出的  五个统

筹 !等思想, 其中就蕴涵着统筹兼顾的科学方法。

这些方面的统筹, 拓展了统筹兼顾的内涵、对象和

范围, 体现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统筹发展规律认

识的深化, 从而成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

本切入点和重要现实路径。

科学发展观的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目标模式中

的各系统、各要素、各结构是一个有紧密内在联系

的整体,是一种动态均衡的目标模式。全面是讲发

展的内容, 是从发展的广度和静态上审视的; 协调

是指发展的各部分内容的关系, 是从动态上着眼

的,在运动中实现平衡,进而保证全面发展;可持续

是讲发展时间的前后继起性,它保证全面发展的各

部分内容发展的持久性、连续性。这样就揭示了如

下的发展运动过程:发展是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和

人的全面发展, 这一发展的各部分内容在运动中协

调,达到新的平衡,通过统筹兼顾保证全面协调在

时间上的连续性,并不断走向新的更高的阶段。这

种目标模式全面体现了经济社会学理论中系统观、

时空观、进程观的有机统一。可见, 这是一个以新

的内涵科学地定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出了一种

新的科学的动态的  以人为本、全面的协调的可持

续发展, 统筹兼顾 !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目标模式

(见图 1) ,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进行了重大创

新和发展。

图 1 科学发展观的经济社会均衡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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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 conom ic Sociology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GoalM odel of

Econom ic and SocialDevelopm ent of China

X IAOW ei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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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G raduate S chool, C hinese Acad emy of S ocial S ciences, B eijing 100102;

2. School of E conom ics and Managem en t, Shandong Norm 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

Abstract: Recent deve lopm ent in econom ic sociology, espec ia lly its soc ia l sy stem theory, prov ides us w ith an insightful perspec

tive to analyze the evo lution goalm ode l o f econom ic and soc ia l developm ent. The evo lu tion goa lmodel of econom ic and soc ial de

ve lopm ent has exper ienced four stages s ince1949, and the goa lmodel be ing amode l hav ing eve ry character istic and getting in tou

ch w ith each othe r, taking politics as the centre of non equ ilibrium deve lopm en t goal m ode l of econom ic and socia l developm ent

form during 1949 to 1978, tak ing econom ic grow th as the centre o f non equ ilibrium deve lopm ent goa lmodel of econom ic and socia l

developm ent form dur ing 1979 to 1994, tak ing econom ic g row th as the centre o f and g iv ing considera tion to so cial g row th non equ i

librium developm ent goalm ode l o f econom ic and soc ial developm ent fo rm dur ing 1995 to 2002, putting people or iented equ ilibrium

developm ent goa lm ode l of econom ic and soc ia l deve lopm ent form since 2003. The sc ientific outlook on deve lopm ent, w hich w as

put forw ard in 2003, m eans stick ing to peop le o riented pr inc iple and a im ing a t comprehensive, coo rdina ted, susta inab le and ove r

a ll development, w hich inc ludes m a in contents of equilib rium deve lopm en t goa l model of econom ic and soc ia l deve lopm ent w ith

putting people first.

Key words: econom ic sociology; goa lm ode l o f econom ic and socia l deve lopm ent; sc ientific ou tlook on deve lopm ent; harm on ious

soc 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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