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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我国第一代专业的社会工作者 ,我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 。尽管经济发展

是我们应当努力追求的目标 ,但经济发展的目的却是为了促使整个社会相互协调地向前发展 。

从孔子的大同社会理想到邓小平同志的共同富裕观 ,从古代社会的救灾济贫措施到现代社会

健全的保障制度 ,客观上都昭示着全体社会成员的健康发展是整个社会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

标。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伟大变革中 ,我们通过否定缺乏

效率的公平 ,赢得了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

巨大成就 。但也应当看到 ,经济体制的转型不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各种社会问

题依然存在并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例如 ,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传统的家庭保障功能的削弱 ,

致使城乡居民的养老问题日趋严峻 ,对社会化养老保障的需求日益迫切;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

者就业竞争的激烈化 ,使失业成为新的严重社会问题 ,进而使保障失业工人的基本生活权益成

为政府与社会的重要责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和分配领域的某些不公平现象 ,又造成了社会阶

层的分化和贫富差别的扩大化 ,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急需通过社会保障措施来加以调整;

还有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灾民生计问题 ,社会成员在新的经济体制下的疾病医疗保

障问题 ,乡村工业化所带来的工伤事故大幅度上升等 ,均无一不是我们面临的巨大社会风险 。

所有这些 ,都表明了在我国社会 、经济发展进程中 ,必须客观 、冷静地正视各种重大的现实社会

问题 ,并努力适应时代的变革与要求 ,尽快通过建立和实施健全的 、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加

以解决。

近十多年来 ,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我国的社会保障改革问题 ,并将其作为以经济手段解

决贫困 、养老 、失业 、医疗 、工伤 、灾祸等诸种社会问题和满足社会成员改善 、提高生活质量愿望

的系统政策工程来实施 ,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社会统筹 、乡村贫困地区扶贫攻坚等多个方面亦

取得了重大进展 ,如全国乡村赤贫人口就已由 1978年的 2.5 亿减少到 1996 年底的 5700万

人。但总的来讲 ,一方面是城乡居民家庭的保障功能在持续削弱 ,城镇单位与乡村集体曾经为

社会成员建立过的传统保障网络已被完全打破;另一方面则是能够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社会

保障制度仍未真正确立 ,由此已经影响到了现阶段市场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整个社会的协

调发展 ,从而迫切需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发展步伐。经济体制的转型 ,决定了我们必

须扬弃与旧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传统社会保障做法;而社会主义制度 、人口众多 、国力有限 、地

区发展不平衡等具体国情的差异 ,以及由家庭承担养老哺幼责任的民族传统 ,又决定了我国不

可能照搬任何国外的社会保障模式 。可见 ,我国的社会保障改革 、发展只能走有中国自己特色

的创新性道路。为此 ,我们既需要借鉴国外社会保障发展实践中的经验教训 ,更需要在充分尊

重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理论 ,并用以指导社会保障改革 、发展实践。

由郑功成教授撰著的《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道路》一书 ,作为我国社会保障领域第一部

全面 、系统地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保障改革 、发展道路的理论著作 ,对此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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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著作不仅客观地总结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在发展规律 ,而且坚持立足中国的现实国情乃至

历史文化与民族传统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解决诸种社会问题的客观需要为出

发点 ,建立并阐述了由社会救助 、社会保险 、社会福利 、军人保障 、医疗保障和补充保障等六大

子系统组成的新型社会保障发展体系和包括社会保障法制建设 、管理体制 、实施系统 、监督机

制等内在的整个运行机制 ,可以称得上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性理论成果 。我对它的出版

表示祝贺 !并祝愿它为我国社会保障改革 、发展实践和整个社会的健康 、协调发展作出应有的

理论贡献 !

　　(本文系雷洁琼同志为郑功成著《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道路》撰写的序言 ,该书由武汉大

学出版社出版。)

我国建制城市超六百　居民总人口过五亿

新华社报道: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最新情况表明 ,到去年底 ,我国建制城市已达 666个 ,城市

人口总数为 51511万人。

据介绍 ,去年新设置城市 26个 ,其中地级市 8 个 ,县级市 18个 。在新增的 26个城市中 ,

东部沿海地区 8 个 ,中部地区 11 个 , 西部地区 7 个 ,所占比重分别为 30.8%、42.3%和

26.9%。近 70%的新增城市在中 、西部 ,这改变了过去东部城市增长过快的趋势 。

按非农业人口划分 , 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 11个 ,100到 200 万人口的特大城市 23

个 ,50到 100万人口的大城市 44个 ,20 到 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 159 个 , 20万人口以下的小

城市 39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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