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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进入新阶段
“
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
座谈会纪要

1 9 93年 2月 2日
,

中国社会科学院
“
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
课题组召开座谈会

,

对我国

1 9 92年社会形势和 19 9 3年社会发展趋势进行综合分析和预测
。

参加这次会议的专家学者来 自

以下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法学研究所
、

人口 学研究所
、

民族研究所
、

世界

宗教研究所
、

政治学研究所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

国家统计局
、

劳动部
、

人事部
、

民;
政部

、

公安部
、 ·

最高法院
、

中央统战部
、

国家科委
、

国家教委
、

国家计生委
、

全国总工会
、

全国妇

联
、

北京大学
、

人民大学
、

公安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厅
、

局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新华社
、

人民 日报
、

中国日报
、

经济日报
、

农民日报
、

中国教育报等新闻单位的同志也参加

了会议
。

与会专家学者就 1 9 9 2年社会形势和 1 9 9 3年社会发展趋势发表了意见
,

现将会议座谈

讨论情况综合纪要如下
:

一
、

19 9 2年社会形势总判断

社会形势是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社会整体发展状况
,

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必由

途径
,

而社会的全面进步才是发展的终极目标和真正内涵
。

1
。

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
“ 十四大 ” 为标志

,

经济改革和杜会结构转型进入新

阶段
。

新阶段的特征是
:

产业结构
、

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都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 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机制已开始成为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运行机制
,

市场取向的改革已不可逆转 ; 对

外开放从沿海层次推进发展到沿海
、

沿江
、

沿边的全面开放 ; 消费领域中持续了近 40 年的短

缺消费品票证配给制度已接近尾声
,

卖方市场正逐步转向买方市场 , 生活追求开始从温饱走

向小康 , 体制改革的重点从突破原有体制框架和消除双轨体制的摩擦转向迅速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新秩序 , 改革已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整个社会领域
,

实行综合的社会配套改革的要求

更加迫切
。

2
.

杜会发展和结构转型进一步加速
。

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 1 9 9 2年扣除物价上涨因

素
,

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 8
.

8%
,

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 5
.

9 % ; 农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

过程明显加快
;
小城镇的发展形成新的高潮 ; 社会流动频率大大提高

,

流动人 口已接近 1 亿

人 , 社会群体分化 日趋明显
,

多元利益主体的格局已经形成
,

涉及现有国家主导性福利体制

的各项制度改革已全面展开
,

临近实质性推进阶段 , 科技投入占G N P的比重有所增加
,

达到

。
.

71 %
,

在校大学生人数比上年增加 14 万人
,

科技
、

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也愈来愈成为社会改革

和发展的重要环节 ; 以政府转换职能为主 旨的机构改革开始进入实际操作过程 ;人 口得到适当

控制
,

妇女总和生育率约为 2 编
,

全国大陆净增人 口约 1 3 4 8万
。

社会发展 10 个领域综合计算

的社会发展总指数显示
, 1 9 9 2年社会发展总指数增长 12 %

,

是近几年社会发展协调性最好的



一年
。

其中经济和科技教育发展指数增长 2 0% ; 环境和居民生活发展指数增长 15 % , 劳动
,

社会
、

卫生保健发展指数增长 10 % ;
人口

、

文化教育发展指数增长 5 % , 社会治安发展指数

持平
。

”
·

在改革和结构转型加速进行的同时
,
杜户秩序保持粉基本德定

。 几

1 9能年
,

涉及社会

稳定的几项关键性指标均控制在警戒线以下
:
全国居民生活费用价格 指数上升 6

.

4% ; 城镇

失业率约 2
.

3 % , 总体贫富差距比约为 4倍 , 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约为 0
.

4 , 全国社会保障覆盖

面为 30 %左右 ; 刑事案件立案率为 2编 ; 人口 自然增长率约为 n
.

6%。 ; 暂住流动 人 口 约为

3 0 0 0万
。

政治的稳定
、

生活的稳定和人心的稳定使社会秩序保持着改革和发展 加速时期所需

要的基本稳定局面
。

4
.

社会主导心态以进取
、

理性
、

务实为塞本特征
,

人们对改革和结构变动的心理承受

能力大大增强
。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
“
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 课题组与国家统计局社会司在

1 9 9 2年 5 月对全国 6 省 18 个城市 20 5 00 个居民的问卷调查统计结果
, 9 1

.

3%居民对在稳定的

局势下加快改革步伐表示支持
,

60 % 以上的居民对在本世纪末实现小康 目标表示乐观
。

然而
,

在 1 9 9 2年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秩序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
,

也存在着一 些不

容忽视的突出间题
:

1
.

在某些地区的某些方面
,

已经显现
“
拉热” 的苗头 (如开发区热

、

股票热
、

房地产

热等 )
。

片面攀比产值速度
,

盲目扩规模上项目
,

甚至浮夸
、

说空话屯大话的现象又有所发

生
。

盲目的
“
圈地运动

” 造成部分城市规划建设的混乱
。

2
.

城市物价上涨趋快
,

已接近苦戒线
,

199 2年大中城市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超

过两位数 ( 10
.

9% )
,

是改革以来继 1 9 8 8年
、

1 9 8 9年后第三次接近警戒线
,

部分职工生活水平受

影响
。

据全国总工会 1 9 9 2年对 5万名职工的调查
,

认为家庭经济生活 ,’ 入不敷出
”
和

“
收支相

抵
”
的占4 7

.

9% ( 1 2
.

1 + 35
.

8% )
。

粮农增产不增收的现象稼为普遍
,

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差

已扩大到 2
.

3倍
,

农
」

民年人均纯收入在 2 00 元以下的困难户仍占农村总户数的艺
.

7%
,

加之对农

民乱集资摊派和 “打白条
”
的现象比较突出

,

农民意见很大
,

导致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
。

3
,

改革的配密措施不周密
,

特别是与经济改革配套的杜会改革滞后
。

社会上关于机构

改革取向和机构与工资调整的各种传言较多
,

致使部分单位干部职工思想不稳
。

有的职工把

从事的第二职业和兼业当成第一职业和主业
,

影响了机关
、

事业单位和企业正常工作的进行
。

目前从事第二职业的职工约占职工总人数10 一 15 写
,

其收入一般高于第一职业收入 5 0%到 1

倍多
。

此外
,

脑体劳动收入倒挂又扩大到约 8 %
。

4
.

社会治安的恶性事件和经济犯罪的大案
、

要案有所增加
。

经济生活中的各种违法犯

罪行为 (如权钱交易
、

贪污受贿
、

假合资
、

偷税漏税
、

变相侵吞国家资产
、

甚至卖空白发票

等 ) 变得更为突出
,

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
。

二
、

19 9 3年社会发展总预测

如果 1 9 93年国民经济在继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仍能保证不出现波动和严重的比例失调
,

那

么 1 9 9 3年社会发展形势将会是 80 年代中期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
。

综合计算的社会发展总指数

可望增长 12 %
。

其中科技教育和环境发展指数可增长 1 5一 20 % , 居民生活发展指数可增长 5

一 10 % , 劳动
、 、

社会保障
、

卫生保健
、

文化体育发展指数可增长 5 %左右
。

人口和社会治安



形势不容乐观
,

发展指数可能会略有下降
,

变动差幅在 5%左右
。

社会发展和结构转型将进一步加速 ; 以大城市为中心
、

中小城市为重点
、

小城镇为网络

的城市化过程会形成新的高潮 , 社会流动的频率会继续提高
,

伴随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

变动
,

新兴职业群体和利益群体将迅速成长 , 科技和教育会成为新的发展热点
,

其发展滞后

的矛盾也会更加突出
, 以劳动工资制度

、

就业制度
、

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为主要内容的

社会体制舔肖将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 社会总体形势仍能保持基本稳定

,

除居民生活费用

价格指数涨幅将达到 8%左右
,

城镇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将会突破 10 %外
,

多数稳定指标尚

能控制在警戒线以下
。

但是
,

以下几个方面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

否则将会成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

,

1
.

农业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应当继续得到稳定的增长
。

历史的经验表明
,

在中国这样的

农业大国
,

农业和农村的稳定始终是社会和人心稳定的基础
。

近几年农民负担加重
,

农民收

入增长速度相对较缓
,

部分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甚至有所下降
,

这种状况必须根本扭转
。

2
.

在城市社会体制改革和利益格局调整过程中
,

要高度注意维护广大干部职工的切身

利益
。

1 9 9 2年对 2 0 5。。个城市居民的间卷调查显示
,

居 民最关心的改革是工资与分配制度改

革 ( 占3 7
.

6% )
,

其次是住房制度改革 (占31
.

9% )
,

第三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占27
.

6% )
。

要警惕个别地方把社会体制改革简单地视为卸财政包袱
。

3
.

在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同时
,

对市场机制不能自发调节的领域
,

如

控制贫富差距
、

社会保障
、

贫困救济
、

环境保护
、

计划生育
、

教育和基础科学研究等方面
,

国家和政府必须进行有效的干预
,

否则这些方面都可能产生严重的问题
。

4
.

要加快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律建设
。

近年来
,

一些丑恶现象 (卖淫膘娟
、

封建迷信
、

吸毒贩毒
、

黑社会
、

车匪路霸等 ) 在部分地区死灰复燃
,

并有蔓延的趋势
,,

特别

是经济犯罪和 出于经济动机的刑事大案有所增加
,

这不仅损害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

也弓l起人

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

必须坚决地予以打击
。

5
.

由于原有的梯度发展格局和对外开放的层次推进格局自然重迭
,

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进一步拉大
,

加入关贸总协定以后
,

在优胜劣汰规则驱使下
,

这种差距还会加大
,

而目前发

展较慢的地区又多数属于少数民族区域
。

因此
,

必须注意加快这些地区的发展
,

防止地域经

济差距演变成民族矛盾
,

影响改革开放的大局
。

.6 在经济增长明显加快的时期
,

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

尤其对群众关注的小康生活目

标
,

不应进行不切实际的宣传
,

要使国民认识到
,

在整个90 年代
,

中国始终是一个低收入国

家
,

必须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
。

根据 1 9 9 2年对全国 6 省 18 个市 2 万多居民的问卷调查
,

有 2
.

9%的城市居民认为 自己尚处于
“
不得温饱

” 的水平
,

有 43
.

9% 的城市居民认为自己处

于 “
勉强度日的温饱水平

” ,

两者相加占46
.

8%
。

三
、

对策和建议

1
.

经济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

而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状况更是关系到人心稳定的大局
。

在我国人均 占有耕地较少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情况下
,

要把农业当做保险产业来抓
,

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不能减少
。

要高度重视对农民利益的保护
,

争取 1 9 9 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比上年增长 5写以上
。

3
,



念
.

在加快城市工资
、

就业
、

医疗
、

住房等社会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

仍应采取循序渐进

的改革方针
,
在改革步骤上应先立后破

、

先开源后截流
。

要更快地发展第三产业
,

放宽集体

和私人在投资开业方面的限制
。

对于变暗补为明补的改革
,

要使广大职工的利益真正得到补

偿
,

并使大多数人从经济增长和改革中得到实惠
,

1 9 9 3年职工工资总额以增长 10 %一 12 %为

宜
。

机构改革的推进也应注意到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的相对稳定
。

3
.

要加速城市化的进程
,

在有条件的地区
,

中小城市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

应

更多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

使城市化的区域中心相对集中
,

防止城市化过程中的遍地开花

造成的土地
、

资金
、

人力的浪费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
。

要尽快着手设计城乡管理体制改革的

方案
,

注意在社会流动大大增加的新情况下继续搞好计划生育
。

4
.

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
,

尽快建立和完善经济生活中的法制秩序
,

加快经

济立法工作
,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要特别重视加快教育
、

科研体制改革
,

调动各方面

积极性大力发展科技
、

教育事业
,
注重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

,

进一步增加对教育和科研

的投入
,

注意解决好中
、

小学生辍学率偏高的间题
,
社会主义建设的后备力量和良好社会风

气的树立都要从娃妹开始抓起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培林执笔

责任编辑
:
张宛丽

朴朴升令今今今朴朴朴今今幸洲冲杆朴朴忡种朴朴今今个今例
,

什朴杆朴今今冷今朴杆朴朴什朴今今今今朴今今杯乌
拿拿拿拿*拿

·

苏琴拿夺夺令夺拿拿拿
轰

不夺令令令拿令令全?客琴琴讲

中国华侨出版杜

就编辑出版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词典启事

中圈华侨出版杜拟编粉出版
:

《中国当代高级科技人才词典 》 (书号
:

IS B N 7一 8 0 0 7 4一 7 16 一6/ 2
·

3 6 )

《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家词典》 (书号
:

sI B N 7一 8 0 0 74 一71 3一 1/ 2
·

33 )

《中国当代著作出版发行藏书家词典》 (书号
:

sI B N 7一8。。74 一 71 4一X / Z
·

3 4 )

《中国当代医药卫生学家词典》 (书号
:

IS B N 7一 ” 07 4一 7 15 一 a/ .Z 35 )

《中国旅游服务行业高级人才词典》 (书号
:
is B N 7一 8 0 0 7 4一71 7一 4 / Z

,

3 7)

凡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

或获得省级以上科研和专利发明成果奖者均可入

以上相应词典
。

欢迎自然科学
、

社会科孚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入典
.
入典登记表格函

索即寄
。

已收到入典登记表格函者请迅速办理入典手续
。

通信地址
:

湖南长沙市扫把塘一村55 号词典通联组
。

邮政编码
: 41 00 07

。

价小令个令令夺吞冷李艾谷全天吞夺令夺令夺令令分夺轰交李艾谷冷令交不令戈天务东客

乍今今夺洲冲朴侣冲今种种种今今今命今今朴夺州沛李小朴种种朴种朴种杆杆种 4
.

令今今朴今今朴今今今令今命朴朴种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