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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问题研讨会纪要

9 9 1 1年 n月 3 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
”

课题组主持召开了

小康问题研讨会
,

到会的专家学者共 40 多人
。

在一天的研讨中
,

专家们就小康的涵义
、

指标的

选择和确定
、

评价方法
、

实现小康过程中存在的间题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

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

大家一致认为
,

研究小康问题是当前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重大问题
,

作为科研部门

研究小康是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
、

走科研为决策服务的路子
。

如何对小康进行界定
、

用哪些

指标体系进行量化进行综合评价
、

如何向群众公布
,

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与会者首先对小康的涵义进行了讨论
,

比较一致的意见
,

认为小康是一个动态概念
,

是指

从温饱步入小康 的发浪阶段
。

是相对贫困和富裕而言的
,

随着社会的进步
,

小康的内涵和标

准也有所不同
。

从国内比较
,

一般指收入达到当前的中等偏
_

L水平 , 与国际比较
,

是指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达到 世界中等偏下水平
。

大家一致认为小康不能用单一的经济指标— 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来衡量
。

有的同志认为
,

从宏观广义而言
,

小康是指小康社会
,

因为如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达

不到小康社会
,

就不可能有小康生活
。

因此指标体系要能反映较全面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

应该包括经济
、

社会
、

科技
、

政治
、

居民物质文化生活
、

教育
、

环境等多方面的指标
。

也有

的专家认为小康是指居民生活状况而言
,

不应涉及面太广
,

否则和社会指标就无法区别了
,

但对小康生活也应有较全面的理解
,

不仅仅是指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

还应包括生活质量的

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

因此
,

也需要建立一套指标体系来衡量
。

关于小康 目标怎样能反映中国特色的问题
,

对此与会专家都有踊跃的发言
,

如有的同志

指出
:

我国是农业大国
,

城市化水平永远要
一

比外国低些
,

文盲也不可能消灭
; 又如恩格尔系

数不能照搬外国标准
,

因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福利性 的低支出 (房租
、

水 电
、

医疗
、

教育等 )
,

因此恩格尔系数要比联合国定的标准高一些
。

可是也有一些指标我

国目前已达到了小康社会的国际目标值
,

如平均预期寿命
、

婴儿死亡率等
。

因此如何制定合

乎我国国情的 2 。。o年小康社会的目标值
,

尚需进一步探讨和测算
。

关于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
,

大家认为这是一项新的工作
,

难度较大
。

较多的

专家认为反映小康的指标不宜太多
,

国外的生活质量指数和人文发展指数仅用三个指标
,

多

的用 30 多个指标
,

从我国国情看
,

选 30 一 40 个指标较为合适
。

20 。。年小康 目标的数值用什么方法确定也是一个难点
,

目前一般是采用预测法
,

即根据

过去的常规速度比例
、

经验等确定
,

这种预测主观随意性较大
,

对某些改革因素 和 经 济 社

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易忽略
,

但制订的 目标比较容易达到
。

另一种是根据国际标准和理想的小

康 目标制订出小康标准
,

能达到的就是达到了
,

后达到的就是差距
.

需要引起领导和广大群

众的注意
,

不应强调各国和各地特点
,

还有一种意见是
,

既不能按常规的预测法
,

将可能达

到的水平定为实现小康的目标
,

也不能全部根据国际标准
,

应以国际标准为参考系
,

按照我

国国情对一些指标值进行适当的调整
。

至于国内各地区指标值的确定
,

不少同志认为
,

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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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差别大
,

不应 k 一力切” ,

而应该因地制宜
,

制订出不同标准
,

否则西部后进地区实现

小康将变成非常遥远的事了
。

有的同志认为一个国家各地区应该用统一标准衡量
,

但根据我

国城乡差别较大的情况
,

城市和农村应分别制订小康 目标
。

关于评价方法
、

权数的确定等问

题
,

讨论中认为应该用多种方法进行验算
,

最后确定一种比较接近实际的方法
。

争论较多
,

意见不一致的是关于小康目标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8 00 美元 的问题
。

大 家

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虽存在与国外不可比因素
,

但它仍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常用的综合指

标
。

自从邓小平同志在 1 9 7 9年提出小康 目标 800 美元后
,

这一目标已经深入人心
。

目前 县 市

一级基层单位在制订小康目标时
,

仍然以 8 00 美元作为参照系
,

但都遇到了价格换算的难题
,

廊坊市的同志说
:

如果 2 0 0 0年目标仍用 1 9 8 0年价格和美元汇率
,

经过两层换算
,

会使群众认

为大概完不成了
,

才用此办法 ; 如果用 1 9 9 0年价格和汇率
,

水平又降低了
,

他们希望对此应

有全国统一的标准
。

大家认为
,

十年纲要中虽不再提 8 00 美元了
,

但在国际对比时仍存在用什

么价格和汇率的问题
,

用 1 9 8 0年 1
.

5 3的汇率确实太低
,

但用 目前 5
.

3的汇率又人为地压 低 了

我国的实际水平
。

如 2 0 0 0年目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用 1 9 80 年价格和汇率为 94 5美元
,

用 19 9。年

价格和汇率只有 5 03 美元
。

有的同志认为是否不用这一指标
,

或用各国实际购买力换算过的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表示
,

据有关部门测算大概 2 0 0 0年可达到 9 00 多美元
,

有的说 1 9 9 0年 已 达

到了 8 00 美元
。

另外
,

陈 良瑾建议这五项指标应作为警报指标向上反映
:

①大学生占适龄人 口比例
。

我

国 1 9 9 0年为 2 %
,

20 00 年 目标为 5 %
,

与国际标准小康型占 16 %
、

富裕型占39 %相差甚远
。

②第三产 业的产值和劳动力比例
。

1 9 9。年分别占 2 7
.

2%和 1 8
.

6%
,

到 2。。。年仅达 33 和 25 %
,

距国际小康型 50 %的差距也很大
,

属世界最低水平
。

③每百人电话机
。

我国 1 9 9 。年仅
`

为 1
.

1

台
,

到 2 0 0 0年也只有2
.

8台
,

虽翻了一番多
,

仍属世界最低水平
。

④城镇居民人均居住 面 积

从 7
。

1平米发展到 2 0 0 0年 8 平米
,

距小康目标仍有一定距离
。

⑤社会保障覆盖面
。

从目前 29 %

发展到 2 0 0 0年的35 ~ 40 %
,

不仅与国际小康标准差距大
,

而且有一半以上的居民没有生活安

全感
,

也不能算达到小康
。

’

以上五个指标是实现小康目标的重要方面
,

如果不予以加强和提高
,

将会影响小康整体

目标的实现
。

总之
,

研究小康问题很重要
,

但难度和工作量较大
,

研究任务很繁重
,

希望有关部门重

视和支持这项研究工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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