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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
蔡 君

“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业》）。

在我国，以人为本，重视民生的思想在二千多年前就已提出，

但在历朝历代的社会实践中，民生问题并未得到真正的重视和

解决。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民生问题得到了显著改善，党的

三代领导集体重视民生，关注民生，致 力于改善民生。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后，广 大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2005

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 1 700美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上

升到 14.8 万亿元。在基本温饱解决之后民生的内涵也在不断

丰富，更多地表现为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个性的自由发展。然

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时期的民生问题亦在以 更加 复

杂、 更加 深刻的形式表现在我们的面前。

——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行业垄断下的分配不公格局

持续加剧。2004年全国最富有的 1 0% 的家庭与最贫穷的 1 0%

的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过了8倍；行业间收入差距进

一步拉大，垄断行业的收入水平大大高于一般行业。据有关部

门调查显示，近几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人均年工资性收入在

1 .4-1 .6万元左右，而一些大行业人均工资性收入则超过 6万

元。如审计发现，某省级烟草公司机关三年来人均年收入高达

25万元，是当地人均收入的 19倍。同时，各种损害劳动者正

当权益的现象相当普遍，农民工平均工资近 10 多年来少有增

长，近年来部分地区出现的“民工 荒”实质上并非劳动力供求

关系发生了变化，而是农民工对劳资关系严重失衡的本能反

应。

——“上学难、上学责”，义 务教育发展不均衡，优质教

育资源严重供不应求。教育是民生之基。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原则，义务教育讲求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否则就没有公

平可言。目前我国一方面教育机会不均等，贫困家庭子弟上不

起学。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毛入学率全国只 有 90% 左右，仅相 当

于日本 1g00年的水平，中西部农村中学入学率只 有 70%，个

别贫困农村初三学生失学率达50%以上。而另一方面县级以上

城镇近些年来大办实验学校，奢侈地挥霍宝贵的教育投资。一

所实验学校的投资动辄 几千万元甚至上亿 元，相互攀比之风，

日盛一日。加 之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的现实，使得教育成本

不断上升，为 了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许多家庭两代人一起不

惜血 本投巨资择校，择校费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万元，实验

学校成了名符其实的 “富人学校”。

——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绝大多数农村居民

和相当数量的城镇居民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社保是民生之

福，是保护竞争、促进发展的社会安全网。养老、医疗和失业

三大基本保险目前仅覆盖 70% 左右的城镇职工和 1 / 4的劳动

者。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环境，居民普遍对未来工作和生活

信心不足。2005年，我国居民储蓄率高达51%，大大超过全球

平均 19.7% 的水平。不容置疑，社会保障制度性缺陷是近几年

消费不振的最直接原因之一。

导致这些社会经济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是效率优先在一定

程度上走向了效率至上的极端。尽管宏观政策上早已把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来抓，而在一些

地方还远未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民生状况的改善列为考

核政绩的指标，公平、发展、效率的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事实上，如果把社会成本、环境成本计算在内的话，一些地方

的“增长”与“效率”恐怕要做出新的评价了。有鉴于此，有

必要尽快确立新的政绩评估体系。在衡量地方政府的政绩时，

不仅要看GDP与财政收入，更应该考量低收入家庭或贫困人口

的生活能否得到保障、公共卫生能否满足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

需求、社会保障是否覆盖到所有人口 、人民群众在居住及生活

环境等方面是否得到普遍性改善、政府财政用于改善民生的支

出是否达到了较大的份额以及社会关系是否和谐。因为这些指

标反映了民生问题的改善程度，它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

要，又是社会和谐与公正的客观标志。近年来世界各国越来越

重视“公平与发展，公平与效率”问题，《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06）》强调指 出：“公平和追求长期富足是相辅相成的。促进

公平竞争环境的制度与政策，有益于可持续增长和发展”。因

此，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解决地区间、城乡间、不同阶层居

民间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须从维护制度和机会方面的公平

入手，从而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动力。

民生即是国计，要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

标。在解决温饱之后，全社会范围内的充分就业和住房、医疗、

教育、社保 等成为奔小康阶段最为重要的民生问题。这些问题

不仅关系到能否有效增加 国内需求，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平稳

较快增长，更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改革的成败。我们的社

会必须使贫者与富者都能够劳有其处、居有其屋、患有其医、

学有其教，共处和谐、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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