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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我们要怎么理解转变经济政策方式对社会政策改革与发展的

意义。首先看社会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产物，社会政

策的体制制度模式，工业社会有工业社会的模式，后工业社会有后工业

社会的模式，我们国家的社会政策在体制上相对独立与经济体制，当然

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一个基础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关

注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发展方式的过程，对生活有什么影

响大家要关注。 

有很多观点说，社会不应该附属为经济，这个比较理想化。当前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为社会政策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条件和挑战：从条件看

劳动力成本约束变化，从90年代以后改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很大程度

上是劳动力成本的约束，还有经济的改革、制度转型。 

劳动力成本约束的话很大，我们没有办法提高福利水平，我们现在

劳动力成本约束在弱化，因为劳动力成本提高是必然的趋势，劳动力成

本提高之后它本身对社会政策这样一个约束就会降低。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讨论很多，我们要有更多的开支，社会水平进一

步提高，这个话放在10年前说都没有用。现在我们可以从制度上谈很

多，比如说我们在10年前，我本人还有其他一些人谈论过，我们在社会

政策方面一体化，甚至于国际的协调，国际一体化，当时谈过之后是很

有透视性的。现在看来我们变得很现实了，现在最近现实的讨论东亚地

区包括东南亚地区，我们搞经济一体化过程当中把社会保障水平的协调

这个大家都在讨论，尽管没有进入决策领域，说明现在到时候了，某一

些问题谈得很多，很快会进入到政策上去。 

另外一个条件是提高政府财力增强，这个不用说了。另外还有约束

性的条件和挑战，首先是转型期的社会保护，现在面临新的转型去，过

去20、30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现在从农业为主的社会向工业

化城镇化转型，这个转型比过去的政治转型意义可能还会更加鲜明，影

响会更大，这样会有新的挑战，任何一次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有很多问

题。 

转型过程当中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转移过程当中对淘汰一些人怎

么办，提供一些新的社会保护，转型过程当中会有新的利益矛盾和利益

分化。比如看了很多新的劳动关系问题，在过去尽管也是一个问题，但

是没有一个很现实的冲突，而且现代化现实的冲突越来越严重，农民工

过去是沉默的，尽管他们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实际上他们比他们过

去要好，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新一代农民工不这样了，这一些人问题

出来了。 



 

还有民生需求不断加大，过去讲最低生活保障，当时王司长主持低

保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大的贡献，把低保做好了社会也稳定了，现在来看

医保做好了社会不一定稳定，因为需求提高了，要跟上不断提高的水

平。要公平教育、卫生等等有很多。另外一个社会公平与平等化的需

求，不仅给每个人提供基本的生活和教育医疗，也要看给别人多少，别

人多了我相对少了也不行，这个要公平，现在拆迁户为什么要求高，并

不是说满足我开的房子面积，拿这个地形你能卖的钱比给我多得多，所

以我不干，这个是公平问题，社会越来越平等化的诉求，这个是新的挑

战，必须要跟上这个。 

还有一个是发展型的社会政策，我们现在想社会福利水平要比较，

另外一方面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均GDP很落后，现在讲经济

发展方式转型，也不是说一天能转过来的，转型过程当中还是比较长期

的过程，在转型过程当中我们经济发展的压力还是很大，劳动密集还是

有很强的约束作用。这个东西你如果不考虑到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很难成

功，这一些新的挑战是存在的。 

第二个问题面临这样一些机遇和挑战，为了让社会发展当中怎么样

建立它的方向。首先看一下基本价格观念拿出来讨论一下，第一个是福

利与发展的关系，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刚才我们提到我们的经

济发展的压力仍然很大。如果离开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去谈社会政策，这

种政策的话很难被政府所采纳和接受，即使采纳和接受很难被执行，有

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政策不应该关心经济学家的事情，这个也是错误的，

你离开了，不为经济发展考虑这个社会也很难长久。 

第二个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个是老声常谈了，最近主要是福利社

会的概念，这个概念的使用都有不同的含义，这个概念本身说明了第一

个要福利；第二个要社会来发展福利，要超越过去的福利国家的概念。 

我想谈一个观点，福利社会和福利国家两个概念并不矛盾，不能拿

福利社会去否定福利国家，返过来不能拿福利国家否定福利社会。过去

的往往容易把这两个概念对立起来，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谈社会的时

候往往把国家放在一边，这两个应该结合起来，一个是理论上应该结合

起来，因为这两个都是并生的。 

第二个在现实的制度运行当中应该有一个制度的机制，应该有正确

的制度来使得国家现实的结合起来，比如说国家负什么责任，国家怎么

支持社会。比如说有很多民间社会，第三部门，社会组织，但是光谈社

会组织发展起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一二十年了，也没有怎么发展起

来，原因是什么？跟整个社会的制度有关系，中国目前这个制度上没有

一个能够支撑社会主义发展的机制，没有办法获得必要的资源，资源是

政府控制的。 

所以要么改变政府控制资源的制度，要么有加强政府对民间组织的

制度化的支持体系。没有这个东西，没有现实的制度变革光谈是不行

的，我们现在理论上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关键把制度上落实下来。 

再一个对公平新的要求，公平谈了很多，政府应该怎么去再分配，

去关心穷人，把它平等化。但是事实上怎么平衡，社会公平不仅仅是我

们在政府开支比较低的情况下要呼吁，更多的是在将来我们更多要在政

 



府社会福利增长的情况下公平问题不是说解决了，而是更复杂了，因为

你政府的公共开支、社会福利开支怎么去用这个有更大要跟进的问题。

因为政府的开支是老百姓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之于民？用

了哪些人、哪些项目？如何去权衡，去确定在相互之间的优先性选择去

分配、分布，这种公平越来越复杂，这个公平会比过去我们讲的那种只

是保证温饱的公平更会带来社会矛盾。人们围绕着公共资源分配的冲突

可能会更多，所以公平问题不能达到底线就行了，而是要更多的强调全

面的公平，我把它叫做公平的福利分配。 

还有一个问题是社会政策的效率问题，过去社会政策不怎么讲效

率，政府花了钱就行了，花了钱之后达到什么效果问得少，没有很科学

的方法说清楚，这样会导致公共资源的低效率使用，低效率使用的话对

整个社会政策的危害还是很大的，应该强调运行效率，不能讲一开始它

的效率就是市场，好象公共部门就没有效率，这个是一个误区，在公共

部门当中在政府的社会政策行动当中也强调效率的意识和监测，这样研

究社会政治的人对发展这么一套东西来，把它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监

测。 

新转型期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有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一个中

心以满足基本民生需求为中心。三个基本点：第一个维护社会公平；第

二个促进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第三个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稳定有

的人不太同意，你说这个可能是一个结果，民生好了社会就稳定了，其

实我讲未必，民生好了以后资源的分配就更加复杂了，人的需要永远都

不能绝对的满足，相对的差别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带

来危害。 

现在国家政治上的问题，就像西方的政党和执政党特别关心它的选

举，社会政策要为选举服务的，在中国不会受这个困扰，但是稳定是它

自身关心的，必须把这个提到重要的位置上看。 

还有一个问题社会政策的长期性制度建构问题，一个建构的意义就

不说了，如何建构？我们现在来说我们一步一步走，这个很好，但是长

期性宏观建构不够，如何建构？一个是计划社会，计划经济我们不要

了，社会要计划的，我们的社会政策包括公共服务，社会福利、教育各

方面我们都应该有计划，中长期宏观的计划。 

再一个是顶层设计，我们的低层的这种创新相当不错。再一个综合

配套，现在社会政策，在会场里面看社会政策，走出会场之后看到的是

教育、民生、卫生，没有一个管社会政策的，至少中央有一个委员会把

社会政策的东西应该统一统要有一个宏观的设计。还有一个是加强研

究，我们对宏观制度研究不够，我们谈很多是价值的问题，说价值问题

之外还有制度设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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