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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李培林执笔 
 

1. 农村基层财政薄弱影响公共服务能力 

     农村普遍取消农业税以后，搭车收费也随之减少，尽管中央转移支付资金逐年增

加，但乡镇财政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特别是一些农业主产区基层财政更加紧张，加之

目前乡镇财政供养人员超编情况比较严重，使全国近2/3的乡镇负债运行，一些乡镇欠发

工资的情况比较普遍，严重影响了农村基层政权的公共服务能力。一些乡镇将公共权力

出售给私人，造成少数地方强人强占公共资产、垄断和掠夺公共资源，严重影响了农村

基层的干群关系和农村政治社会秩序。 

2. 土地的城市化大大快于农民的市民化 

    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目前农用土地变更用途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加财政

收入的重要来源，所以各地都存在大规模征地的冲动，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很快。但与此

同时，由于征地而失去耕地的农民，并没有完全通过非农就业和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

融入城镇社会，从而造成数千万失地、无保和就业不稳定的农民。农民从乡村社会进入

城镇社会，脱离了传统的乡村互助网络，进入人际关系陌生的城市社会，并没有因为户

籍的变更而很快完成市民化的过程。土地的城市化大大快于农民的市民化而造成的矛盾

和冲突，成为当前社会矛盾的一个突出方面。 

3. 就业形势总体紧张情况下出现结构性短缺 

   就业形势总体上仍然处于供大于求的紧张局面。由于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深入，

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持续下降，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能带动的就业人数已经从上

世纪80年代初期的300多万人下降到目前的100多万人。劳动力的供给仍然处于不断增长

的时期。国有企业的改革对再就业岗位仍然保持很大需求。农业劳动力也存在继续向非

农产业的转移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就业总体紧张的状况短期内难以彻底缓解。 

      但是，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的一些新变化，同时也由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农

民工收入增长缓慢和部分企业的劳动关系紧张，劳动力供给上的结构性欠缺问题越来越

普遍。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主要表现为：一是地区性短缺，在劳动力需求大的工业集中

的快速发展地区，劳动力短缺现象更加普遍；二是技术岗位性短缺，中等技工和高等技

工存在很大的缺口；三是年龄岗位性短缺，25岁以下的青工短缺情况比较突出；四是性

别岗位性短缺，青年女工的短缺越来越普遍。 

此外，在过去的国有企业40-50岁的下岗失业陆续进入退休养老体制之后，由缺乏工作

经验和劳动技术的年轻人员构成的“新失业人群”，越来越成为就业工作的新的难点。 

4. 上学难、看病难、行路难成为人民生活的突出问题 



 

  上学难、看病难、行路难的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引起人民群众普遍不满。这既有快

速增长的需求与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之间的矛盾，也有公共服务领域运行机制的问题。

教育和医疗公共资源配置的失衡，以及公共服务失业“创收”机制带来的行为扭曲，使

一些学校（包括一些义务教育学校）的择校赞助费飞涨，一些医院把创收责任与医护人

员的收入挂钩，层层分解落实，造成一些医生不是根据患者病情而是根据药品价格提成

比例开药，这不仅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扭曲了消费结构，而且使家庭教育支出的平均

增长几倍于家庭收入的平均增长，使国家预算内医疗经费的增长大大快于国家财政收入

的增长，更使国有单位的医疗支出大大超出单位财政的医疗预算。 

  随着汽车进入家庭的时代带来，全国大中城市普遍出现行路难的问题，交通堵塞的

现象越来越严重，而公共交通的发展，由于存在这亏损经营的约束，仍然赶不上需求的

快速发展。 

  如何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公共服务事业的不完全等同于市场的有效运行机制，

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缓解目前的公共服务短缺，已经成为越来越突出的民生问题。 

5. 减少贫困的仍是新世纪的迫切任务 

  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目前约2500万，占世界贫困人口的

比例从1/4下降到1/20，农村的贫困线也从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200元提高到600多元。

但是，如果按照联合国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１美元（购买力评价美元）的贫困标

准，中国农村还存在约7500万贫困人口（大体相当于目前农村的贫困人口加上低收入人

口）。而且，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低于人均收入线1/2的“相对贫困人口”，由于

收入差距的扩大和低收入群体的庞大，并没有明显的和快速的降低。 

随着子女教育费用和医疗价格的增加，以及子女教育需求的刚性、健康需求的提高和一

些疾病的蔓延，因灾、因学、因病造成家庭致贫和返贫情况也更加突出。 

在新世纪，根据新的目标实施减贫计划，是缩小收入差距、改善人民生活、扩大内需和

增强社会团结的一项主要任务。 

6. 安全事故、特别是煤矿安全事故频发后果严重 

  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安全生产投资欠账过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从2004年开始安全事

故问题变得非常突出。2004年全国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80．4万起，死亡136755人。

全国平均每天发生7起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重大事故，每3天发生一起一次死亡10人以上

的特大事故，每个月发生一起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2004年我国GDP13.6

万亿元，1亿GDP死亡1个人，是美国的20倍。道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占到第一位，每

年死亡10万多人，万车死亡率10人，是美国的6倍、日本的10倍。2004年全国事故的损

失据统计全年是2500亿，占了GDP2%。 

  2005年安全事故问题更加严重。1－5月份全国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55

起，死亡1194人，其中一次死亡30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5起，死亡397人，同比分别上升

25％和148％。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对能源的巨大需求，在煤炭行情高涨与高额利润的刺

激下，煤炭行业超设计能力生产与频繁“扩能改造”现象成风，包括国有、地方、个体

在内的各类煤矿，纷纷挑战生产能力极限，不仅造成煤炭资源的大量浪费和加速枯竭，

更导致煤矿安全事故频发。2005年1月1日至8月21日，全国煤矿发生特大事故33起，死

亡951人，比上年同期上升43.5%和134.2%；2月14日辽宁阜新孙家湾煤矿瓦斯爆炸，死

亡214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大矿难。 

 



  为了把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入股办矿问题作为突破口，严

厉惩治安全生产领域的腐败现象，。中央纪委、监察部、国务院国资委、安监总局联合

下发的通知，2005年９月２２日是投资入股煤矿（依法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除外）的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撤出投资的最后期限，各地清理纠正工作应于１０月

１５日结束。在清理过程中，一些省份不得不对撤资最后期限作了延长。截至10月24

日，根据对20个产煤省份的初步统计，已有3200多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

人从煤矿撤资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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