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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发展的黄金关联点

谢立中

　　最近一条新闻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

2003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首次突破 1000 美

元。这一数字的内涵是:和以往相比 ,我们生产

财富的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利用这种相对提

高了的生产能力 ,有可能大幅度提升人们的福

利水平 ,改善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状况。然而 ,这

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会发展相配合。

我这里讲的“社会发展”比较狭义 ,是指“社

会”本身的“发展” ,包括社会在结构 、组织形式

和运行与保障机制等方面的不断调整与完善 。

这样理解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提出的)人类发展是三个并列的概念 ,它

们分别描述了“发展”的不同方面。其中人类发

展是最终目标 ,基本原则是人们的健康长寿、物

资丰裕和精神充实 ,经济发展为人类发展提供

必要的物质条件 ,社会发展为人类发展提供必

要的社会条件。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有资源的不断投

入 、技术的不断进步 、管理的不断改进作保证 ,

而且需要市场(最终是消费品市场)购买力的持

续增长作保证。而消费品市场购买力与社会的

结构 、组织形态及福利制度之间存在着较高程

度的相关性。在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况下 ,

社会的结构 、组织和福利形态越符合公平原则 ,

消费品市场购买力就趋于最大;反之则不然 。

因此 ,为了消除消费品市场过小给经济增长造

成的瓶颈 ,使经济能够持续发展 ,必须根据经济

发展状况不断地对社会的结构 、组织和福利形

态进行调整 。

然而 ,社会发展也是一把双刃剑 ,它既是人

类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 ,同

时也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 。公

平的社会结构 、组织与福利形态虽然能够将特

定生产力条件下的市场需求(从而也就是将人

类发展水平)扩展到最大 ,但同时意味着社会创

造出来的财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用于当期消

费 ,可用于投资积累的部分减少了 ,这就影响了

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潜力 。可见 ,不公平的社会

结构 、组织和福利形态并非在任何情况下 、从任

何角度来看都是坏事。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

低的情况下 ,为了推动经济尽快增长起来 ,适度

的社会不公平是有利的 。但当经济增长到了一

定的水平 ,不公平的社会结构 、组织和福利形态

构成了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障碍时 ,则必须对之

进行调整 ,调整时必须时刻注意不能从另一方

面影响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潜力。

“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一句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却极其复杂的事 ,需要我们时刻保持

清醒的头脑并拥有精湛的技艺 ,去寻找经济发

展与社会发展的黄金关联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