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速经济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 的矛盾

邱 泽奇

摘要 ： 中 国 改革 与发展近 3 0 年 中 快马拉慢车
”
一

一 ‘

决速 的经济发展

和社会适应能 力 提升缓慢 ，造成 四 大 问 题 ：
ＧＤＰ 高增长 与 国 民基本生 活 改善

的 失衡 ；
东 西地区 间政策能 力 的 差 距 ；

非农业 人 口 边缘化
；
中西 部教育 落后 。

要跨越横在未来 中 国发展道路上 的这四个坎 ， 关键在于政府 的选择 。

本文侧重中国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一个基本 问题 ： 就是快速

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适应能力 问题 。 笔者把今天中 国经济与社会

发展中呈现的不同步的现象 ， 叫做
“

快马拉慢车
”

。 中 国经济在过

去的 3 0 年的确发展得非常快 ：
1 3 亿人 口 的 国家 ，

ＧＤＰ 连续年增长

9 ％
，

3 亿多人摆脱了贫困 ，
2 亿多人实现了非农化 。 而且 ，这些 巨

大的变化是在没有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取得的 。 这是
一

个人类的奇迹 ，
历史上没有过 ，改革开始初期也没人能够想到 。

同时 ，
我们也应该看到中 国奇迹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 问题 ： 就

是人文基础 、社会基础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衡 ，这是 3 0 年来 中国

的一个最基本的失衡 ，
也是未来中 国发展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某

种程度讲这
一失衡的扭转将是中 国持续发展的关键 。 本文概括出

经济与社会关系在
“

快马拉慢车
”

下出现的四个主要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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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ＧＤＰ 高增长与 国 民基本生活

改善的失衡

政府 ＧＤＰ 指数的持续高增长和老百姓基本生活状况改善之

间的关系出现了
一

个失衡 ，
这是我们在未来 5 

－

1 0 年内必须面对

的一个非常大的 问题 。 这中间有各种原因 ： 比如 ， 贫富差距 ， 城乡

差距
，
地区差距 。 但最大的问题倒不是数字 ，

而是
一些地方的老百

姓真正没有能力去理解 、更不用说执行政府的经济政策或社会政

策 。 这当中 ，表现最为突出 的就是贫困地区 。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

例子 ：在
一些贫困地区 ， 政府推行了

一些改善农业的技术 ， 而农民

在传统生活 中
，
已经知道这些技术是不可行的 ，

比如地膜覆盖小

麦 。 但由于政府为了完成 自 己 的政绩 ， 却要强制老百姓执行地膜

覆盖小麦技术 。 政府的做法是
，
不用老百姓出钱

，
地膜的钱由 政府

掏 。 这样做的结果却是 ，小麦钻不出地膜 ，造成颗粒无收 ，
最终

，
损

失的承担者还是老百姓。 在这种情况下 ，
老百姓有什么能力呼应

政府快速发展的政策 ？

二
、 东 西地 区 间政策能力 的差距

东西差距改革前就存在 ，但我们可以看到改革以来东西之间

的差距
，
在中国经济发展这架快车拉着

一个不平衡的车在快速奔

跑的时候 ，
这种差距越拉越大 。 对于这种差距 ， 人们往往聚集于经

济水平的差距 ，
其实某种程度上地区政策能力的差距至关重要 ，但

却为人所忽略 。 东部地区经过乡镇企业改制 ，
老百姓已经基本了

解政府能够做哪些事情 ，
不能做哪些事情 了 ；

政府在
一

定程度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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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了解了如何从老百姓那里获得政策 的源泉 。 但在 中西部 ，地方

政府还不知道政府的限度在什么地方 。

三
、非农业人口 边缘化

在过去近 3 0 年中 ， 差不多有 2 亿农业人 口 转成非农业人 口
，

主要指农民工及其家属 。 但是如果我们到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去

看一看 ，就会清楚地发现 ： 转移到城市中 的这批人 ，
基本上属于城

市中的底层 ， 属于劳动阶层 ，
而且事 实上他们正处于边缘化 的状

态 。 在经济发达地区 ，这种边缘化的状态表现得特别明显 。 如果

不解决这些人的素质问题 ，
任其 自然 ，在城市社会的发展中也会产

生
“

快马拉慢车
”

的问题 。 笔者曾经做过一项研究 ，结论是 ：这批人

是不可能回到农村去的 ， 如果不能让他们在城市扎根 ，他们就会漂

在城乡之间 ，就会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的 因素 。 但无论是否让这批

人在城市扎根
，
提高这批人的素质 ，对解决

“

快马拉慢车
”

的 问题 ，

都是最积极的选择 。

四
、 中 西部教育落后

中西部教育落后
，
也是 由

“

快马拉慢车
”

造成的 ，
至少是由此扩

大的 。 在东部发达地 区 ，我们的教育在急剧地上升 ，
相 比之下 ，

中

西部地区的教育依然非常落后。 笔者今年暑假到甘肃省的定西地

区作了一次调研 ： 发现定西地区乡镇学龄儿童的失学数量在急剧

上升
，
原因是一个六岁 的小学生上学 的半径扩大到了 2 0 公里 ，

上

学不易 ，失学难免 。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 显然不是靠教育局就能

够解决的 。 更加重要的是 ，从这个例子我们知道 了东部与 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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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距 ，
不只是贫富间的 ， 而是在各个方面都有表现 。 问题的关键

在于 ，这种地区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
，反而越来越大 。 这里既有

历史的延续 ，也有
“

快马拉慢车
”

新制造出来的问题。

本文从中国社会的总体角度 ，分析了
2 0 世纪 7 0 年代末改革

以来近 3 0 年中
“

快马拉慢车
”

造成的经济与社会关系失衡中 的四

大问题 。 如果说中 国进一步的发展在将来要过什么坎的话 ，笔者

想这是突出的四个坎 。 我们面对这些问题 ，
要有什么选择 ？ 笔者

认为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 。

（作者 ？

？北京大 学社会学 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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