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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国家按&ldquo;三步走&rdquo;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系统的统计资料，以及人们的切
身感受，都表明：从新世纪开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对于这种新阶段的认识，是把握中国经济基本走向的一个基本立足点，也是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依
据。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确立，实现了第二步与第三步的有机衔接，为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提供了一
个良好的开端。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不仅是发展理念的进步，也显示着政策调整的方向。
这都是适应新的发展阶段所需要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的进
一步丰富和发展。
　　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大体上反映了我在2001-2007年间，对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问题
的探索和思考。
具体内容涉及许多方面，但都是试图回答这样一些国内外普遍关心的问题：如何从总体上认识新的发
展阶段？
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是什么？
中国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如何？
面临哪些主要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困难何在？
如何趋利而避害，比较顺利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目标？
　　这三十多篇文章，有在党政高级干部学习班和全国政策研究咨询会议的专题报告；有对国家决策
的建议；有面向世界的关于中国现在和未来的说明；也有对中央重大决定的解 读，因为我参与了文件
的起草，这自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在不同场合也提过许多自己觉得值得研究的问题，有不少是直到现在还没有答案，需要继续深入研
究的。
我尽最大努力使自己的见解符合实际并且具有前瞻性，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有些用处；至于在多大程度
上做到了，要靠实践检验，也期待着读者的指教。
文章按时间先后为序排列，可以看出我对问题关注和思考的过程，也多少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
发展的轨迹。
　　需要说明的是：开卷第一篇《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是1999年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报告，但内容
是讨论21世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2001--2005年），即新阶段的初始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放在
这里带有引言性质，也算名正言顺。
附录有不同时期所写的两篇文章。
一篇是1991年写的《小康四题》，当时温饱问题初步解决，开始由温饱走向小康，现在看来文章自然
不免肤浅，但就我见闻所及，这是对小康的最早的稍为系统的解读。
另一篇是2006年写的《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政策取向》，这是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提供，主要
给外国人阅读的一份报告，综合性比较强，统计数字比较多，通俗易懂，对国内读者也会有些帮助；
但考虑到同书中其他文章内容有所重复，所以列入附录，以供读者选择。
　　处当今之世，人口众多、经济落后而又发展很不平衡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犹如一艘负载沉重
的巨轮航行于波涛汹涌的大海，唯有科学决策、谨慎驾驶而又勇往直前，才能乘风破浪，顺利到达彼
岸。
我所从事的是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在写这些文章期间还在国家的研究机构担负着领导责任，希望自
已的所做所思，有益于国家的决策和社会的进 步。
我感到非常幸运，生活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30年来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迅猛发展
的全过程，并且有机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2008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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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梦奎看中国经济走向》内容都是国内外普遍关心的问题。
如中国发展面临哪些主要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困难何在？
如何趋利避害，比较顺利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目标？
这些文章，有在党政高级干部学习班和全国政策研究咨询会议的专题报告；有对国家决策的建议；有
面向世界的关于中国现在和未来的说明，也有对中央重大决定的解读，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了国家
发展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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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梦奎经济学家。
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曾供职于《红旗》杂志编辑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
改革开放以来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副组长、研究员，国家计委专职委员、国家计委经
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1990年7月至1998年3月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主任。
1998年3月至_2007年6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届中央委员。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加过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包括党的十三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以及十三大以来许
多次中央全会重要决定的起草工作。
在80年代和90年代，长期参与或主持起草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主持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ldquo;八五&rdquo;、&ldquo;九五&rdquo;、&ldquo;十五&rdquo;
、&ldquo;十一五&rdquo;规划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许多重要课题的研究。
多年主持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等重要国际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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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言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取向加入WTO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减轻农民
负担、振兴农村经济四策关于城市化的认识和政策问题加强关于第三步战略部署的研究加入WTO后的
中国经济走向也说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纲领新的发展阶段需要研究的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中国：起点、目标和前景关于中长期发展和改革的几点建议《改革攻坚30题》序经济体制改革面临
的形势和任务研究和实践新的发展观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关于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的建
议世界千年经济史中的中国有益的警示关于&ldquo;十一五&rdquo;规划和2020年远景目标的研究和诺
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的谈话人口问题及其他学习中共中央关于&ldquo;十一五&rdquo;规划的《
建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就中部发展问题答河南日报记者问经济发展&middot;社会和
谐&middot;体制保障关于物权法社会矛盾和政策取向经济形势和政策建议和谐社会建设与国内外环境
新阶段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走过来的道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附录小
康四题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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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
　　一、关系中国现代化前途的两个大问题　　（一）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
续的发展观，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比温饱阶
段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为逐步满足这种要求提供了可能性，过去那种基于全力
以赴甚至不惜代价解决温饱问题的发展观念需要有相应的转变；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植
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观念，经济改革初始阶段所产生的发展观念，需要有相应的转变；社会经济
发展中实际存在的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也要求发展观的转变。
发展观念的转变也反映出发展战略调整的方向。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统筹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这五个&ldquo;统筹&rdquo;是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提
出来的。
这是改革观的丰富和发展，就是说，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要有利于全
面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宗旨，实现社会和谐和全面进步。
作为发展观的要求，五个&ldquo;统筹&rdquo;要解决的，实质上是在新的阶段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和发展模式，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
摆在五个&ldquo;统筹&rdquo;第一位和第二位的，是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
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大问题，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前途的两个大问题。
　　（二）中国正处在重要的转折时期。
20多年来改革和发展取得伟大成就，国家面貌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变化。
&ldquo;三步走&rdquo;发展战略实现了头两步，开始走第三步。
现在面临着新的形势：经济体制变革引发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重组，科学技术进步促使经济结
构急剧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温饱问题解决后社会需求升级并
且更加多样化，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所积累的社会问题，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沉重压力，经
济高速增长对资源、环境产生的严重挑战，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发展活力和冲击，以及
社会经济关系变化在思想政治领域所产生的激荡，等等。
--所有这一切，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处在一个重要的&ldquo;关口&rdquo;。
现在解决问题的物质条件比过去雄厚得多，矛盾的复杂性也是前所未有的。
在世界范围内，比较顺利地闯过这样的&ldquo;关口&rdquo;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或者因为举措失当
而遭到严重挫折的国家，都不乏其例。
现在突出地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各方面的&ldquo;统筹&rdquo;，就是要妥善解决
新阶段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保证中国这艘大船能够比较顺利地到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
彼岸。
--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的问题，要放在这个大背景下认识和解决。
　　二、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是解决&ldquo;三农&rdquo;　　问题，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　　
（三）所谓&ldquo;三农&rdquo;问题，就是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经济的永久
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农业生产迅速增长，千百年来困扰着中
国人的吃饭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这种历史性的变化，为农村和整个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起点。
　　在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发展面临着新的矛盾和问题。
90年代末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进入低谷期，据统计，1997-2003年七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
加695．9元，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年均增长速度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见图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80年代中期的1．8：1，90年代中后期的2．5：1，扩大到2003年的3．2
：1（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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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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