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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总结经验 深化改革 促进发展　　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最
重大、最壮观、最为世人瞩目的事件之一。
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持续之久，影响之深刻，成效之显著，都是史无前例的
，它使我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我国的工业
化和城市化得到加速发展，工业化已经进入中期的后半阶段，我国已经由农业大国变成了工业大国。
我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
影响越来越强。
2007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169亿元人民币，约合3.28万亿美元，已跃居世界第四位；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236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进出口总额超过2.1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
位。
与此同时，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也得到了长足进展。
改革开放的30年，是近代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最迅速的30年，是我国综合国力上升最快的30年
，是我国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30年，是我国国际地位提高最显著的30年，是中华民族最感自豪的30年
。
　　过去的30年，我们积累了许多经验。
我们有责任对它们进行总结，使它们变为中国人民永久的财富，并为全世界分享。
概括起来讲，我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有以下主要经验和特点：　　第一，在改革理论上，坚持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总结我
国丰富的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吸收我国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基础上形成的。
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这个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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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分为4篇26章，从就业制度改革、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与建立、发展阶段
与改革挑战四个方面，全面回顾了30年改革的历程，详细分析、总结、评述了改革的成功经验，深入
探讨了改革过程中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及其应对策略，展望了改革的发展前景。
全书最后的政策法规大事记按时序归纳记述了劳动保障体制改革30年中发生的大事，党和政府制定发
布相关文件、法律法规等的时代背景与简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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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总论 第一篇  就业制度改革　第二章 计划经济下的就业制度　第三章 国有企业就业制度改革
　第四章 应对劳动力市场冲击的政府政策　第五章 市场配置体制的形成　第六章 就业培训与中介服
务　第二篇 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　第七章 转型时期的劳动关系变革　第八章 农村就业与劳动力配置
　第九章 农村劳动力流动　第十章 城市外来劳动力　第十一章 户籍制度改革　第十二章 工资收入分
配　第十三章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第三篇 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与建立　第十四章 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第十五章 养老体制改革　第十六章 就业市场化与失业保险制度　第十七章 城镇医疗保障体制　第十
八章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第十九章 工伤保险制度建设与改革　第二十章 女职工生育保险　第二十一
章 贫困边际化与农村扶贫策略演进　第二十二章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第四篇 发展阶段与改革挑战　
第二十三章 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转折点　第二十四章 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　第二十五章 建立市场经济
下的收入分配机制　第二十六章 扩大就业的政府职能  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30年大事记参考
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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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论　　第一节 从整体改革上认识就业与保障改革　　中国的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是30年
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结果。
因此，理解就业的增长和结构变化机制，是我们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
反过来也是一样，这个时期特殊的就业问题，以及就业制度改革的过程与成绩，也需要在改革、开放
和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才能更深入地认识其本质。
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增长，是一个二元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国特殊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变化，
又赋予这个过程一系列中国特色。
　　首先，在如何通过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创造就业机会，消除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这一点上，
中国的现实与刘易斯理论模型是一致的。
在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之前，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城乡劳动力市场处于制度性分割状态，
以及因此形成的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工资水平长期停滞等，是这个阶段的显著特点。
另一方面，伴随着改革和发展的迅速推进，即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人口红利被充分利用。
上述特征被不断消除，迎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劳动力市场也进入到一个更为成熟的发展
水平。
　　其次，中国的二元经济转换，同时又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集中表现为劳动
力资源从计划配置转向市场配置的机制转变。
在经历就业迅速扩大和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的同时，就业形式和就业增长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通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强化劳动力资源的市场配置，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城乡就业的
快速增长。
这个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固定工就业制度改革，以及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进行减
员增效改革以来并没有改变。
但是，就业结构以及推动就业增长的构成因素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公有经济、中小企业以及非正
规部门成为就业创造的主力军，也表明劳动力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在就业扩大中逐步取代了计划经
济的配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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