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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意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也重视民意。
西方通过选票判别民意取向，中国则依靠政策通达民意。
随着网络力量的崛起，中国不再缺少征集民意的通道。
“宝马案”、“黑砖窑”、“躲猫猫”、“天价烟局长”等相继曝光，这条民意通道已经绊倒了许多
人。
温总理把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作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两大任务之一，这正是中国政治稳定和经
济发展的民意基础。
    我们总是谈论两只手，“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和“看得见的政府之手”。
使用哪一只手，决定这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性质。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似乎很难说清楚。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政府是一只“闲不住的手”，若不加约束，它便会弄断“市场之手”，让市场经
济从此失去活力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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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意，也是天意　　以人为本理念的基本含义及实践意义　　吴忠民　　在总结多年改革和发展
基本经验的基础之上，中国社会如今已形成了一种基本的共识：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而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从宏观的层面正确地解决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宗旨、解决了社会经济发展过
程中的人与物之间相互关系、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等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
正确把握以人为本理念的基本含义，对于开释以往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困惑，不失时机地推动中国社会
现代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推进中国社会经济持续、有效、健康的发展，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
义。
　　以人为本的理念实际上有三层基本的含义，即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而不应当是以物或以
经济为本的发展；发展应当是以绝大多数人为本的发展，而不应当是以少数人为本的发展；发展应当
是以无数个具有平等权利的个体人（公民）为本的发展，而不应当是以缺少个体人平等权利边界的、
笼统的社会整体为本的发展。
这是一个有机整体，如对于其中任何一项含义忽视，均会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及现代的制度建设
产生十分不利的误导效应，从而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的发展　　以人为本理念的第一层基本含义是，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的发展
，而不应当是以物或以经济为本的发展。
　　毫无疑问，经济因素是整个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动力，“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
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发达的物质基础是现代社会的支撑构架。
“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
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但是，如果把这一本来是正确的观点给予绝对化和“泛化”，那就会超出本来所适用的范围。
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
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经济因素应当是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基本工具，是人类各种“器官”的延伸，是完善人类自
身的基本手段。
但是，以经济为本的理念，却将经济视为绝对的中心，视为人类的目的，而把人类本身反倒当成一种
依附物。
于是，人类反倒被自己的创造物所控制，成为其附属物。
经济因素说到底是一种物质的力量，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被动自发性，它不可能解决社会经济
发展的基本宗旨、基本定向问题。
正是由于经济本身不可能有效地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定向问题，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有着自
己特定的多种潜在指向。
这些潜在指向有的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宗旨相一致的，有的就不见得一致了。
而后者若不加以及时控制，便有可能变为现实的东西，并给人本身带来诸多负面的影响。
　　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亦即早期的大工业阶段，许多早发国家刚刚领略到
大工业生产的巨大力量，难免产生出一种对大工业的崇拜热，继而将现代化视作一种以经济为本位的
历史演变过程，而将人本身作为经济的附属物来对待。
这样做的结果，不仅降低了人本身的地位，而且带来了一系列较为严重的不利后果，如环境污染问题
、生态失衡问题。
20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也同样在热衷于追求高速度的发展，而且主要
是在追求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虽然不时有人对于这种做法表示忧虑或提出批评，但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仍旧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刻
意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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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灵魂’隐含着一种竞争精神，它反对比别的国家增长得慢。
它要求把增长率的加速作为长期计划的主要目标。
”“’增大增长速度’已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事实上，许多年来人们习惯于把发展同国民生产总
值的迅速增长等同起来。
”这是一种强调迅速增大数值（基本上是经济数值）的发展模式。
人们往往把发展问题归于一个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进而又将衡量发展成功与否的尺度也归于一个经
济发展的高速度问题，亦即GDr的高增长率。
人们简单地以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自然推动力，只要把经济搞好，其他方面就会自然而然地得
到进步。
换句话讲，要想使整个社会尽快改变面貌，就必须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一种高速增长的态势。
有时，即便是客观的现实迫使经济发展的速度降了下来，但人们对单方面经济高增长的情结依然根深
蒂固。
其结果是，单方面高速经济增长虽然带来了高速的财富积累，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的负面效应。
比如，造成了人类生活所必须依赖的生态环境的明显破坏。
根据中国科学院专家的研究报告，中国的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367万平方公里；沙漠化面积在20世纪50
～70年代每年为1560平方公里，至90年代已上升至每年2460平方公里，有4亿人笼罩在沙漠化的阴影之
中。
我国已有15％～20％的动植物种受到威胁，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
1986年全国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为831．4亿元，1994年则上升至4201．6亿元。
　　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情况提醒人们：只有以人为本位的发展方是正确与合理的发展。
只有以人为本位，方可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这一根本性的定向问题。
“增长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目的本身包括消除贫困、文盲和疾病，拓宽人类选择的范围，增强人类控制自然环境的能力，从而增
加自由。
”进一步看，由于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而人的需要包括如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生态
环境等多个方面。
就此而言，经济是手段性的东西，是实现以人为本发展的基本途径，是促进人类社会整体化发展的基
础。
由此可见，不管经济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但是必须把握的是，经济是为人服务的，不能
只是见物而不见人。
否则，便会出现经济增长同其他方面的发展之间背离的情形，出现经济增长同以人为本理念背离的情
形，出现经济发展本身的不可持续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人为本位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要否定经济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其要旨在于消
除经济发展的被动自发性，确立起人对经济的主体性地位，使社会各个层面发展之间能够保持着一种
协调的状态，使经济的发展更富有合理性、更具有效应性，使经济更能为人所用、更有利于基本民生
状况的改善，进而使整个发展过程得以持续和健康的展开。
　　发展应当是以绝大多数人为本的发展　　以人为本理念的第二层基本含义是，发展应当是以绝大
多数人为本的发展，而不应当是以少数人为本的发展。
　　这里所说的“人”应由全体社会成员组成，所以，发展应当是以绝大多数人为本的发展。
社会发展的成果对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应当具有共享的性质，即：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推进，每
个社会成员的尊严应当相应地更加得到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潜能应当相应地、不断地得以开发；每
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应当相应地、持续不断地得以满足；其基本生活水准应当相应地、不断地得以
提高。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应当“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使“所有人
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
相反，如果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推进，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社会群体、少数社会成员一方，那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国策>>

么就说明社会发展的成果只是为少数社会群体、少数人所享用。
只有以绝大多数人为本的发展、以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为基本目标取向的发展，才能确保发展
具有正向的积极意义，才能促成与维护社会公正，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有效、持续
的发展。
　　第一，以绝大多数人为本的发展，反映出以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为基点（数学上的大数原则）的制
度设计的公正性和社会政策实施的力度。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社会当中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
反映出社会成员的实际能力与收入状况之间的合理对应程度，亦即公正分配的程度，因为在一个社会
中能力相对强者和能力相对弱者均占少数，而能力居中者占多数。
　　第二，以绝大多数人为本的发展能够有效地扩大内需，使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健康的状态。
就一般情况而言，在主要的经济拉动力如出口拉动力、投资拉动力和内需拉动力三者当中，内需拉动
力的作用要远远高于前两者。
就高收入群体、低收人群体和中等收科人群比较而言，高收人群体的购买能力最强，但其边际消费倾
向却是最低的；低收入群体的情况则恰好相反，其边际消费倾向最强，但购买能力却是最低的；中等
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购买能力均比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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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软实力　　中国的崛起是在失去世界政治、经济、文明控制权150年之后的再
度崛起。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重创下，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战略格局面临新一轮洗牌。
在千年一遇的机遇面前，中华民族、中国国民、中国政府应以怎样的大战略、大视野、大谋略、大胸
怀应对新的世界秩序、迎接新的挑战？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智库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发改委、中央党校、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各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等，这些机构作为政府“外脑”，为中国
最高决策层分析全球走势，为中国策，为国是谋。
　　《大国策》丛书集结当代中国顶级“谋士”和“智囊”，把中国的发展纳入国际视野和历史视野
进行考察，立足中国崛起道路上的大战略、大课题，对崛起进程中的中国经济、政治、民主、软实力
、民生、环境、能源、人口、国家安全等领域所涉及的战略问题发表国策诤言，直陈大国崛起进程中
的危机和挑战，试图超越西方设定的现代化标准，跨越西方现代化“陷阱”，提出中国崛起的大对策
、大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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