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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把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启
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形成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
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00年，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
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
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在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显
著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现在，现代化建设前两步战略目标都已提前实现，正在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
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近30年来发展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构建和谐社会>>

内容概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
主要职责是研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为党中
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
    中心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间，围绕不同时期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做了
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在党和国家一些重大决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
国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为其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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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葛延风，1964年生于山东。
先后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1990年至今在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从事社会政策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
展研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发展研究、教育和科技政策研究、公共部门（事业单位）改革和发展研
究等。
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
兼任卫生部卫生政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常务理事。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构建和谐社会>>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教育体制改革30年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体制发展的阶段性进程    1．1978～1984
年：教育秩序的恢复和重建时期    2．1985～1992年：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
的教育改革的初始启动阶段    3．1993—1998年：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标志的教育改革的
全面推进阶段    4．1999～2002年：以《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为标志的改革全面深化阶段    5
．2003年至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逐步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　二、改革开放30年教育事业发
展所取得的成就    1．义务教育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真正实现了普及和免费的教育    2．高等教育
实现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历史跨越，规模持续扩大，类型趋于多样    3．职业教育在国家政策支持下
蓬勃发展，能力建设全面加强，资助体系日益完善　三、新阶段我国教育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教育公平问题    2．教育质量问题    3．教育管理体制问题  四、新阶段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与
趋势    1．坚持教育的公益性，促进教育的公平和均衡发展    2．优化教育结构，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   
3．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第二章　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改革30年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的过程    1．1979至80年代末：以扩大医疗服务供给为主要目标，
以硬化预算约束、放松准入和放权让利为主要措施    2．90年代初期～2002年：以弥补卫生经费不足为
主要目标，主动加速市场化改革；随后加强医药费用控制，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3．2003年至
今：以加强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为重点，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　⋯⋯第三章　改革开
放30年中国人口政策回顾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就业状况第五章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30年
第六章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养老保障政策回顾第七章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第
八章　社会事业发及事业单位改革30年回顾第九章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住房政策回顾第十章　改革开
放30年中国环境保护政策演变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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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改革过程和措施　　一是硬化医疗机构的预算约束，加强经济核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社会主义卫牛事业”，卫生部等部门于1979年4月
发布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并于1981年下发了《医院经济管理暂行办法
》，决定国家对医院的补助实行“全额管理、定额补助、结余留用”的制度，即从原来包一广资的办
法改为按编制床位实行定额补助的办法。
改革的核心是硬化预算约束。
具体措施包括加强经济核算、减少浪费、加强考核等，以此来提高医疗机构的微观运行效率。
　　二是放松准入，允许多种所有制的医疗机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大力发展同家办和集体办的医疗卫生机构的同时，一直允许少数适合个体开业的
医生行医。
截至文革前的1965年，全国城乡共有个体开业人员4．4万余人。
在文革巾，大多数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被迫停业。
而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受“左”的思想影响，许多地方的集体医疗卫生机构转成了全民所有制，没
有转的，也普遍实行了全民所有制的管理办法，人员编制迅速膨胀，致使原有的集体医疗卫生机构欠
掉了所有的长处和优势，其巾很大部分要靠国家的补助才能维持和乍存下去①。
　　随着1978年以后经济政策指导思想的转变，全国出现了不少个体开业行医人员。
卫生部门认识到个体行医以补充国家和集体力量的不足，应允许其合法存在。
为此，1980年卫生部向同务院提出《关于允许个体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并得到批准，个体行医
正式合法化。
之后，全国个体开业行医人数由1981年的1．8万人增至1985年的11．7万人，1989年增至16．6万人，形
成了一支卫生事业的重要补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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