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我国国情国力的综合分析

朱 庆 芳

作者认为
,

我国 4。年来社会主义建设 已取得了很大成绩
,

综合国力 已居世界第

6 位
,

社会发展总水平 已居世界第 70 位
, 但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仍存在许多值得重

视的问题
,

例如
:

人均资源占有量少
、

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

地区发展不

平衡
、

人 口素质差以及主要产品的人均水平低
、

产业结构不合理
、

管理水平落后
、

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
,

就总体来看
,

仍处于摆脱贫困的阶段
。

因此
,

今后的现

代化建设一定要从实际出发
,

要适应国情国力
,

量力而行
,

稳步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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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
,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

改变了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

初步

建成了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

国力有了很大增强
。

但是
,

若与我国人民付出的劳动和

代价相 比
,

与建设的时间相比
,

还不能令人满意
, ,

在前进的道路
一

L
,

发生过严重的失误
,

走

了不少曲折的弯路
。

主要原因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

忽视国情国力
,

在建设方针上急于求成
,

越超了实际可能
,

片面追求高速度
、

高积累
,

忽视人民生活
,

忽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

造成比例严重失调
,

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
。

经过几次大起大落的折腾
,

不仅浪费了大量财富
,

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

而且延误了建设进程
,

在世界各国中
,

我国尚处于低收入水平的行列

为避免未来建设中再次出现失误
,

必须对我国的国情国力进行全面评估和分析
,

清醒地

认识国情国力的特 改
,

从实际出发
,

量力而行
,

制定符合实际的建设方针和政策
。

正确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

我国的墓本国情指的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条件
,

它包括 自然资源
、 _

人少J

资源
、

生态环境等
。

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特改是
:

(一 ) 地大物博
,

资源丰富
,

但人 均占有量低

1
.

我国国土辽阔
,

资源总量多
,

但山地多
、

农业用地少
。

由于人口众多
,

按人日 平吻

的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

L地利用率低
。

我国国
丫

上面积 为9 60 万平方公里
,

仅次于苏联
、

加拿大
,

居世界第三位
。

但按人 口平均的

土地只有 13 亩
,

只右世界人均数 50 亩的 26 % ; 1 9 8 9年人均耕地只有 1
.

3亩
,

为世界平均 4
.

3亩

的 28 %
,

人均森林而积 1
.

7亩
,

为世界平均 17 亩的 10%
,

人均草原面积 3
.

1亩
,

为叶界平均 9
.

8



亩的3 么 %, 与资源较丰富的美
、

苏比较
,

差距很大
,

人均耕地低于印度
。

我国国土资源有优越的气温
、

热量条件
,

便于发展多种作物
。

不利条件是地形
、

上质
、

气候条件复杂
,

山区
、

高原多
,

农业用地少
。

在国土面积中山地 高原有 57 0万平方公里
,

占

59 % ; 盆地 1 80 万平方公里
,

占 19 % ; 丘陵 95 万平方公里
,

占10 % ;平原只有 1 15 万平方公里
,

仅占12 %
。 1 9 9 0年耕地面积只有血

.

3亿
一

亩
,

仅占国土面积 10 % , 森林面积也少
,

为1 8
.

7亿亩
,

覆盖率 1 2
.

9 8%
,

可利用的草原面积为 3 3
.

7亿亩
,

占2 3
.

4%
。

以上三项合计占国土面积 4 6
.

3%
,

低于世界平均三项面积合计 6吐%的比例
,

也低于美国
、

苏联和印度
,

如下表
。

{
今}}

_

哩竺些丝{帼
( 198 9年 ,

{
_

二里望竺i
一

一地森

丫
占

犷
` , ’

卜
_

黔
_

_ _

…
_

i
_

_

好
人均占有量 (亩 , … … …

耕 地 {
“

·

“
{

`
·

“
} “

`

“ {
森 林 } `之

·

7
1

`
·

了
1

` 6
·

二̀
{

—
星_ 皿

.

_
_ _ _ `

_
_ _ _ _ ` , :多_

_

}_ 一二立一
~

』_
_一王量立一 _ }

苏联 ( 193 5年 ) 印度 ( 1 98 5年〕

一一一我国有荒地资源
.

1 6
.

2亿亩
,

但可耕荒地只有多
.

3亿亩
, 、

人均只有 0
.

5亩
。

建国以米
,

因各

项建设盖房用地增多和退耕
、

造林
、

还牧等原因
,

使耕地锐减
,

1 9 9。年 比 1 9 5 2年 减少 1 8 4 6 2

万亩
,

平均每年约减少 4 86 万亩
,

人均耕地由1 9 5 2年的 2
。

8亩减为 .1 3亩
,

只及美
、

苏的 九 分

之一
。

今后城乡建设占用土地在所难免
,

还需继续退耕还林
、

还牧
、

还湖
,

耕地将进一步减

少
,

而人 口不断增加
,

这对 于我国将是一个沉重的压力
。

2
.

地 下矿产资源丰富
,

种类多
、

分布广
、

储量大
,

但富矿少
,

品位低
,

已探明储量少
。

我国是世界上矿产种类比较齐全
,

储量规模可观的少数国家之一
。

据专家估计
,

矿产资源的

潜在价值居世界第三位
。

世界上 已知的邓。多种矿产资源
,
在我国找到并探明储量的 已有 14 0

多种
,

有 20 多种居于世界前列
,

钨
、

秘
、

钦
、

锑
、

稀土
、

硫铁矿
、

砷
、

石棉
、

石墨
、

石膏等 10

种矿产资源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一位 , 煤
、

锌
、

锡
、

汞
、

磷等 13 种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二三位 ,

铁
、

锰
、

铅
、

忆
、

硼 5种储量居世界第四五位
。

至 1 9 8 9年底
,

已探明的主要矿产保有储量
:

煤为 9 0 1舀亿吨
,

铁矿石为 4 98 亿吨
,

磷矿石 15 2亿吨
,

钾盐 2
.

72 亿纯
,

盐 2 7 5 9亿吨
。

工业原料中有 80 %来自矿产
,

因此矿产储量关系到国民经挤的增长
。

据地矿部专家估计
,

我国有相当一部分现有探明矿产储量不能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
。

我国矿产资源的特点是
:

( 1 ) 人均占有量低
,
除钨

、

稀土外
,

其他矿产资源均低于 世

界平均水平
,

煤储量总量虽占世界第二
,

但人均储量仅为 世界平均水平的 47 % ; 铁矿石总量

占世界第四
,

而人均储量仅为 世界子均水平 49 % ; 铜
、

铝为 30 % , 磷为 5 2%
。

( 2 ) 富矿少
、

贫矿多
,

特大优质富矿尚未发现
。

如铁矿
,

全国平均品位小于 34 %
,

富矿不到 5 %
,

致使一

些钢铁厂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富矿石 , 铜矿中富矿仅 占37 拓
;
磷矿富矿仅 占5

.

9% ;稀有金属矿

为国外实际开采品位的 1 / 2至 1 / 10 。

( 3 ) 地区分布不均衡
。

东部地区人 口 多
,

但矿产资源

贫乏
,

西部地区资源丰富
,

人口少
、

地形复杂
,

不利于开发
。

( 4
`

) 科技手段落后
, 开发利

用不够
,

浪费大
,

据有夭部门调查
,

矿产资源总回收量只有 30 一 50 %
。

3
.

能源资源储量丰富
,

但助探程度不高
,

可供开发的后备储量不足
。

各类能源资源兼



一 -一 -~

一一
细

一
~

酌 、
姗

兜

, 暇~ 咖比
.

~
翌

~
·

一
附

·

~ ~ ~

备
。

前面已表述了煤炭储量多
、

品种全
,

储量占世界第二位
,

而且分布面广
,

在全国一千多

个县中都有煤炭储量
。

石油资源的远景储量据地矿专家估计达 6 00 一 7 00 亿吨
,

天然气资源总

量切万亿立方米
,

还有煤层 甲烷
.

(煤层气 ) 资源量 1 6
.

5万亿立方米
。

水力资源蕴藏量达 6
.

76 亿千瓦
,

可开发量为 3
.

79 亿千瓦
,

年可发水电 1
.

92 万亿千瓦小时
,

相当于 7亿吨标准煤和现有发 电量的 3
.

3倍
,

居世界第
,

一位
,

但地区分布 不 均
,

有 67 %集中

在四川
、

云南
、

西藏三省区
,

开发较困难
。

我国沿海的潮汐能源资源总量约 1
.

1亿千瓦
,

其中可供开发利用的约 30 0 0多万千瓦
。

核电站是新兴的能源开发
,

原子核裂变的主要原料是铀和社
,

我国铀矿的探明储量居世

界前列
,

可以满足国防工业和本世纪末建设一千万千瓦核电站对铀矿的需要
。

我国能源资源储量总量虽大
,

但勘探程度不高
,

可供开发的后备储量不足
,

尤其是油
、

气供给缺口较大
。

按人 口平均可采储量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如煤炭的经济可采储量人均仅

为 10 0吨
,

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0 % , 每人占有的可开发水电量为 1 7 0 0多度
,

为 世界平 均水平

的 8 0% ; 天然气和石油的人均可采储量并不富裕
,

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水能开发利用仅占

水能资源的 5 %
,

远远低于世界平均开发利用 18 %的水平
。

鉴 于能源可开采的储量不足
,

能源需要量大
,

又受生产力水平低和运输能力的不足等因

素影响
,

能源短缺
,

供应严重不足
,

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

据估计
,

工业部门由于能

源不足
,

约有 30 %的工业生产能力没有发挥
,

影响产值
.

七千亿元 , 农村由于能源短缺
,

导致

滥砍乱伐
,

地表植被破坏
,

水土流失
,

是生态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
。

4
.

水资源总量不足
,

地区分布和时间分配极不均匀
。

淡水资源总量约为 2
.

8万亿立方米
,

居世界第 6 位
,

但人均占有量很 少
,

只有2 6 3。立方

米
,

仅为世界人均水资源 1
.

1万立方米的 1 / 4
,

居世界88 位
,

比苏
、

美平均 1
.

8万和 1
.

理万立方

米少得多
。

目前可供利用的水资源为 1
.

1万亿立方米
,

但实际用水量已达。
.

5万亿立方米
。

水

资源地区分布也很不均衡
,

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水资源占劝%多
,

而耕地及人 口占36 %和

54 %
,

北方和西北水资源则不到 20 %
。

从时间看
,

夏季水多
,

冬春少雨而且每年变化大
,

造

成了水早灾害频繁
,

有 5 0 0 0万农村人 口和 3。。。万头牲畜饮水困难
,

影响农业稳定发展
。

全国

有 20 0多个城市供水紧张
,

40 多个城市严重缺水
,

另一方面水质污染
,

加剧了水资源短缺
,

约

有 50 %的城市水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

随着工业的发展
,

进入 80 年代以来
,

城市用水量将

以每年10 %的速度递增
,

供水能力明显赶不上用水量的增长
,

据有关部门估算
,

由于城市供

水不足
,

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约 2的亿元
,

水资源 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至关 重 要的问

题
。

5
.

海洋资源开发潜力很大
,

水产资源遭到破坏
。

我国有淡水总面积 1 6 6 4万公顷
,

可养殖面积 5 03 万公顷
,

已养殖 305 万公顷
,

仅占淡水总

面积 18 %
。

我国有海岸线1 8 40 0公里
,

海洋岛屿线 1 4 2 4 7公里
,

几,

共计 3 2 6 4 7公里
,

海域面积 300

万平方公里
,

海水可养殖面积仅为 49 万公顷
,

已养殖 16 万公顷
。

长期以来水产资源遭到严重

破坏
,

不顾海洋鱼类资源的有限性
,

片面追求高产
,

使捕捞能力大大超过了资源的再生能力
,

酷渔滥捕使海水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 淡水产资源主要由于大规模围湖造田
,

使水面缩小
,

江河上大量筑坝建闸
,

阻塞 了鱼类繁殖回游通路
,

加上水域环境的污染等原因使淡水捕捞生

产舟况愈 下
。

据统计
,

水产品总产量 1 9 90年为 12 1 8万吨
,

人均只有 11 公斤
,

仅为世界平均 18
.

5公斤的



% 9 5
,

为日本的 1 / 1 0 ,

其中人均淡水产品 4
.

6公斤
,

海水产品 6
.

1公斤
。

据调查
,

尚有 85 %的

浅海
、

滩涂面积有待开发利用
。

(二 ) 生态破坏严重
,

农业资源退化拉缺

生态平衡是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间题
。

长期以来
,

在
“

左
”
的思想指导下

,

违反了自然规

律
,

对农业资源实行了掠夺性的经营
,

破坏了生态平衡
,

致使本来就不多的农业资源衰退
,

同时产生了潜在的短缺
,

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

生态破坏的一些主要方

面是
:

1
.

森林过量采伐
,

重采轻造
,

覆盖率和林木蓄积量下降
。

据第三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
,

1 9 8 8年森林面积为 18
.

7亿亩
,

覆盖率 12
.

98 %
,

森林蓄积量 9 1
.

4亿立方米
。

按 人口 平均只有

1
.

7亩
,

蓄积量 8
.

3立方米
,

汉及世界平均的 13 %和 12 %
,

居世界 10 0位以后
。

森林 是陆地生

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

而它的减少的速度却令人担优和吃惊 ! 如大兴安岭的覆盖率由解放

初期 71 %降为 57 %
,

四川和云南复盖率降了一半
,

长白山地区由 82
.

5%锐减到 14
.

2%
。

历年

来人工造林面积不少
,

但存活面积仅占1/ 3 。

全国木材每年的消耗量为 2亿多立方米
,

按现有

蓄积量
,

只能采伐40 多年
。

而且森林火灾频繁
,

从 1 9 5。年至今
,

共发生 55 万次
,

烧毁山林 5

亿亩
,

成灾面积 1
.

8亿亩
,

相当于同期造林保存面积的 43 %
。

1 9 8了年 5 月大兴安岭火灾又烧毁

80 。多万亩
,

损失木材 75 万立方米
,

直接经济损失 4 亿多元
。

此外虫害面积每年达 9 0 0。万亩
,

加上乱砍滥伐等原因
,

使森林资源遭受的经济损失每年高达 1 15 亿元
,

至于由于 森林减少使

生态环境
、

气候恶化
,

造成水土流失
、

沙化等所造成的损失比森林本身的 直 接 损 失要大得

多
。

2
.

草原退化
、

沙化
。

由于超载过牧
,

弃牧毁草开荒造田等实行掠夺性利用
,

草原退化

沙 化
、

碱化面积占23 %
,

虫害面积 占1/ 3
,

缺水面积 占 1/ 4。

草原退化使草场的产量和质量都
、

有所下降
,

单位面积产草量约 比50 年代下降了 30 一 60 %
。

3
.

水土流失面积
、

沙漠化面积增加
。

由于滥垦
、

滥牧
、

滥伐
,

使植被破坏
,

水土流失
,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由解放初期的 1 16 万平方公里增加到目前 15 。万平方公里
,

增长了29 %
,

占

国土面积 15
.

6%
。

全国每年土壤流失总量达 50 亿吨
,

入海泥沙流量高达 18 一 20 亿吨
。

黄河下

游河床每 10 年淤高 1 米
。

因植被破坏
、

水土流失和地域负荷超重
,

使沙化面积增加
,

建国以

来沙化面积约扩大了一倍
,

目前估计总面积达 1 10 万平方公里
,

还有 1 5
.

8万平方公里 正 在沙

漠化
。

4
.

耕地趋向贫膺化
,

土质严重下降
。

据 1 9 8 6年完成的土壤和肥力状况普查
,

高产 田由

过去 33 %降为21 %
,

低产田 占34 %
,

中产田占45 % ; 缺磷面积占59 %
,

缺钾面积 占23 %
,

磷

钾均缺占14 % ; 土壤板结的 占12 %
,

水土流失地占34 %
,

沙化地占 7 %
,

盐碱化面积 占 6 %
,

易涝地 占 6 %
。

许多地区几 乎已不用农家肥
,

绿肥面积从 2 亿多亩降为 1亿亩
,

土壤有机含

量严重下降
。

5
。

受灾面积增加
,

受灾程度加重
。

由于植被破坏
,

严重影响了农业生态系统物质和能

量的正常运转
,

使生态失去平衡
,

致使气候变坏
,

灾害频繁
。

据统计 1 9 5。一 1 9 5 8年全国受灾

面积平均每年为 2
.

8亿亩
, 1 97 5年以后至今

,

平均每年 6 亿亩
,

比 50 年代增加了一倍多
,

成灾

率呈提高的趋势
,

其中旱灾每年 3一 4
.

5亿亩
,

水灾每年 1
.

5亿亩
,

每年因水旱灾害损失粮食

60 0一 70 0亿斤
,

受灾人数 40 0万人
,

死亡 1
.

2万人
,

造成经济损失 3 00 一 40 0亿元
。

(三 ) 环境污染 日趋严重



1
.

水污染日趋严重
。

废水排放总量拍的年为3 5 4亿吨
,

大部分未经处理便 排入江河湖

海
,

工业废水处理率只有 30 %
。

现有 80 %左右的河流受到污染
,

50 %的城市水源受到不同程

度的污染
,

有2 4%的农田灌溉用水不符合标准石由环卫监测所组织刀了时 5年 i戛勺二项调查表印〕i

由于水资源受到污染
,

约占全国人口 7 9%
,

约 7亿人的饮用水未经消毒细菌量超过标准
,

约

有 3 亿人饮用水水质不好
,

铁锰含量大
,

有 1
.

3亿人的饮用水被工业严重污染
。

2
.

大气环境污染有发展的趋势
。

废气排放总量 1 0 90 年为 85 391 亿 标 立方米
,

其中二氧

化硫排放量 14 95万吨
,

粉尘排放量 84 0万吨
,

废气净 化处理率比 1 9 8 5年的59 %略有 下 降
。
几

乎所有城市降尘量都超标
,

二氧化硫排放量超标的城市占 16 %
。

据专家估计
,

我国许多城市

的大气污染
,

约相当于发达国家五
、

六十年代的状况
。

.3 固体废弃物污染不断加剧
。

19 沁年废弃物排放量为 5
.

8亿吨
,

历年废 物堆存总量 已

达 67
.

5亿吨
,

比 1 98 5年增长了24 %
,

目前有2 / 3的城市已陷入了垃圾重围
,

还侵吞了 良田
、

淤

塞了河道
,

对人体危害也很大
。

“
三废

”
直接污染的耕地达60 :00 多万亩

,

减产粮食近百亿斤
,

乡镇企业的
“ 三废

“
污染

比城市还严重
。

近几年全国因排放
、

泄漏有害
、

有毒物质而发生的污染事故
,

每年有 3。。。多

起
,

较大事故15 0多起
。

目前总的环境形势是
,

局部有所控制
,

总体还在恶化
,

前景令人担优
。

环境污染不仅危

害居民健康
,

而且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投失
。

据环保系统专家的测算
,

由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造成的损失每年达 86 0亿元
,

占国民生产总值 5 %左右
。

其中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 36 。亿

元 (大气污染 10 1亿元
,

水污染 1 57 亿元
,

农药污染 96 亿元 ) 由于生态破坏每年造成损失为 500

亿元 (农业资源破坏 3 63 亿元
,

森林资源破坏 1 15 亿元
,

水资源破坏 19 亿元 )
。

(四 ) 地 区发展不平衡

我国地域辽阔
,

自然资源分布极不均衡
。

社会经济发展
,

是由东向西呈梯形推进的趋势
,

东部
.

上地平坦肥沃
,

气候适宣
,

物产丰富
,
交通发达

,

人 口稠密
,

科技管理水平也较高 ; 西

部地区山地
、

沙漠招
,

泽多
,

交通不便
,

地广人稀
,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
。

根据社会指标课题组

用46 个社会经挤指标综合计算的结果
, 1 9 8 9年东部 n 个省的社会发展总水平除海南和广西居

18 位和 27 位外
,

其他 9 个地区都居全国 13 位以前
,

而西部10 省区都居于全国 15 位以后
,

从平

均得分看
,

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社会发展水平高 38 %
。

从经济发展的差别看
,

差距更大些
。

15 59 年人口和国民收入 的比较如下表

平均人口 国民收入

(万人) 一占全国% (亿元 ) 占全国拓

人均国民

收入

(元 )

社会劳动

生产率

(元 )
人均国
民收入

劳动生
产率

44452 5333 4 lll 713888 54 ! 1 57777 3045 111

333 7 0 7旦旦 3 444 3 7防防 2 8 1 99555 2 103 0
.

6 444
222 7 3 7 666 2555 2 30 444 17 … 84 ““ 1685

{
。

·

5 333

往 东部 1 2个地区是指京
、

津
、

冀
、

辽
、

沪
、

中部 8个地区是指黑
、

古
、

晋
、

豫
、

江
、

浙
、

间

湘
、

西部 10 个地区是指川
、

云
、

贵
、

藏
、

陕
、

甘
、

青
、

桂
、

海南
。

蒙
。

孤帆氰鲁院宁

生产决定了消费
,

从居民消费水平看
,

东部约比西部高 5 7%
,

农 民人均纯收入东部也比

四部高60 % 以上
,

最高的
_

上海达 13 8 0元
,

比最低的甘肃 3 G6元高 2
.

8倍
,

省
一

与省比
,

辽丫 比 甘



肃高一倍
。8 9 19 年全国农付人均纯收入在2 0 0元以下尚未解决温饱间题尚有4 0 0 0多万 人

,

西

部地区约占2 / 3 。

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沟原因除 自然条件有差异外
,

还由于国家在投资布局上存在差别
,

“ 六五 ” 、 “ 七五 ”
期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领用于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多 1一 2 倍

。

从长期战略眼光和合理布局看
,

应充分利用西部地区的丰富资源
,

发挥地大物博的优势
,

在技术
、

资源上支援西部地区
,

逐步加速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
。

(五 ) 人 口 多
、

素质差
,

就业压力大

1 9 8 9年 4 月
,

我国人 1r 总数已突破 n 亿大关
, 1 9 9。年底已达 1 1

.

43 亿人
,

占世界总人 口

22 %
。

41 年中翻了一番
,

平均每年增加 1 4 6 7万人
。

1
.

人 口过多
,

造成膨胀的需求压力
。

不仅使我国新增的国民收入消费额有 40 %
、

新增

粮
、

棉
、

油的一半或一半以上被每年新增人 口消费掉
,

影响了积累资金的增加和居民消费水平

的提高
。

人 口膨胀还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
。

前述我国资源与人 口比较
,

大多数资源低于世界

平均水平
,

实际成了
“
人 口大国

、

资源小国
” ,

生态破坏很重要一个原因是由于人 口失控对资

源的过度开采造成的
。

如滥垦
、

滥牧
、

滥伐等
,

人口 的继续增长对生态环境仍将是一个严重

咸胁
。

例如人 口对耕地的压力
,

如果过度超载
,

就会导致土地资源的严重退化 ; 人 口对森林

资源的影响也极大
,

由于生活能源的短缺
,

毁沐乱砍乱伐现象始终得不到有效的制止
,

致使

植被继续破坏
;
人 口对水资源的威胁更大

。

在水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

人 口增加会导致水荒
,

甚至出现生活用水和饮水困难
,

影响城市工业的发展
。

此外人口压力对能源
、

对城市环境
、

对气候等人类生存条件与环境都构成了严重威胁
。

2
.

人 口素质差
。

在当代
,

人 口的智力结构直接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国家的强

弱
,

国际间的竞争
,

实质上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
。

我国人口中低素质和低技能的人 口过多
,

已成为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沉重的人 口包袱
。

据 1 9 9。年 7 月第四次人 口普查
,

15 岁以上人 口中
,

文育和半文盲达 1
.

8亿人
,

占总人口 15
.

9%
。

如果加上 15 岁以下辍学儿童 4。。o万
,

则 1 2岁以

上的文盲人 口仍有 2 亿多人
。

在总人口中
,

小学文化程度 占3 7
.

1%
,

初中文化程度 占2 3
.

3%
,

高中占8
.

0%
,

大学文化程度占 1
.

4% , 每万人口的在校大学生人数 19 9 0年仅 1 8
.

0人
,

适龄人

口上大学的只 占 2 %
。

由于受教育的年数和受高等
、

中等专业教育的人数偏低
,

因此
,

我国

知识分子为数甚少
,

据统计
,

脑力劳动者 19 的年约为 4 8 0 0多万人
,

占社会劳动 者 8
.

5%
,

有

技术职称和中专 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只有 2 2 0 0多万人只 占 4 %
。

与发达国家相比
,

差距

很大
。

发达国家成人识字率达 90 %以上
,

知识分子约 占一 半左右
,

每万人口大学生多达四五

百人
。

我国人 口素质低
,

是造成科技落后
、

经济效益低
、

产品质量差的主要原因
。

值得注意

的是近几年
“
读书无用论

” 又重新抬头
,

近几年中小学流失生呈增长的 趋势
,

每 年有 4 00 多

万小学生
、

2 00 多万初中生中途辍学
,

还有 20 0多万学龄儿童未能入学
,

近几年高中生和大学

生
、

甚至研究生退学人数增多
,

高巾毕业生不愿考大学的人数增多
.

人才外流
、

逾期不归的

现象也较突出
。

以上这些现象如不采取措施
,

将严重影响我国人口素质
、

技术素质的提高
。

.

3
.

就业压力大
。 1 9 9 0年全国社会劳动者人数为 5 67 4 0万人

,
近 12 年平均每 年增加 13 8 2

万人
,

年递增率为 3 %
,

也就是说
,

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 口至少有 1 3 0 0多万
,

城镇职工每

年平均实际增加 38 0万
,

城镇待业人数平均每年有 30 。多万
。

长期以来
,

我国为了解决历史遗

留下来的劳动就业间题
,

被迫实行了
“
低工资

、

多就业
” 、 “ 三个人饭五个人吃

” 的保障性

安霞就业政策
,

在持续的人口增长压力下
,

这种就业政策便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沉重包袱
,

护 9 9
.



实际是将显性失业转化为隐性失业
,

据估计
,

全国城镇企业中隐性失业 人数约有 1 5 0 0至 2 0 0 0万

人
,

庞大的冗员影响了企业竞争能力
,

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其弊端 已日益显露
。

近两

年来由于市场疲软
、

开工不足
,

停工半停工待业人数增加
,

城镇失业率呈上升趋势
。

农村人口

压力和就业压力也很大
。

由于农业人口增长快
、

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城市可容纳的劳动力少
,

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的步伐缓慢
, 1 9 78年以前农业人口比例由1 9 5 2年 8 5

.

6%降为 1 97 8年的

8 4
.

2%
,

2 6年中下降了 1
.

4% , 改革后的 1 1年中加快了转移的步伐
,

但到 1 9 8 9年 农业人口仍

占7 9%
,

农业人口 的绝对量增加了 6 6 7 8万人
,

平均每年增加 6 07 万人
。

农村劳动力仍 有 4
.

1

亿
,

扣除从事乡镇企业和非农业
,

仍有 3
.

1亿多劳动力被困在有限的上地上
,

据测算
,

按目前每

个劳力负担耕地数量
,

只需 1
.

9 亿劳力
,

剩余劳动力 1 亿多人
,

即平均每 3 人中有 1 人是潜

在失业者
,

失业率为 30 %
,

比城市潜在失业率 15 % 高一倍
。

二
、

正确认识我国的基本国力

(一 ) 时国力的综合评价

什么是国力 ? 一般认为经济实力 (可动员用子现代化建设的人力
、

物力
、

财力 ) 就是国

力
,

经济实力固然重要
,

但要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是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单看经

济实力是不全面的
。

军事科学院黄硕风研究员提出了
“
综合国力

” ,

他认为
“
综合国力 ” 是

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和潜力
,

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
。

综合国力由政治力
、

资

源力
、

经济力等七个方面组成
,

根据这位专家计算
, 1 9 8 9年综合国力居世界第 6 位

,

比 1 94 9

年第 13 位上升了 7 位
。

居于美
、

苏
、

德
、

日
、

法五国之后
,

从分项看
,

资源力居世界第 5 位
、

经济力第 8位
、

科技力第 9 位
、

文教力第 10 位
、

外交力居第 8位
、

国防力和政治力均居第 3

位
。

我们认为综合国力是一个总量指标
,

它用来综合反映我国在世界中的影响和实力是有必

要的
。

但要反映我国在世界中的社会发展水平
,

就不能单纯用绝对量来衡量
,

不能满足于我

国人口多
、

绝对量和比重大的优势
,

而应该用
“
人均

” 、 “ 比例
”
等相对数进行 比较

,

才能

比出水平
。

(二 ) 对社会发展水平 的评怡

笔者运用 16 个社会经济指标组成指标体系
,

用综合评分法对世界 12 。个国家进行了社会发

展水平的评估
,

通过 16 个指标综合计算就能比较准确地 衡 量 每 个 国 家的 进步与差距
,

对

1 9 8 7年 12 。个国家综合计算的结果
,

我国为 68 分
,
`

居世界第70 位
。

我国社会发展总水平大致相

当于中等偏下水平
。

高于39 个低收入国家平均分 5 1分的 33 %
,

低于48 个中等收入国家平均 78

分的 13 写
。

从分项指标看
,

代表经济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 10 2位
,

社会结构指标居 96 位
,

人

口素质居 57 位
,

生活质量居世界第 4 3位
,

详见表 1
。

(三 ) 经济实力绝对量大
,

但人均水平低

经济是发展一切事业的物质基础
,

经济实力是提高其他实力的前提
,

从 卜述国际比较中
,

经济力总量居世界第 8 位
,

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占1 02 位
,

这说明我国经济实力绝对量大
,

但人均水平低
。

建国后经过 41 年的建设
,

已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贫穷落后面貌
,

国家通过

基本建设投资和各种途径的直接投入
,

已形成了巨额的国有资产
,

仅 预算 内国营企业和行

政事业单位拥有的固定资产总额原值就有巧0 0 0 多亿元
,

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
、

独立的国足

1 0 0



经济体系
。 19 9 0年国民生产总值已达] 7魂 00

亿元
,

居世界第 8位
,

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
,

如

钢
、

煤
、

电
、

原油
、

粮
、

居世界首位
。

从总量看
,

棉
、

肉等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五位之前
,

其中根
、

你
、

朋料
、

闪失 “其
; IJ粮

、

楠
、

油新
、

亩蒸井

。

如我国 1 9 9 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 3 70 美元
,

居于世

界一百位以后
,

由于计算方法不尽合理
,

遗漏较多
,

价格偏低等因素
,

与国外不完全可比
,

如经

过调整
,

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 50 。一 70 。美元
,

居世界的位次约为 80 位左右
。

从人均产量

看
,

1 9 8 8年钢的人均产量为 55 公斤
,

仅为世界人均产量 1 34 公斤的 41 %
,

原油 12 6公斤
,

仅为世

界 56 了公斤的22 %
,

人均发电量 50 1千瓦小时
,

为世界 2 0 5 9千瓦小时的 2 4%
,

人均粮食产量仅

36 9公斤
,

也居于世界的后列
。
由此可见

,

我国当前还是收入较低的穷国
,

今后
,

在相当长的

时期内
,

摆脱贫困和落后仍将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

(四 ) 社会结构不合理
,

有待进一步优化

我国社会结构水平居于世界后列
, 主要是由于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

,

改革以来
,

虽加速

了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步伐
,

但与发达国家比
, 城市化水平仍较低

,

按非农业人口计算
, 1 9 8 7

年仅占总人口 21 %
,居世界 107 位 ; 其次是第三产业落后

,

第三产业 比例的高低是反映社会化

1 9 8 9年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占2 6
.

5%
,

居世界

倒数第二位
,

如按第三产业劳动者所占比例也只占18 %
,

居世界倒数第 13 位
,

此外
,

反映外

向型经济的出口总额改革开放以来
,

虽然增长很快
,

出口总额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 1 9 7 8

年 4
.

8%提高到 1 9 8 9年的 1 2
,

4%
,

但在世界上仍处于低水平
,

约居世界 80 位
。

反映对教育的重

视程度
,

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1 9 8 7年仅占2

.

7%
,

居世界

95 位
。

此外
,

非农业劳动者比例偏低
,

农业产值比例还比较高
,

下降缓慢
。

总的看我国社会

结构指标仍处于世界较落后的水平
,

它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教器的捺高
.

有

家低得很多
。

按全社会劳动者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看不到一千美元
,

而美
、

德
、

法
、

日等国

为 2 一 3万多美元
,

相差三四十倍
;
如以钢

、

油
、

电等实物劳动生产率相比较
,

也相差几十

倍
,

如每一钢铁工人年产钢
,

我国为 10 吨左右
,

日木为 3 30 吨
,

采油工人年产油
,

我国为 10 0

吨
,

美
、

苏为 3 0 0 0多吨
,

每人发电量
,

我国为 41 度
,

美
、

日为 2 00 一 3 00 多度
。

从能耗看
,

我国单位产品能耗水平约比发达国家高 30 一 90 %
,

每万元国民生产总值的能

耗比 日本高三倍
,

比印度也高出一倍
。

据有关部们的调查
,

市场抽查的商品合格率为 5 5%
,

与发达国家 98 %的合格率比相差甚

远 ; 另一项调查企业生产中不良产品损失率约 .与产值 10 一 15 %
,

由此推算每年经济损失就超

过一千亿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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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水平薄后
,

述表现在建设中的投资决策失误
、

瞥理失谋等方而
,

造成严重的浪费
。

据有关部门估算
,

建国以来
,

我国固定资产总投资已达 2 万多亿元
,

由于盲 目投资
、

重复建

设造成的浪费约有 18理O亿元 ; 由子管理失误
,

投产后不能正常运转或被迫停产的约损失 2心2 4

亿元
;
由于建设周期拖长

,

仅
“ 三五 ”

一
“
六五 , 的 2。年中约损失 2 0。。亿元

;
由于固定资产

不能正常交付使用或交付使用后闲置的损失约有 4 3 0 0亿元
。

以上的损失数字是相当可观的
。

(六 ) 农业比童大
,

劳动生产率低

我国11 亿人口中有 8 亿多是农业人口
,

是世界上农业人口最多的农业大国
, 农村劳动力

有 4 亿
,

占全社会劳动者74 %
,

从事农林牧副渔劳动力有 3
.

2亿
,

占69 %
。

一方 面 农业在国

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另一方面要清醒地才酥于当前农业形势
。

我国农业的特点是
:

基础差
,

底子薄
,

不稳定
,

劳动生产率低
,

与世界各国比较差距很大
。

如每一劳动力提供的

粮食
,

我国为 12 4 3公斤
,

而美国为 1 1
.

2万斤
,
苏联为 9 1 5 1 公 斤

,

我国 肉类 71 公斤
,

而美国

为 5 2 9 9公斤
,

苏联为5 77 公斤
。 -

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
,

农民除自己消费外
,

能提供的剩余产品很少
。 1 9 8 9年农业商品

率只有50 %左右
,

每“ 劳动者提供的农副产品商品额仅 4 34 元
,

粮食净商品率仅 15 %左右
,

能

提供的商品粮 36 5公斤
,

每个农业劳动力只能养活 3 、 4人
,

n 亿人口中有 3亿多人口搞饭吃
,

主要农产品还有一部分需要进口
。

(七 ) 积 累能力低
,

国家能集中的财力有了庆
,

建设资金不足

首先是积累能力低
,

19 7 9一 1级9 0年期间
,

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 8
.

4%
,

速度并不慢
,

但

绝对额每年增加不到 10 0。亿元
,

每年用争梢费增加 6 2。多亿元
,

用于积累仅 3 18 多亿元
,

1 9 9。年

人均消费额 83 1元
,

积累额只有 4 32 多元
,

改革以来的 12 年中
,

人均国民收入每年新增加仅 79

元
,

其中郭元用于增加消费
,

用于增加积累的只有 2 4元
。

其次是国家所集中的财力有限
,

赤字大
,

债务多
。

1 9 9 0年全 国 财 政 收入 3 2 4 5亿元
,

比

1 9 7 8年 1 12 1亿元增加 17 98 亿元
,

平均每年仅增加 1 63 亿元
,

由于近几年经济效益 连 年下降
,

企业亏损多
,

支出增加
,

收支不平衡
,

犯年来除 1 9 8 5年收大于支外
,

其他 n 年都是支大于收
,

赤字总额达 9 16 亿元
,

平均每年赤字 8 3亿元
。 1 9了9一 19 8 9年 10 年累计债务支出达 5 4 5亿元

,

财

政补贴达 2 4 4 4亿元
。

此外预算外资金越来越大
,

扣 88 年预算外资金达 2 2 7。亿元
,

比 1 9 7 8年的

3叮亿元增长了 7 倍
,

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比例由 31 %上升至 91 %
,

预算外资 金的大 幅度上

升
,

这对于保证重点建设是不利的
。

(八 ) 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不协调
,

遗留问题不 少

长期 以来
,

在建设方针上受
“
左” 的指导思想影响

“ 重经济
、

轻社会 ” , “
先生产

、

后

生活 ” ,
」

“ 重积累
、

轻消费
” ,

片面发展重工业
,

忽视人民生活
,

结果形成了
“
高积累

、

高

速度 t 低效益
、

低消费
” ,

欲速则不达
,

延误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
,

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

来已逐步得
一

司了扭转
,

但至今遗留问题仍不少
,

有的至今未得到扭转
。

从投资结构看
, 1 9 5 3一 1 9 7 8年 26 年累计

,

社会投资 (指文教
、

卫生
、

科研及社会福利)

仅占 4 %
, 1 9 7 9一 1 9 90 年 12 年累计

,

这一比例 已提高到 10 %
。

投资总额中非生产投资 (指与

人民生活有关的文化生活福利等建设 ) 比例
, 19 5 3 一 1 9 7 8年只占2 0

.

6%
,

改革 12 年来已提高

到 38 %
,

其中
:

住宅投资从 5
.

8% 提高到 17 %
,

平均每年的住宅投资额从 14 亿元增加到 16 0亿

元
,

增加了10 倍
。

从投资结构中的物质投资 (指经济投资 ) 与智力投资 (指科研
、

教 育 ) 的 比 例 看
.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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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划

一
、

1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二
、

社会结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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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分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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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3
.

第三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4
.

出 口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5
.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6
.

非农亚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

7
.

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3595ao5s,妇ó匕月任八OQ̀L̀八J户LLù1工,一174
·

1
11nb心J

亡UCQ

八h只U
J理人ǎ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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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人 口素质

8
.

中学生占1--2 17 岁年龄人口 比重

9
.

大学生占20一 24 岁年龄人口 比重

10
.

人口自然增长率 ( 1980一 198 7年平均 )

1 1
.

平均预期寿命

12
.

婴儿死亡率

1423丫2246666四
、

生活质量

13
.

平均多少人有一名医生 (19 84 年 )

14
.

平均每日摄取热量
1 5

.

通货膨胀率 ( 198 0一 198 7年平均 )

1 6
.

人均能源消费量

资料来源
:
根据世界银行

《
1 , 89 年世界发展报告

”
中的数据按综合评分法计算

。
16个指杯大部是 198 7年救字

。

表 2
。

从表 2看
,

过去 26 年中28 元物质投资才有 1 元智力投资
,

改革n 年己提高到平均 n 元有

表 2

物质投资 (亿元 ) 智力投资 (亿元 )

年 份
合 计 每年平均 合 计

}
每年平均

物质投资与智力投资的

比例

195 3一 197 8年 ( 26年)

197 9一1989年 ( 11年 )

改革n 年为 26 年的%

5968

9064

152

8
。

2

75
。

0

9 15

28
:
1

11
: 1

性月一ó月b,白只ùOJ

230824358

资料来源
:
根据 《 19叨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数字整理 (下表同 ) 。

表 3

玉了全…
占 国 民 收 入 %

三二王
`

卜

一
红业i 二

4 .1 … 2 .6 … 1 .5

5
·

5 ! 4
·

1 ’ 1
·

4

注
:
教育包括教育部系统外的全部教育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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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智力投资这 已是一大进步
。

平仍比较低
。

见表3 。

但因为欠帐过多
,

和我国财力有限
,

科研
、

教育 投 资 的 水

改革以来智力投资比例虽有了提高
, 但人均水平很低

,

与发达国家比较
,

差距很大
,

目

前仍存在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现象
,

从而影响综合国力的提高
。

三
、

与国情国力相适应
,

量力而行
,

稳步前进

我国国情国力大致可概括为
: 地大物博

、

资源丰富
,
已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实力

,

但人均占有量少
,

贫困的阶段
。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

科技水平低
, 财力有限

,

就总体来看
,

仍处于摆脱

,

急躁冒进
,

教训是很深刻的
。

急于求成往往脱离了实

际
,

带有很大盲目性
,

结果造成土地资源
、

矿产资源
、

森林和水资源的过量开采和使用浪费
,

为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极不利的后果
,

而且造成经济的全面紧张和产生了许多社会问

题
,

每次
“
大上

” 后都被迫进行调整或整顿
,

使经济大起大落
,

不仅延误了建设时间
,

而且

浪费了大量财富
,

人民得到实惠不多
。 “ 吃一堑 ” ,

应
“ 长一智

” ,

我们应从多年来的实践

中
、

沉痛的教训中总结出经验
,

要清醒地认识到
,

今后的现代化建设一定要从实际出发
,

要
一

与我国的国情国力相适应
,

量力而行
、

稳步前进
。

必须注意下列几方面的问题
;

(一 )

首先应从

的发展战略
,

要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 发展
“ 以经济增长为核心

” 的传统发展战略转变到

也即转变到
“ 以社会的全面发展战略

” 上来
,

“ 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
”
为核心

各国现代化过程的实践已证明
,

单纯以经济增长为第一
, 忽视社会的全面发展

,

己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 反过来影响和

许多国家已改变了发展战略
,

重视了社会发展
,

即

我国长期以来实际上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战略
,

忽视社会的全面发展
,

结果产生

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间题
,

诸如对资源的过度开采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
,

由于资源短缺形成的

两种价格
,

滋长了干部的贪污腐化的不正之风
,

收入分配不公和物价上涨使居 民贫富差距扩

大
,

西方文化的侵入
,

使赌博
、

漂娟
、

拐骗等不法活动增加
,

犯罪率升高… 等等
,

近几年又

新出现了经济滑坡
、

市场疲软
、

开工不足等现象
,

使部分居民实际收入下降等等
,

这些社会

问题
,

如任其发展
,

都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

实践证明
,

如果及早注意经济社会的协

调发展
,

则以上社会问题便会得到有效控制
,

社会全面发展的核心是强调发展中注意人的因

素
,

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是动力
,

社会发展必须取决于人的素质 (包括科学文化素质
、

身

体素质
、

心理和思想道德素质 ) 而人的素质的提高
,

必须投入必要的相应的智力投资和满足人

的生活
、

医疗
、

福利等投资
.

人的素质的提高
.

则人的潜力就能得到充朴分握
.

从而堆动价
尹

:

力
、

科技
、

社会的发展而进入良性循环
。

(二 ) 要严格控制人 口 的增长

如前面所述
,

国情国力的每个指标都与人 rI 总量有关
, 人口膨胀是导致国力不强

、

社会

发展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 也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

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

者
,

据估算
,

一个劳动者从出生到 16 岁
, 城乡平均每人的家庭养育 费要 12 8 0 0元

,

多出生一

千万人 口就要多花 1 2 8。亿元
,

如果把社会消费计入
,

则数字更大
。

70 年代 以来
,

控制人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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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显著成效
,

人 口自然增长率从 19 6 5年的28 编降到 1 9 8 4年的 10
.

8编
,
己少生了两亿人

,

但近年来增长率又有回升
,

连续 5 年在划蝙以上
,

9] 90 年为 14
.

7编
。

近五年侮年净增 15 0 0多

万人
。

主要原因是
,

一方面这几年正值生育高峰期
,

另一方面
,

一些地区尤其是在次村
,

对

人口控制工作有所放松
。

由子人口发展具有长期和累进性质
,

要从根本上控制人口
,

至少需

要解决好一代人 (25 年左右) 的生育控制
,

本世纪是关键时期
,

特别是在生育高峰期
,

更应

严格控制人 口的增长
,

决不能有丝毫放松
。

(三 ) 采取切实措施振兴农业

农业人口多
、

农业比重大
,

农业资源贫乏
,

农业商品率低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国力
,

国

民经济的发展受农业制约的因素极大
,

要扭转农业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
,

关键是要改变宏观

决策
,

调整投资结构
,

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

调整工农比例关系
,

要狠下决心调整工农比价
,

按价值规律办事
,

搞等价交换
,

彻底改变过去过高估计农民收入
,

把农民挖得太苦的竭泽而

渔的政策
。

应从各方面切实支援农业
,

减轻农民额外负担
,

努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

把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
,

同时要发展农村教育努力提高农 民的文化素质
,

并针对我国

农业资源贫乏的特点
,

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科技推广工作
,

健全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依靠科技

兴农
,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

有效地利用自然和社会资源
。

只有通过以上对农业 的综合治理

和深化农村体制改革
,

振兴农业
,

才能使农业走出困境
。

( 四 ) 要重视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

生态环境问题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和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重大社会问题
。

必须充分予以

重视
,

目前环保事业的资金虽已纳入国家计划
,

颁布了各种法律
、

法规
,

但要实施
,

改善目

前的生态环境状况
,

任务十分艰巨
,

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
,

要突出重点
,

环保的重点是抓城

市和大中型工业企业
,

并要贯彻
“ 预防为主

、

防治结合
、

综合治理
” !、勺方针

,

把治理污染作

为企业技术改造的一项重要内容
。

生态环境要在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中重视生态环境的保

护
,

要保护植被
、

控制水土流失
。

要严格控制人 口的增长
,

减少对资源超载的压力
。

使生产

建设与社会效益
、

经济效益
、

环境效益三者统一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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