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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
的机理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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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转型已经由前转型时代向后转型时代转变，后转型时代转型的范围已经由经济转型扩展到了社

会转型。社会转型分为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人文转型两个方面，社会结构转型通过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

构、社会结构来促进经济发展，而社会人文转型通过人的转型、人格形态的转型、生活方式的转型来促进经济发展。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后转型时期，转型范围已经由单纯的经济转型转向了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

一步凸显。在后转型时期应通过实施新人力资源政策、实施新型城市化、加快社会信息化、推进社会知识化、倡导

合理消费的理念和实施和谐战略来加快我国社会转型，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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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指出: “坚持科学发展观要以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

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同时要“加强社会建

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中国的社会转

型和经济转型相互促进，关联性很高。［1］中国的社会

转型是在经济转型基础上，以调整社会结构为主线，

力求实现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增强人的

发展潜力，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提高人们的社会福

利，保持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稳定的转型。当代中国

的转型包括四个层次: 一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

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二是经济发

展方式转型，指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从

规模扩张向效率提升的转型; 三是社会转型，指社会

从传统封闭社会向现代开放社会的变迁; 四是全球

化的转型，即由封闭体系向开放体系的转型。社会

转型意味着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解体和新的社会管

理模式的建立，其实质是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演进。

社会转型具有多重特征，主要表现在社会结构的转型

和社会人文的转型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影响

是不同的。目前中国转型已经由前转型时代进入后

转型时代，转型范围已经由经济领域扩展到了社会领

域。在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型中，由于利益

格局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主体的行为也发生了变

化，相应要求经济增长的政策做出调整。［2］社会转型

的进行必然影响着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这个基本命题

的解决，因此必须重视社会转型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

的促进作用，加快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一、社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
质量提高的影响

社会结构是一个社会的基本骨架，现代社会既

要有现代化的经济结构，也应有现代化的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主要包括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及

阶层结构等方面，其中“社会结构的核心是社会阶

层结构”［3］，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决定一个

国家实现现代化主要因素是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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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要素的变迁是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标志。［4］3 社

会结构的转型与变迁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重要

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1． 人口结构的转型使经济增长更富有效率

在经济思想史上，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

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马尔萨斯模型到新古典增

长模型阶段、索洛—斯旺模型和拉姆齐模型对人口

与经济发展的研究阶段、增长模型中家庭生育率选

择的研究阶段。在增长模型中，人口因素是内生于

经济系统的，并以新增长理论为依据构建了微观基

础。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实践来看，人口对经济

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口的素质和结构两方面。

新古典经济学以生产要素的稀缺性为特征，以

资源配置为研究中心，其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供给不

变的假设基础之上的。而刘易斯将古典经济学中的

劳动无限供给假设引入经济学领域，建立了二元经

济结构模型。这一模型把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划分

为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认为农村部门存在着剩余

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 在现

代经济部门的增长中，可以获得在工资不变基础上

的任何劳动力供给。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就

呈现出一种二元经济结构格局，只有当现代部门把

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吸收完以后，二元经济结构才

能转化为一元化现代经济部门，剩余劳动力被完全

吸纳的这个时点也被称为“刘易斯—费景汉—拉尼

斯转折点”，也称作“商品化点”［5］78。人口转变带来

的人口结构变化，主要通过生产效率，社会福利，技

术进步等对增长质量产生影响。
不同的人口结构对于生产效率的影响是有差别

的。当适龄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大于总人口增长速

度的时候，则人口抚养比例较低，生产效率一般都比

较高，即进入人口红利阶段，在此阶段由于人口抚养

比较低，家庭消费占比就会比较低，储蓄率逐渐上

升，从而为一国的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支持，同

时由于适龄劳动人口的大量出现，宜接受和采用新

技术、新想法，将促使技术进步的速度不断加快，间

接提高增长质量; 而当适龄劳动人口的增速小于总

人口增速的时候，即人口抚养比较大，人口红利消

失，生产效率一般比较低，较高的人口抚养比迫使家

庭消费以及国家公共支出的增加，导致储蓄率下降、

政府投资降低，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人口老龄

化的到来使新技术采纳的成本增加，不利于技术的

扩散，会抑制技术变革对于增长长期带来的影响，间

接降低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用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时间完成了走向现

代人口增长模式的历程，即从高生育阶段进入低生

育阶段，较之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的增

长与发展速度都令人惊叹。一方面较早发生的人口

转变，导致从高少儿抚养比阶段向高劳动年龄人口

比阶段的转变也较快地发生，并通过劳动力的充足

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

期［6］，但目前中国人口红利在逐渐消退，传统部门和

现代部门的劳动力的供给发生了改变，从而影响着

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人口结构的转型导致劳动力的

成本增加，需要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使经济发展

方式从依赖人口红利向依赖人力资源红利的转变，

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2． 就业结构的转型使经济增长更为合理

就业是指在劳动年龄范围内，具有一定劳动能

力的人通过参加社会劳动并取得相应收入的经济活

动。就业是劳动者谋生的手段，是劳动者获得社会

地位与社会尊重的基本前提。从社会生产全过程的

角度来看，就业是实现活劳动要素与物质生产要素

相结合，从而创造社会产品，促进经济增长。一个社

会的就业状况不仅反映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水平，也

直接体现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状况。

就业结构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来实现对经济增

长质量提高的影响，就业结构的变动是产业结构转

变的动力，而产业结构的演进是经济增长质量提高

的基本特征。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认为，工业

部门的收入比农业部门多，商业部门的收入又比工

业部门多。威廉·配第之后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进

一步提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先

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逐步转移，在经济发展水平

进一步提高的过程中，劳动力再向第三产业进行转

移。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

和合理化方向演进，其趋势是由劳动要素密集型产

业向资金要素密集型和技术要素密集型产业方向转

化。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化，就业结构也在不断地变

化，劳动力在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下降，而在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则进一步提高。从当前中

国的就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的发展相对于其吸纳

的就业人数来说显得不足，农业劳动力迁移趋势明

显，而第二产业的发展则超出其吸纳就业的能力，工

业劳动力明显不足; 第三产业的发展则相对均衡［7］，

可看出解决工业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刻不容

缓，它带来了所有要素的全面过剩，是影响工业企业

增长质量的主要问题; 第三产业虽然发展均衡，但是

服务行业仍然存在着整体质量不高，主要服务于工

业行业，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是今后服务

业的主要增长点之一。
3．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使经济增长的演进

更为和谐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运用结构分析方法研究发

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特殊性的理论。二元经济结构是

指城市以现代经济为主的非农业部门与农村传统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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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部门并存的经济结构，这种二元经济结构包括产

业二元结构、区域二元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我国

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系列

不利的影响，形成了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多

重制约。
第一，从资源配置层次来看，在二元经济结构格

局的约束下，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与现代工业部

门的资本有机结合受到抑制，尤其是劳动力流动性

过低，导致农业部门过剩的劳动力无法实现有效转

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三农”问题的形成。依据

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发展

中国家的经济系统主要包括两大部门: 一是传统农

业部门，生产技术相对落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

相对较低，且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 二是现代工业部

门，生产技术和生产率相对较高，除资本大量聚集之

外，受劳动报酬过高的影响，随着工业部门的扩张，

不断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而影响社

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与此同时，城市规模随之扩大，

全社会整体劳动生产率得到显著提升，最终推动经

济社会从传统二元结构向现代城乡一体化方向发

展。但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要素市场、

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分割，城市化发展程度严重滞后

于工业化，尤其是工业化发展并没有为农村广大剩

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充足的动力，而且工业化水平

的提高，并不能有效改善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最

终成为“三农”问题有效解决的主要制约因素。第

二，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

由于城乡经济和收入水平的差距难以在短期内有效

改善，引起农业部门整体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从而影

响着社会总需求的扩张以及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目

前，中国经济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下，产业部门之

间、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差距在日益扩大，发展不

平衡问题凸显，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占

全国人口近一半的农村人口消费需求无法成为拉动

经济增长的有效动力，既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也使经济长期增长的目标难以实现。第三，从制度

变迁层面来看，二元经济结构加速了“双重演进”特

征的形成，从而增加了经济制度变迁的成本。当前，

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具有双重性: 一是经济体制要

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具体目标是在城市部门要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

度，在农村要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为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创造条件;

二是经济结构要从传统二元结构向现代一元结构转

型。制度变迁的过程不仅要与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

相一致，并且要通过制度变迁红利为经济增长提供

动力支持，正是这种制度变迁的“双重演进”特征，

不仅延缓了我国经济转型的进程，也使经济转型的

成本不断增加，加剧了制度变迁的风险。第四，从结

构转变层面来看，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人口结构

转变与产业结构转变的不一致性凸显。经济的发展

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的转变，一般来说，结构转变主

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

即工业化过程; 二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即城市化

过程; 三是工业部门内部，尤其是制造业部门内部结

构的高级化过程; 四是服务业部门与其他产业的结

构变化以及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变过程。上述四个方

面结构转变的核心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

展。但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实践结果表明，受二元

经济结构的影响，政府部门将资源配置于工业部门

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有效促进城市部门的发展，尤

其是部分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导致城镇化进程明显

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8］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的一个重要经济特征。经济结构转型与经济发展方

式的转变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

推动。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意味着传统部门逐步转

化为现代工业部门，农业劳动生产力将得到不断提

高，城乡差距不断缩小。与此相适应，劳动力将不断

地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并为现代

工业部门提供丰富的原材料，推动现代经济部门的

进一步发展。同时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可为二元经济

结构转换提供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要素条件的

支持。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要通过工业与农业、城
市与农村的互动作用来实现。一是通过工业部门的

扩张来吸收农村过剩劳动力，带动传统农业部门的

改造。二是通过农业部门的发展为城市现代工业部

门的发展提供要素支持与市场条件。在传统与现代

两大部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良性运动中实

现经济结构从二元向一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传

统向现代转变。因此，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结构的

迈进即工业化的过程，这一进程为提高经济增长质

量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
4． 社会阶层结构转型使经济增长更具有人文

关怀

社会阶层是指利益分化完成之后所形成的经济

和政治地位相对稳定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是有诸

多共同利益和意识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团体，不同的

社会结构代表着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不同

利益。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型则是占有不同资源的社

会成员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动态变化过程。社会阶

层结构的转型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的

转变具有积极的影响。
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

子，这种社会结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已不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传统社会阶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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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中，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不高，生产效率低下，

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社会阶层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推动了经济结构快速转变，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增

长质量提高。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为社会群体的结构变化

提供了历史契机。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传统社会

的一些群体发生了分化并逐步走向衰亡，一些群体

则在社会转型中再度崛起，同时社会结构的变化又

孕育出了新的社会群体。近代社会群体的这一巨大

的重组是一次历史进步，预示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

的演进趋势，其重要意义体现在: 一是社会群体的分

化有利于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传统身份

等级社会强调先赋性和社会习惯，而契约社会则是

重视按照利益关系订立的规范和协议。在社会转型

中，用契约关系取代身份等级就是用法治取代人治，

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限制，用后天努力取代禀赋资

格。二是社会群体关系的重组使得阶层之间的界限

清晰化，阶层独立意识增强，阶层之间以及阶层内部

的社会之间的联系开始流动化、松散化、灵活化。这

可能会增加不稳定因素，但也有利于人们表达各自

利益诉求。三是社会群体的分化对社会成员的构成

发挥着改善和调整作用。经验证明，阶层分化是一

种进步。社会阶层分化的本质是社会分工，是社会

分工原则在社会阶层构成方面的具体表现，在一定

程度上起到了对成员的激励作用。［9］

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型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影

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社会阶层结构转变

为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提供了空间。社会成员在社

会阶层之间流动的加强，为人的价值的实现提供了

空间，使社会资源的配置进一步合理化，从而推动了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另一方面，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的分配政策和分配方式，既是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

原因，同时又为提高效率和公平的结合创造了条件。
社会阶层分化强化了竞争和激励机制，调动了社会

成员的积极性，形成了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动力

源泉。

二、社会人文转型对经济增长
质量提高的影响

社会人文的转型包括人的转型、人格的转型、人
文精神转型和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型，这些方面的转

型也促进着经济增长质量的不断提高。
1． 人的转型迫使经济增长更注重伦理规范

人的转型是指乡土社会的人向市民社会的人的

转型，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费孝通先生认为: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0］316 乡土

社会的特征是封闭、保守的，人的流动小，“乡土社

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10］7。乡土社会是与自然

经济相适应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是市民社

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内在要求要培育出市民社

会，它是一个以契约精神为基础的社会。从乡土社

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变中，人们由熟人之间的合作进

入了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化

是市场经济不断成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一个社

会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现代社会对于人的转型主

要通过以下几点实现: 第一，法治意识的增强。在

市民社会中，由于一般采用依法治国，因而法律是整

个社会运作的基础工具，每个人在生产以及生活当

中，都以法律作为约束自己的行为准则，依据法律内

容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在法律这种正

式制度的约束下进行经济活动。第二，提倡宽容精

神。宽容精神是一种道德标准，也是一种非正式制

度安排。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市场经济的逐渐

深化，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影响与协作，冲突与矛盾并

不能有效的解决市场经济的一般问题，反而是合作

与宽容能够有效的降低交易成本，因而在法律的强

制手段下，更需要宽容的精神。由于人类社会的不

断演进，宽容替代冲突是人们对自我的一次反省，它

能够消除敌意与冲突，以最小的成本化解伤害，这是

市场经济发展下最常见的现象，因为这种宽容不但

标志着市民社会比传统社会更加文明，而且降低了

交易费用，使市场经济在市民社会的运作下更富效

率，更注重公平，更符合经济增长质量的伦理规范。
第三，普及公民理性意识。这种意识将作为市民社

会的人和作为公民的人看作是同一个人，更能使人

们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注重平等、公平、自由与安全，

全面提高公民的素质。

总之，由于在人的转型过程中，以契约合作精神

为主线的市民社会的精神不断融入经济生活当中，

使得经济增长会更加具有包容性，更注重公平与公

正，自由与安全，更注重伦理规范，有助于提高经济

增长质量。
2． 人格形态的转型使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走

向现代

人格形态的转型是指由依附型人格向独立型人

格的转型，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在传统经济

体制下，个人的行为选择依赖于组织单位。随着中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个体具有

相对的经济自主性、政府在总体上发挥作用，此为领

域分离的表现。领域间的关系不再是‘中心—依

附’的等级结构系统，而是一种网状结构系统”［11］。

在这一结构系统中，要求每个主体都成为独立的经

济主体，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

只有当人具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时，才能发挥

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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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要求人必须从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人的一

切行为方式是由当时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市场经济

社会具有现代化的运行机制，这一运行机制要求人

格形态的转型。依附型人格是自然经济的产物，现

代市场经济要求独立型人格。市场经济是通过竞争

获得价值的经济，在市场竞争中要求每个经济主体

必须以其独特的自身优势取胜。市场经济也是优胜

劣汰的选择经济，每个个体都必须依据市场法则自

主选择，并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市场经济突出

经济主体的主体性，主体性要求经济主体具有独立、

平等、自由的人格特征。总体来看，经济增长质量提

高要求人格形态的现代转型，同时这种人格形态的

转型又能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不同的人格模式适应于不同的经济模式，从而

对经济增长间接产生影响。在自然经济下，由于科

学技术的有限性，人们必须学会相互依赖，建立各种

生产关系，形成了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自然经济模

式。而在市场经济模式的运行环境下，由于科学技

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使物质极大丰富，在这种状况下，

每一个人都有能力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并为自己

的行为负责，从而形成独立人格。这种人格意味着

在市场经济自由交换中，个人能够自主选择生产或

者消费，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在市场经济中个人

的价值能够比先前的依附人格得到更大的体现，因

而独立人格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市场经济

中，商品生产是一种独立自主性的生产活动，生产者

依据市场信息和理性判断来决定生产，分散决策，也

承受着相应决策带来的成果———优胜劣汰，适应生

存。而消费者则遵循着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自己

的消费组合，可以说市场经济下的人具有追求个人

利益的愿望，在利益的内在驱使下，所有的人都在参

与市场竞争，既独立承担风险，也独立获取收益。要

想在充满竞争的市场中站稳，就得不断努力创新，发

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创造性。市场竞争有

助于独立人格的培养。正是有了这种独立人格，才

铸就了宏观增长过程中产品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合理

分布。在非独立人格下或者在计划经济下，整个社

会成员被固定在一定的等级中，所有的生产、分配、

交换、消费都按照国家宏观指令有序进行。在今天

看来，这不仅有悖于人性自由的基本伦理，更重要的

是迫使政府必须工于精打细算，有一个全能之手去

满足整个社会所有需求的运筹，导致政府机构过于

庞大，且一旦失误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在计划

经济条件下，个人多只能消极适应社会要求、机械服

从社会规范，丧失了其主动性，成为被动的客体，人

无独立人格可言。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给社会带

来最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就是个人获得更大的自由空

间，造就了无数利益相对独立的经济行为主体，使人

格独立真正建立在物质基础上。［12］

因此，与独立人格相适应的市场经济运行方式，

使得经济增长打破了传统依附型人格下的增长模

式，根据现代人的需求，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基本

出发点，以利益最大化为生产目标，真正实现了现代

化的增长方式。
3． 人文精神的转型使经济增长的方式更为现

代化

人文精神是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是对人的

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关注。它是以人的理性意

识、价值意识和实践规范的有机结合来构建的人的

主体性。经济增长质量是一种价值判断，人的生存

与发展是经济增长质量的终极价值判断。从传统社

会的人文精神转向市场经济的人文精神，人们的思

想、理念和文化形态都会发生转型。人文精神不仅

是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也是提高经济增长质

量的精神动力，其转型使经济增长的方式更为现代

化。在不同经济体制背景下，人文精神有不同的内

涵与形式。人文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地

融合创新从而达到对自身认识的深化，需要依据时

代背景的变化而不断地转型。人文精神转型的目标

是把以传统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与以现

代商业精神为主体的现代人文精神相结合，形成经

济增长质量提高的精神动力。
以传统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具

有“勤俭节约”、“重积累，轻消费”等特征，可以促进

中国储蓄率的上升，通过储蓄转化为投资拉动经济

增长。同时传统人文精神中的“天人合一”，主张人

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可以促进环境保护，降低生态环

境代价，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传统人文精神中

把人文关怀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每个人的

行为之中的理念，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所需要的人

本主义终极关怀是一致的。因此在人文精神的转型

中，要重视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合理成分的吸收，

建立起具有时代特点的，能对经济增长质量起提升

作用的新人文精神。

在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促进人文精神转型还需

要发挥现代商业精神的作用。马克斯·韦伯在《新

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美国经济增长的

奇迹得益于其独特的商业精神: 商人以增加自己的

资本为职业责任，注重诚信的职业伦理。在中国人

文精神的转型中，要实现以现代商业精神为主题的

现代人文精神转型。首先，自由和平等是现代商业

精神的基本精神。建立公平合作和平等参与的社会

基本制度，是市场经济追求的目标。市场经济要求

建立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使劳动者能够

展开公平的自由竞争、平等参与和共同承担责任机

制。这种机制能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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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质量。其次，现代商业精神重视创新。重视

技术进步，重视产业创新，重视产品创新，重视市场

创新也是现代商业精神的重要方面。熊彼特对创新

精神的重要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资本主义

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

产方法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形式，无论

是技术创新还是产业创新、产品创新和企业创新都

可以充分利用生产要素，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促进经

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最后，现代商业精神重视契约

原则。契约原则是由于商品关系产生的一种自由、

平等、守信的原则。契约精神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的基石，只有市场主体遵守信用，才能促进

市场繁荣、推动市场创新，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社会

代价，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在人文精神转型中，要把以传统文化为主体的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与以现代商业精神为主体的现代

人文精神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人文精神的转型，使经

济增长的方式更加现代化，从而为经济增长质量的

提高提供精神动力。
4． 生活方式的转 型 使 经 济 增 长 的 结 构 更 为

合理

生活方式的转型是指从传统生活形态向现代生

活形态的转变。在传统形态生活方式中，人们的消

费层次低下，重积累、轻消费; 而现代生活方式中，人

们的物质需求层次不断提高，且逐渐多元化，消费不

再是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而成为人的物质享受，引

领着生产活动。在精神文化生活领域，传统社会形

态的特点是集体规则抑制个体自由。在现代形态的

生活方式中，人们的精神和文化需求进一步突出，不

再局限于物质层面的需求，日益转向休闲活动和娱

乐活动，带有更多的个性化特征，社会对于个人生活

的限制逐步减少。从人的发展角度来看，这种变化

体现了人的能力需求层次的提高。传统生活方式中

人们的生活节奏缓慢，而现代生活方式中人们的生

活节奏加快。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会引起社会生产

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引发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

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一方面，生产决定消费，这就意味着产业结构决定着

消费结构。在生产中投入一定比例的生产资料，若

能实现充分生产，产业结构就被确定。此时如果产

品能够被完全消费，则消费结构也将随之确定; 如果

生产出的产品不能被完全消费，还有剩余，会引致厂

商下一轮在生产该产品时缩减生产规模，逐步实现

生产和消费均衡。另一方面，消费引导生产，即消费

结构变动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当居民消费需求及

其结构发生变化时，市场信号会引起投资方向变化，

从而改变产业结构，使其发生变动。

三、以社会转型促进经济增长
质量提高的路径

当代中国的转型已经由经济转型阶段转向综合

转型阶段，转型的范围已由体制转型、经济转型扩展

到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不是单纯的社会制度的转

型，也包括社会结构转型，即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因

而通过 社 会 转 型 促 进 经 济 增 长 质 量 提 高 的 路 径

在于:

1． 实施新人力资源政策，实现人口结构与就业

结构的均衡

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已进入老龄化阶段，人口

红利正逐渐消退，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长期经济增长

就要寻求新的增长红利，其中人力资本红利即其一，

就是通过提高人口整体的素质，来解决由于人口结

构转变带来的人口问题。推动从人口红利向人力资

本红利的转变，重点要解决当前经济增长中人力资

本与经济结构的错配现象，与产业升级相配套，面对

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日益兴起和对人力资本、研发技

能等先进要素需求日渐增长的现实，要加大对人力

资本的投入。主要途径是改革人力资源的培养机

制，加大教育投入，优化教育结构，使教育为整个产

业结构升级提供支撑; 同时要重视劳动力培训和素

质提高，完善创新人才的管理制度，为新兴产业的发

展和创新型经济的形成提供高端人才的支持，最终

通过劳动力供给结构升级来保证产业升级和结构调

整的实现。除此之外，要完善创新人才的激励制度，

为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的转变创造制度条件，

使经济结构与人力资本结构在质和量上相互适应和

匹配。
2． 实施新型城市化，建立城乡平衡社会

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市地区集中和

集聚，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农村生

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依据经济发展理论，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而在 20 世纪西方国家

完成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背景下，传统城市化带来

的是不合理、高污染的工业布局。根据二元经济结

构理论，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工业化的发展将“二

元”转变为“一元”，而发展中国家则普遍存在着技

术不发达，农村人口相对过剩的局面，若是按照传统

工业化发展方式，必然要走依靠以消耗能源、牺牲环

境为代价的外延式城市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战略除

了影响增长的质量之外，还会加剧二元经济结构的

分化。新型城市化则与传统城市化不同，它建立在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之上，强调生态建设、资源节约和

环境保护，强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
境之间的和谐，是一种统筹城乡的和谐发展的方式。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要素市场分割、劳动力市场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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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金融市场的分割则将因新型城市化打破传统市

场体制、城市管理体制造成的障碍而被统一。新型

城市化“强调充分发挥城市与乡村各自的优势和作

用，建立城乡统一的市场，使城乡各生产要素在流动

与循环中达到最优化配置和功能互补”［13］，形成完

善的市场体系，让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合理流动、进行

有效配置，解决城乡二元就业结构带来的劳动力市

场分割问题。新型城市化在产业结构上形成了一个

有机的整体。中心城市作为周围区域的发展极，中

小城镇以生产性功能为基础充当中心城市向农村扩

散的中介，以及农村向城市集聚要素的节点，而农村

以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支撑城市对要素的需求，

实现城乡双向流通的统一。
3． 加快社会信息化，促进生活方式的变革

随着信息化进程的深化，信息资源在经济增长

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因这些信息资源分散而

无法共享，制约了地区、部门间的信息交换与共享。
信息的不畅通和不对称造成了市场不健全和社会发

展不平衡，因此大力推进社会信息化战略是促进社

会转型的一个重要途径。

社会信息化是指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应用信息技术，利用信息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加速

现代化发展。社会信息化建设包括四个方面的内

容: 企业信息化建设、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社会信

息化系统建设和社会管理信息化。实现信息资源跨

部门、跨行业的整合和共享，可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

率，降低社会运行成本。

社会信息化一方面运用信息化的技术手段改造

传统产业，通过应用通信、网络等信息技术手段，通

过生产过程智能化、管理方式信息化、营销手段信息

化来为工业化发展提供数字化、电子化的生产装备

支持，为推进工业化提供系统软件支持。另一方面

强化信息资源共享，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信息不

对称和信息不完全问题，不仅促使社会和谐发展，而

且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提高。
4． 推进社会知识化，加快劳动力结构的转变

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使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都

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发

展以及社会知识化战略的实施，我国先进社会生产

力得到很大发展，劳动力结构由传统工人阶层向现

代知识阶层的转变，提高了人力资本的质量。由于

中国经济结构正在从传统的工业结构向现代产业结

构迈进，第三产业不断成长。在现代产业结构中，第

二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

产业有不断增长的趋势。知识的创新不再是为了农

业以及工业生产工具的需要，而是要整合知识创新，

跨领域地应用知识。因此，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也必

须提高，要通过知识的积累实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

置。同时，由于传统农业的改造，农业的产业化经营

以及新农村的建设也要求农民必须提高知识技能，

以适应未来知识经济的需要。
实施知识化战略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需要从

普及教育和创新教育两方面进行。普及教育的任务

是普及科技教育，培养科学态度，发展科学研究能

力，增强创新意识; 提供更多参与科技活动的机会，

提高创新能力; 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活动，增强人们

对科学技术的兴趣，指导各类科学教育活动，大力开

展科技培训等。［14］而创新教育的任务是鼓励知识创

新，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公民科学素

质。要制定政策法规，加大公共教育投人，鼓励知识

和技术创新。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崇尚科学、鼓
励创新的风尚，推动学习型社会的建立，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
5． 倡导合理消费理念，为消费结构优化提供

支持

由于消费结构通过影响产业结构来改变增长质

量，因而适时地引导消费结构或者为消费提供良好

的保障成为提高增长质量的重要途径。在引导消费

结构方面，首先要确保社保制度的完善。社会保障

作为整个社会最基本的保障体系，对人的消费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体

现了整个社会的福祉，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大多数居

民的消费倾向，提升消费层次，从微观上影响着人们

的生活质量，这正是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基本伦理

要求。因此，政府应该在社会福利方面加大财政投

入的力度，提高社会保障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继续拓

宽以住房、医疗等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障的范围; 建

立规范、透明、适应市场要求的经济管理体制，从而

形成一种正常、健康、合理的消费体制，使得产业结

构能够依据良好的消费结构释放的信号进行调整和

变动，从而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来提高增长

质量。
但是这种社会保障的建立应以提倡适度消费、

勤俭节约的伦理道德为基础，使人们意识到物质生

活的改善不在数量而在质量，能以道德规范的形式

约束人们的过度铺张的消费行为，从而使整个经济

体系形成一个良性的增长。
6． 实施和谐社会战略，促进利益和谐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原有的

利益格局已经被打破，新的利益格局正在逐步建立

中，且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多样化的利益诉求。
这种情况表明，如何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是中国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客观需

要。中国经济社会经过改革开放后 30 多年的发展，

虽然在经济成就方面成绩斐然，但由于这种经济体

制以及相关制度不完善和不健全加剧了社会阶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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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使经济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矛盾和问题丛生，诸

如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存在，

这些都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所以只

有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妥善处理好诸多

利益冲突，才能为营造我国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和全

面进步的良好环境，为谋求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提供

可靠的保障。
实施和谐社会战略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首

先应当实现依法治国，完善制度保障，调动各方面积

极因素，有效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建立完善的分

配制度，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让一切劳动、知

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进发，一切

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并兼顾初次与再分

配、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

包容性发展。同时社会各阶层之间应互相尊重、互
帮互助，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愿望都应得到尊重，

各类创造性活动都应得到应有的支持。建立健全社

会组织机制，完善社会管理，形成良好社会秩序，让

人们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最后，通过实现生态文

明，保障自然环境，促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降低经

济增长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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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by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ＲEN Bao-ping，GANG Cui-cui
( College of Economic Administration，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27，Shaanxi)

Abstract: China is undergoing a transition from pre-transformation to post-transformation，whose domain has
expanded from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o social transform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classifies into soc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humanity transformation． The former depends on demographic structure，employment
structure，urban and rural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for transformation，while the latter relies on transformation
of men，form of personality and way of life for economic growth． Currently China has entered in the period of post-
transformation． In this period we should speed up transformation of our society to enhance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
ty of economic growth by introducing a new policy of human resources，bringing into action the steps for new urban-
ization，quicken social informationization，promoting social better education，and advocating reasonable consuming
conception and interest．

Key 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humanity transformation;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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