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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于中琴

“三步走
”

发展战略的量化考察及难点探讨

1979年末，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国情，提出了
”

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千

美元，算是一个小康水平”(i) 的战略目标。 1987年中共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和我

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确立了
“

三步走 ” 的经济发展战略身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

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

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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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转眼已到1998年，已进入实施第二步经济发展战略的尾声，我们的目标实现得怎样了？余

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本文将对前一个问题作数量上的考察，对后一个问题作难点探讨。

“三步走 “ 发展战略的第一步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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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目标已如期实现了。198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4470亿元，人均457.7元，

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17686.1亿元，人均1558元。 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分别比1980年

增长了2.36和2.03倍，均翻了一倍多。年平均增长分别达8. 97％和7.34%。按1980年汇率

计算1990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608美元。1980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90美元。

增长了2. 09倍，也翻了一倍多。 从人民生活水平角度看，城市居民的生活费（年人均）由1980

年的440元增加到1990年的1387元，人均月生活费收入60元以下的户数占总户数的比重由

1980年的55.36％降至7.38%。 农民人均收入（年）由1980年的191.3元增加到1990年的

629.8元，人均纯收入（年）200元以下的户数占总户数的比重由61.6％降至3.6%。 在这个阶

段中，仅
“

七五 ” 时期全国1.2亿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中有8000万人摆脱了贫困，达到了温

饱。 有36个城市8281万人口人均（年）国民生产总值已突破800美元（ 按1980年汇率计算），

已开始步入小康水平。
“

三步走 ” 发展战略的第二步规定，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

到小康水平。 离这 一 目标规定到达的时间还有2年，进展如何？

事实上，这 一目标中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我国已在1995年提前5年

完成。1995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57650亿元，按物价指数看，1980年—1995年物价涨

了3倍多，这样1980年的产值4420亿元折合成1995年的产值为13260亿元，翻两番是53040

亿元，1995年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要比这个数字多出4610亿元。 可见，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

在1995年已超额完成了。 由于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城市居民生活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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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均，下同）由 1990 年的 1387 元增加到 1995 年的 3400 元，农民生活费收入由 1990 年的

629. 8 元增加到 1995 年的 3000 元，扣除物价因素之后，城市居民实际收入比 15 年前增加了

1. 3 倍，衣民增加 1.7 倍。很显然，国民生产总值在 2000 年比 1980 年翻两番已不成间题，而且

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步入小康生活水平。

由于经济总量往往是指一国经济发展的总规模，按照国际惯例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
水平的衡量指标通常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表示，又由于第二步经济发展战略，指国民生产总

值翻两番的目标在 1995 年已提前完成，中央在制定“ 九五”规划时，对 “ 九五“经济奋斗目标做

了些调整，即调整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要比 1980 翻两番，而不仅仅是总值。 这样的提法，实际

水平是提高了，因为人口在这 15 年中增加了 3 亿，按 1980 年价格算增加了 3 亿人应多增加国

民生产总值 5000 多个亿，按现行价格算要增加 1 万 7 千亿，这个水平明显比原来提高了。实现

这一目标的难度如何呢？根据最新版的中国统计摘要 (1996 年版）的数据，假设 1980 年不变价

国民生产总值等于 1980 年现价国民生产总值， 2000 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

即达到 1980 年的 4 倍，457.7X4=1830. 8 元，根据统计数据到 1995 年末，我国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1980 年价）已达 1600 元
、

，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的奋斗目标 1983.8 元

只差 230.8 元，在 1995 年的基础上，只要人均再增加 230.8 元，或在 1995 年基础上，人均再增

长 14. 43%，即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 这样平均每年只需增长 6.5%，五年即可增长

14. 43%,6. 5 ％的增长率显然是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的，如果按国家经济信息中心预测的

结果测算，（1995-2000)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9％左右，那么，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 1995 年价格
计算，将由 1995 年的 4754 元上升到 2000 年的 6820 元，折合 1980 年不变价格，约为 1980 年

的 4.3 倍，超额完成了 2000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二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人均生

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

在“ 三步走 “经济发展的战略中，提出了温饱、小康、富裕的发展序列，那么，温饱、小康的标

准是什么？如果用一 般生活水平的概念来看，辞海的解释是，温饱指家庭经济比较桔据，刚刚够

得上穿得暖，吃得饱。 小康指家庭经济比较宽裕，生活可以安然度日。 明确把温饱、小康、富裕

作为划分生活水平的一个阶段或一个层次，国际已有的标准就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所使用的恩

格尔系数，即从消费结构上考察，用食品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表示贫困、温饱、小康及富

裕。 联合国联衣组织规定如表1所示。
表1

生活水平划分

恩格尔系数

绝对贫困

>59%

温饱

50-59%

小康 富裕 最富裕

40-50% 20-40% <20% 

但是我们知道，在“ 三步走 “发展战略中提出来的温饱、小康概念是根据中国国情提出来

的，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生活水平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发展水平的阶段性标志，目前国际上最通

用的发展水平比较就是世界银行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标准。 虽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

全面地反映社会发展的状况，但它本身作为一个综合的经济指标可以作为划分发展类观和进

行国际比较的通用标准。 根据世界银行按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下同）划分的中下收人国

家，参考恩格尔系数的标准，我国学者作出下表（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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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发展阶段 贫困型 温饱型 小康型 富裕型

收入水平 最低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 下中等收入国家 上中等收入国家

人均GNP（美元） 200以下 200-600 600-2000 2000-6000 

恩格尔系数 59以上 50-59% 40-50% 20-40%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研究参考资料》第5页。

如果用人均GNP水平来看，我国可如期达到战略目标的指标，上文已有数据说明；如果

从恩格尔系数来看，1990年，平均水平低于城市居民水平的全国农民的消费结构序列为吃

58. 9%，居住17.3%，用品、服务性支出及其它为16.1%，穿7.8%，亦已摆脱贫困，步人温饱

有余的生活。 而且部分地区已提前实现小康水平。

然而不容置否的是，我国还有590个贫困县，约6500多万贫困人口，其中东部地区105

个，占17. 7%；中部地区180个，占30.4%；西部地区307个，占51. 9%，按人口计约90％集中

在中、西部地区近6000万人，他们大多数生活在交通不便、基础设施极差的深山区、裸石山区、

荒漠区、高寒区、黄土高原及地方病多发区和边缘缺水区。

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的加剧、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已经引起了国内外政界人士和

经济理论界的高度关注。1995年10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 ”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已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

差距作为一条重要的指导方针，足以说明党中央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

的心愿。 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即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扶贫的任务也很重。

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三步目标是，到下世纪中叶即205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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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
“

发达国家水平”是动态指

标，具有时间性。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达国家水平在不断提高。21世纪中叶的中等收入

国家水平应该高于20世纪末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只有达到21世纪当时 的发达国家水平才能

认为中国在21世纪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 那么，这个目标之可行性如何呢？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曾作过一份题为
“

机遇与挑战一 中国走向21世纪的经济

发展目标和基本发展战略研究”的报告，这份报告称，根据模型计算，中国在21世纪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将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 一 步约在2020 —2030年中国将在经济总量上达到世界第
一 。 第二步约在2040-2050年中国将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重要经济指标上达到20世纪末

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第三步，中国可能在21世纪末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和

人均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达到当时世界上发达国家水平。结论是建立在充分的科学依据之上

的。 报告利用投入占用产出技术和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模型的计算结果，预测中国在1990 —

205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如下表（见表3)。

从表中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入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基数变大 ，其

年平均增长率有下降的趋势。这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按照上述增长速度，中国2020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将等于1990年的10倍，203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将等于1990年的19倍。

预计中国在2020-2030年期间在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上可以超过美国、日本、德国、俄国，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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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预测表

时期 年数 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

1990-2000 10 9. 3 9.3-10.2 
2000—2010 10 8.0 8. 0-8. 7
2010-2020 10 7.0 7. 0-7. 8
2020-2030 10 6. 3, 6.3-7.0 
2030-2040 10 , 5. 4 5.4-6.2 
2040-2050 10 4. 6 4. 6-5. 4 

界也居于领先地区。但是我们已经说过，国民生产总值只能说明 一 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规模还不

足以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要 考察这 一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要看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及其他指标。如成人的文盲率，高等教育入学率，实际生活水平，环保费用占国民生

产总值的比重，人均财富等。考虑到人口增长的 因素，预计中国在2050年前后的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为 3万美元左右，以 1990年美元价格计算（下同）， 1990年世界上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的平均数为 19590美元，预计2000年为2.5万美元。因而中国在21世纪中叶在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也可以达到20世纪末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中国在迅速发展，世界包括发达国家在

内也在继续前进。 1965-1990年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 率为

2.4%， 据此推算，2050年世界上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数约为8万美元，较中国

当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1.7倍。 所以中国在21世纪 50年代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与当

时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很大差距。预计到2050年中国在人均实际生活水平、高等教育入学率、环

境保护、国土整治等方面与当时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预计到21世纪末，中国有可能

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其他主要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达到当时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

对中国今后发展还是待
＂

谨慎乐观 ”的态度。

注：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9页。

＊文中出现的其他统计数据，除已注明的以外，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作者单位：上海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邮编：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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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笫41页）保或抵押，这种困难就能得到极大的缓解。对于处于市区、尤其是中心地段的中

小企业来说，土地资源是 一 个极为难得的重要资源。 如何用好用活这一资源，以缓解资金的紧

张局面，其间有许多文章可做。 例如，通过 对土地的重新评估，资产有望升值，从而降低资产负

债率，提高偿债能力。 此外，以土地作为担保，以便获得第三方的贷款担保，就可以回避企业不

能直接以土地担保从银行贷款的难题。

中小企业除了直接从银行贷款以外，还可以采用间接的方法从银行或通过银行从其他途

径获得资金。这是银 企关系的另 一方面。中小企业为了解决临时性的资金周转的需要，有时并

不一 定非要立即从银行贷款，发行商业票据就是 一种有效的方法。企业之间 如因不够熟悉或其

他原因而不愿接受商业票据，开票企业可请银行承兑。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单位邮编为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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