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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浙江民生经济稳定发展探讨 

陈俊华 

（恒元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 311200） 

【摘 要】2009 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浙江省委、省政府执行“保增长、抓转型、重民生、促稳定”

的各项部署，扎实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事业得到了全面发展。 

【关键词】2009 年；浙江；民生经济；稳定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3－0038－02 

一、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2008 年第四季度以来，美国因次贷危机导致金融形势不断恶化，世界经济遭遇金融危机，但对中国经济造成的直接冲击有

限，一些专家认为，全球经济“地震”频发但中国经济仍然向好。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中央、国务院全面分析，决策

果断，及时出台了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各大经济体纷纷采取力度空前的金融救援和经济刺激措施。在这些措施作用下，国

际市场信心有所恢复，经济开始出现逐步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迹象。中国经济能够最大限度地减缓外界冲击，表明中国政府管

理经济的模式凸显优势，政府救市值得肯定。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巨变中，通过自身的结构调整、强化风险监管，变外部危机

的不利条件为经济转型的良好机遇，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的局面，国民经济总体回升向好。 

二、民生建设的内容 

民生概念随着历史阶段的演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动态发展的特征。总的来说，民生建设包括三个层面上

的具体内容。 

第一个层面的内容是指满足民众基本生存底线。这一层面上的民生问题主要侧重民众基本的“生存状态”，即保证每一个社

会成员“有尊严地生存下去”。民生建设的具体内容包括：社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保障性住

房等等。 

第二个层面的内容是指提供民众基本的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人不仅要有尊严地生存下去，还要有能力生存下去。这一层

面上的民生问题主要侧重民众基本的“生计来源”，即社会成员基本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民生建设将着力于为民众提供起码

的发展平台和发展前景，包括促进充分就业、进行基本的职业培训、提供公平合理的社会流动渠道，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权益

保护问题(如劳动权、财产权、社会事务参与权)等等。 

第三个层面，民众的社会福利状况得到集中体现。这一层面上的民生问题主要侧重民众的生活质量。当一个社会解决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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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基本生存和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之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财力的提升，随着现代制度的全面确立，进一步发

展民生事业则需要考虑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使生活质量得以全面提升。比如，建立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住

房公积金普及到每一个劳动者等等。这一层面的民生问题在现阶段尚未实现，将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列入改善民生的中长期目标

体系当中。 

从现实和操作逻辑看，民生建设上述三个层面上的内容具有一种逐层递进的关系，前一层面内容的基本实现是后一层面内

容实施的前提条件。 

三、民生经济的内容 

民生经济在经济学上没有具体的概念，可以理解为能够促进就业、促进解决民生问题、提高民众收入的经济模式，比如说

非公经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大力发展，这样中国的内需才会真正启动起来。民生经济，就是把保障和改善中低收入社会

成员的生存发展条件作为主线贯穿于生产、分配、消费等经济运行的全过程，通过理顺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比价

关系，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率，提升社会总福利水平的经济发展模式。 

民生建设由“民生社会”的建设过渡到“民生经济”的发展，对民生概念是一种扩充，标志着我国民生建设将进入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 

第一，民生经济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统一的发展路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忽略了

社会建设对经济发展的协同作用，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社会问题频发，经济运行受阻。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经

济发展也进入一个转型期，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民生经济，将实现

以经济运行的手段推动社会建设，以社会发展为目标调整经济结构。民生经济为改善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均衡现象提供了可

行的路径，为确保经济社会协调有序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二，民生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集中体现。市场经济就是运用市场规律配置资源，突出效率原则；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则在参考文献：
[1]
 2009 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增添了政府宏观调控，兼顾了效率与

公平；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体系，避免了市场机制难以避免的恶性竞争，也使人们免除因失

业、疾病、生育、养老而带来的生存困境，而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众的根本利益，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正是民生

经济的根本要义。 

第三，民生经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基础和执政方针。民生经济要求在三个层面努力满足劳动者的需求：在物质层面，

提高劳动者的收入、福利水平，提高其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精神层面，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提升其精神状态、

社会地位和满足感；在发展层面，为劳动者及其后代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针对社会福利对象，民生经济体现了追求公平、实

现平等，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理念，是实现社会福利化的一种途径。 

四、浙江民生经济的发展 

2009 年，浙江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发展民生经济,解决内需不足问题，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和民生经济稳定发展。让我们

用下列四个方面的数据说话。 

(一)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2009 年，年末全省常住人口 5 180 万人，比上年增长 1.17%。其中，男性人口 2 614 万人，女性人口 2 566 万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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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占总人口的 50.5%和 49.5%。全年出生人口 52.6 万人，出生率为 10.22‰；死亡人口 28.8 万人，死亡率为 5.59‰；全年

自然增长人口 23.8 万人,自然增长率为 4.63‰。 

据对全省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 611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0 007 元，扣除价格因素，

分别比上年实际增长 9.7%和 9.5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 9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 25 年列全国各省区第一

位。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衡量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为 0.2935，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0.3634。城镇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 16 683 元，比上年实际增长 11.6%；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7 375 元，实际增长 6.2%。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

系数 (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 33.6%，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37.4%，分别比上年下降 2.8 和 

0.6 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居住条件继续改善。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35.1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 59.3 平方米，城乡居民家

庭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继续增长。 

各项社会保障待遇进一步提高。年末全省企业养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 432 万、

1 174 万、1 331 万、784 万、750 万，分别比上年增加 138.4 万、119.8 万、69.3 万、53.4 万、60.7 万。企业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935.8 亿元，支付能力达到 32 个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488 万人，386万名被征地农民参加

社会保障。全省企业退休人员月平均养老金待遇为 1 445 元，继续位居全国省区第一。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机制继续完善，保障能力不断增强。2009 年，全省参合人数 3 035 万人，参合率为 92%，人均筹资水

平 179 元，所有县(市、区)人均筹资全部达到 140 元以上。全省共有 170 万人次得到住院结报，5 000 万人次得到门诊等结

报，报销支出住院费用 43 亿元，报销支出门诊等费用 12 亿元，住院补偿率为 36.5%，门诊补偿率为 24%。 

社会救助工作机制逐步健全。据初步统计, 全省现有在册低保对象 69.8 万人，比上年增加 1.1 万人，支出资金 11.8 亿

元，增加 2.3 亿元。全面实施医疗分类救助模式，开展即时救助。全省全年共筹集医疗救助资金 5.1 亿元，支出超过 5 亿元，

除资助 133.5 万名五保、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众参加医疗保险外，救助困难群众近 40 万人次。全省五保、“三无”对象集中供

养率分别为 95.5%和 99.1%。全省年新增各类养老机构床位数 1.5 万多张，新建市、县(市、区)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32 个、乡

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308 个、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510 个、农村“星光老年之家”4 100 多个。年内共发行各类福利彩

票 49.3 亿元，增长 21.2%，筹集公益金 15.9 亿元。 

(二)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业 

2009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0 74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2%，其中限额以上投资 9 906 亿元，增长 15.8%；限额以

上非国有控股投资 6 265 亿元，增长 10.8%，占全部限额以上投资的 63.2%。 

在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 57.5 亿元，比上年增长 59.3%；第二产业投资 4 291 亿元，增长 8.9%，其

中工业投资 4 253 亿元，增长 8.7%；第三产业投资 5 557 亿元，增长 21.5%。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2 254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1.4%。商品房销售额 4303 亿元，增长 1.3 倍。 

(三)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 62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7.3%。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 5 

77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3%；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 2 851 亿元，增长 14.9%。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 7 576 

亿元，增长 16.2%；住宿餐饮业零售额 994 亿元，增长 14.1%；其他行业零售额 52 亿元，增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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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销售额中，汽车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30.2%，中西药品类增长 18.0%，通信器材类下降 17.8%，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下降 11.7%，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 13.1%，家具类增长 14.2%，日用品类增长 13.0%，粮油食品饮

料烟酒类增长 6.6%，石油及制品类增长 3.1%，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 5.4%。 

年末全省共有商品交易市场 4 232 家 (含 38 家网上交易市场)，全年成交总额 11 688 亿元，其中有形市场成交总额 10 

745 亿元，比上年增长 9.7%。成交额超亿元的市场 633 个，超十亿元的市场 162 个，超百亿元的市场 18 个。全省累计已建

立乡镇连锁超市 1 843 个，已有 14 109 个行政村开设便利店 16 776 个，覆盖率为 47.2%。 

(四)保险 

全年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 645.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 247.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7%；人身

险保费收入 398.1 亿元，增长 6.8%。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 220.1 亿元。其中，寿险业务给付 75.4 亿元，健康险和意外伤害

险赔款及给付 16 亿元，财产险赔款 128.7 亿元。 

展望 2010 年，面对依旧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统计机构须密切关注经济发展动态，充分发挥统计在政府宏观调控和产业

发展中的引导作用。一方面要强化监测、深入分析，为党委政府正确应对当好参谋助手，另一方面要夯实基础、深化改革，着

力提高统计质量，持续推进统计能力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