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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包容性发展既是一种发展理念，也是一种发展方式，其核心内容是公平合

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促进发展的协调与均衡。包容性发展理念为中国社会政策的

设计和完善提供了价值基础和行动指南。中国社会政策的建构要追求公平正义、注重协

调发展、强调权利保障、重视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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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包容性发展的内涵

包容性发展 ( inclusive growth) 最先由亚洲开发银行提出。2007 年 10 月，亚洲开发银行召

开了以“新亚太地区的包容性发展与贫困减除”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会议明确提出: 发展必

须具备包容性、可持续性以及更为民众所认同。作为一个全新的发展理念，包容性发展主要体现

在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报告 《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 ( 2007) 、世界银行 《2006 年世界发展

报告: 公平和发展》、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 《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

略》 ( 2008) 等一系列研究报告当中。包容性发展理念已在国际上得到广泛接受，并成为一些国

家、地区和国际机构的指导思想和核心战略。
2009 年 11 月 15 日，胡锦涛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发表题为 《合力应对挑战，推动持续发

展》的重要讲话，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发展”①。2010 年 9 月 16 日，胡锦涛在第五届

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发表 《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发展》的致辞，强

调“包容性发展”，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包容性发展的认识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主要途径。胡锦涛

强调，“实现包容性发展，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

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②。
包容性发展在国际、国内受到高度关注，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尽管学者们对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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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发展的理解各异，但是，综合来看，学者们都认同机会平等和成果共享是包容性发展的核心内

涵; 都强调包容性发展是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包容性发展既是目的，也是

手段，它是一种把经济增长过程和结果有机统一内嵌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①。包容性发展在

下述四个方面形成共识: ( 1) 改善不平等或收入分配状态; ( 2) 扩展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

体获得发展的机会; ( 3) 提高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参与增长过程的能力; ( 4) 确保社会

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公平地享有增长成果②。
包容性发展指的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它更倡

导一种机会平等的增长，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包容性发展包括以

下要素: ( 1) 让更多的人享受经济发展成果; ( 2) 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 ( 3) 加强中小企业和

个人能力建设; ( 4)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 ( 5) 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

易保护主义; ( 6) 重视社会稳定。包容性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

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胡锦涛指出，“要实现包容性发

展，应该坚持发展经济，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

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 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

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 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

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③。

二、包容性发展的特点

在发展理念上，包容性发展强调公平正义。包容性发展强调社会公众都能公平、公正地共享

改革与发展成果，强调发展的共享性、公平性、公正性。共享性是指社会公众都能平等地享受到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公正性是指社会公正，表现为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和公共权力运行的合法

性，目的是实现社会正义; 公平性是指社会公众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方面机会均等④。
在发展目的上，包容性发展注重以人为本。包容性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

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包容性发展突出对民

生问题的关注，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包容性发展把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与改善民生联系起来，进一步明确了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是以人为本，而衡量转变发

展方式成功不成功、成效大小的一个根本标准就是看民生保障和改善的状况⑤。
在发展内涵上，包容性发展重视科学发展。包容性发展强调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础上

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进步的过程。包容性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更加注重抓好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强调要全面推进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发展。
在发展机制上，包容性发展突出协调发展。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出

现了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主要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
包容性发展要求对这种不平衡加以调节和控制，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

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是在社会中发展、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发展、依靠社会力量

发展，最终也是为了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基础和根本保障，这就要求必

须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包容性发展理念要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到经济

17

①
②
③
④
⑤

杜志雄、肖卫东、詹琳: 《包容性发展的理论脉络、要义与政策内涵》，《中国农村经济》2010 年第 11 期。
叶初升、张凤华: 《发展经济学视野中的包容性发展》，《光明日报》2011 年 3 月 18 日。
胡锦涛: 《合力应对挑战，推动持续发展》，《人民日报》2009 年 11 月 15 日。
竹立家: 《正确理解包容性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实质内容》，《学习时报》2010 年 12 月 20 日。
李民、张亚勇: 《包容性发展理念对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和深化》，《领导科学》2010 年第 12 期。



社会科学 2012 年第 1 期 向德平: 包容性发展理念对中国社会政策建构的启示

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以此来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

发展。在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结构失衡、发展成果的普惠共享程度不够等问题。包容性发展理

念要求加大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结构的调整，实现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居民收入增

长与经济增长同步①。
在发展方式上，包容性发展追求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着力点，注重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技术，以求

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谋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包容性发展理念对社会政策的启示

包容性发展有着四个层面的基本要义: 经济增长、权利获得、机会平等、福利普惠②。包容

性发展作为一种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理念一脉相承，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制定和

完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一) 追求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追求公平正义的过程。包容

性发展是强调人人有平等机会参与增长过程，并分享增长成果。包容性发展即为建立在机会平等

基础上的经济增长③。Ali and Zhuang 将包容性发展界定为机会平等的发展，认为机会平等是包

容性发展的核心，包容性发展一方面强调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强调通过减少与

消除机会不平等来促进社会公平④。世界银行认为，为了使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成功，还必须致力

于实现机会均等，让人人都拥有分享增长成果的公平机会⑤，以增强增长成果的广泛共享性和共

享的公平性，提高民众的福利水平。
从人类发展的广义内涵上来看，民众的发展既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最重

要手段⑥。过大的或者不断扩大的收入和非收入差距使得增长成果难以惠及所有民众，长此以往

会削弱社会凝聚力、降低制度和政策的有效性，最终会损害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由个人背景或

所处环境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大多反映的是 “机会不平等”，是社会不公的表现，通常由制

度、市场与政策的不完善与失灵所造成。世界银行区分了 “机会的不平等 ( 包括就业、受教育、
接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机会等) ”和“结果的不平等 ( 包括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 ”这两个

相关而又不相同的概念⑦。从公平角度看，机会平等要比结果平等更为重要。因此，促进和实现

包容性发展，除了要重视努力实现高速、有效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
努力消除民众尤其是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和所面临的社会排斥外，还要倡导和保证机

会平等，通过机会平等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缩小结果的不平等，增强增长的广泛共享性和共享

的公平性，不断提高民众的福利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机会平等和社会公平正义正是包容性发

展的核心要义所在。
中国要建立包容性的社会政策，就必须在以下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

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 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加大公共财政的

社会保障投入，扩大各类社会保险覆盖面; 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

加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衔接和协调。
( 二) 注重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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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包容性发展而非单一的 GDP 增长。当前，中国之所以会特别关注或强调 “包容性

发展”，是因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经济发展不

平衡的状况，具体表现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及群体差距扩大; 不同群体分享社会公共服务不

均; 贫富差距扩大。这种发展与分享的不平衡性，是“不包容性发展”的典型表现。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国政府逐渐形成并确定了以 “坚持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新的发展观。新发展观提出了 “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理

念，强调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努力实现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与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是一致

的，中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本身就具有 “包容性发展”的含义，只有更加全面、
均衡地发展，才能使得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步进行。

经济增长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但是经济增长并不是发展的全部内容，包

容性发展反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方式，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政策应在

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重点推进民生型社会事业的发展，重点放在城乡保障性住房建设、居民基

本养老、医疗健康服务等一系列社会保障事业方面，加强政策的倾斜性并提高政策执行的力度，

以提高人均福利水平，较好地实现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目标。
包容性发展还要求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包容性发展绝非单纯的

“物化层面”的增长，而是强调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改善的和谐统一。因此，要促进发

展方式的转变，实现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加大生态环境的恢复性投入，加大生态保护的奖励

力度;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使生态资源型地区摆脱 “资源依赖症”，走上一条低污染、低

能耗的人与自然和谐包容的增长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包容、和谐式的增长。
( 三) 强调权利保障

包容性发展是一种“权利增长”，解决的是权利贫困问题。所谓包容性发展，强调的是社会

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其核心要义是消除社会排斥、实现机会平等和公平参与。
Tandon and Zhuang 认为，发展中国家除了收入差距外，非收入方面的差距也在扩大，其中

最受人关注的是民众在接受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其他基本社会服务等方面所面临机

会的不平等。而这主要是缘于民众尤其是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各种权利 ( 包括政治权利、经

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等基本人权) 的被剥夺和被侵蚀，以及由于等级地位、权势和财势、城乡分

割制度、地理位置、性别以及无能力等原因而遭受到的各种社会排斥①。社会排斥表现为劳动力

市场上的排斥、信贷市场上的排斥、与性别相关的排斥、社会保障制度上的排斥等。可见，民众

的权利贫困和所面临的社会排斥是导致其贫困的重要原因。因此，倡导和推进包容性发展，就消

减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和所面临的社会排斥，强调和重视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平等地

享有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其核心标志是民众逐步摆脱权利贫困和

社会排斥，使个人基本权利不断得到扩展和保护，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 四) 重视能力建设

包容性发展重视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以帮助人们把握经济机会。持续的经济增长为人力资本

的不断改善提供了资源，而人力资本的提升使人们可以为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随着教育变得

更为普及并被人们更平等的获得，低收入人群将更容易寻找经济机会，同时其后代继续成为弱势

群体的可能性将减少，这种情况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善收入分配。对于弱势群体而言，教

育可能是脱离持久贫困的最重要决定因素。考虑到教育、健康医疗以及其他社会服务方面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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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以及较强的外部性，因而各国政府在这些公共服务领域的平等获得方面扮

演了关键角色。
增加在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方面的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其他基本社会服务的投

入，以提高社会成员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这是政策制定者必须坚持并努力实现的基本政策目标，

也是推进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 责任编辑: 薛立勇)

Some Revelations on Chinese Social Policy Construction
from the Inclusion Development Concept

Xiang Deping

Abstract: The inclusion development is a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is also a development mode.
Its core content is making all population to share development results fair and reasonably. The state of
balanc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its goal. The concept provides some new basic values and action
guides for Chinese social policy design and improvement. So， we should pursuit fairness and justice，
focus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rotect civil rights and improve the citizen s 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social policy construction. These contents are the target of Chinese social polic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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