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十二五”如何发展，学术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安徽省社会科学界第五届学术年会总共收

到481篇学术论文，为历届征文之最。

而昨日，本届学术年会四篇一等奖论文，从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四个方面，为安徽人如何为十二五

发展出力，也给出了建议。 记者 任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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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特征 由欠发达、低收入变成中等发达
即将到来的安徽“十二五”，安徽将

迈入中高收入省份的行列，这是一个重

大的历史转折。自清代康熙初年安徽建

省迄今300多年的历史，安徽一直位列

国内经济欠发达、收入低水平的省份，而

今终将迈过由欠发达转变为中等发达的

“门槛”。昨日，参与安徽“十二五”规划

前期课题研究的安徽日报理论部主任宋

宏首先开门见山地描绘安徽“十二五”的

蓝图。

可以预期，到“十一五”期末，安徽的

地区GDP可达到12000亿元人民币，人均

GDP约为2800美元左右。按照近5年的

平均增长态势，预计在“十二五”时期安徽

地区GDP将翻一番，超过2亿元人民币、

人均GDP则将越过4000美元的水平线。

这一人均GDP水平线的意义非同一

般。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中，以世界银行

2006年的标准，各国各地区按人均GDP

划分，3500-10800美元为中高收入，这意

味着我省将在“十二五”的阶段跨入中等

发达的“门槛”。

学术界描绘“十二五”的安徽：

我省将迎来建省300年“蝶变”
●迈入中等发达行列 ●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

安徽的“十二五”究竟是什么样子，安徽的学术界也有话说。

在昨日，安徽省社会科学界举办的题为“面向十二五：新起

点，新跨越”的第五届学术年会上，学者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

来：安徽的“十二五”将迎来安徽建省300年以来的“质变”，跨越

中等发达的“门槛”，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 记者 任金如

人均 GDP 超

过4000美元
注重幸福感

安徽“十二五”的社会结构，也将由

历史上一直呈现的“大洋葱头型”（低收入

群体占比极大，社会阶层也相应简单），进

化成“橄榄型”，即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阶

层逐步成为占比最大的社会群落。

“比如，未来将出现很多新的职业和

新的就业族群，由此形成新的阶层。其中

的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阶层将迅速发育

和成长，中产阶层内部的结构也日益多元

和丰富。我们要克服现在广泛存在的仇

富心理，培养新型阶层。”与会学者说。

同时，还有一个新变化值得关注，即

安徽人口社会老龄化。未来10年，我省将

达到“重度老龄化社会”。

由“大洋葱头型”变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我省学者认为，以往只强调照顾弱势

群体，这还显得单一，而今后将必须全面回

应社会不同群体的多元要求，为全体民众

在就业、医疗、住房、养老这些方面建立健

全基本社会保障体系，为社会公众构筑起

一张基本的安全网。社会管理方式也发生

变化，从原来政府单一化、单向型管理转变

为政府、公众、社团等互动型、网络化的管

理方式。

安庆师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士群认为，高质量社会的表现是，人与

人、人与集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相处，“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

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安

徽可以借鉴“重庆经验”，在经济上GDP总

量和人均不太高的城市，让居民的幸福感

更高。

所需要做的工作是，在政府主管的前

提下，更多地鼓励市民参与到社区等公共

事务的建设和管理中。

学者纵论我省“十二五”发展

社会质量 由强调照顾弱势群体变成注重幸福感

安徽大学政治学系陈义平教授，在

《安徽政治生态建设：路径选择与绩效评

估》一文中，初步设计了安徽政治生态建

设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在他看来，安徽政治是否生态，首先

要考核的是党的领导与执政指标、政府管

理与服务指标、社会冲突与和谐指标、民

间组织培育与发展指标以及公民政治参

与指标。

再细化这些衡量指标的结果就是，

安徽政治是否生态，需要了解的是政府开

一次党代会讨论了多少事项、一个地区每

十万人申请了多少专利，每十万人的重大

事故发生率是多少，以及每十万人中有多

少民间组织。

甚至，基层“公推公选”人数、召开听

政会次数等，都是衡量政治是否开明的

指标。

政治上 衡量政治是否开明有具体指标

安徽省财政厅课题组提交的《进一

步支持我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

策研究》一文中，直接点出了我省经济发

展的“软肋”：经济增长结构过多倚重投资

尤其是建设投资，投资结构失调。产业上

投资主要集中于工业领域；城乡上，主要

集中于城市地区。安徽的有效需求不

足。2009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处于中部靠后。整体消费能力较低，消费

率呈持续下降趋势，从2003年的63.4%下

降到2008年的52.7%。

经济外向度一直比较低，2009年，

全省外贸依存度10.6%，远低于45%的全

国平均水平。服务业发展不足，与两湖相

比，安徽三产所占比重分别低于湖南、湖

北4.6和4.2个百分点。

安徽是资源大省，但是资源利用率

低、全员劳动生产率较低、环境问题日益

突出。2008年，全省万元工业增加值产

生工业废水29.2吨，高出全国18.5%。

经济上 发展的“软肋”有待扭转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焦德武研究员在

《财政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中

叹息，与全国相比，安徽省的文化事业费处

于较落后的状态，区域发展不平衡。以2009

年度各市文化事业费投入情况为例，芜湖市

投入占财政的8.52%，而阜阳市投入比例只

有0.91%，人均12.19元。

虽然从 1980年至 2009年的 29年间，

全省人均文化事业费从 0.39 元增加到了

10.96 元，增长近 30 倍，文化事业数量从

2000 年 的 2266 个 增 加 到 了 2009 年 的

14949个，增长了6倍多，三种文化事业主

体“群艺馆、文化馆、文化站”、“公共图书

馆”、“博物馆”，除部分年份有反复外，也

增长迅速，但是“欠账”太多，一时难以赶

上发达地区水平。

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不健全，一些地级

市至今没有图书馆，村文化室建设极少。

文化上 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还需“大输血”

安徽师范大学戴卫东、王杰两位老师，

为安徽的“十二五”构建了“三类型区”城乡

低保统筹模式。

考查历年各城市的低保待遇增幅情

况，总体上呈增幅趋势，但区域差距还是比

较大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

2007年相比，2008年低保金标准增幅较大，

如淮北市、滁州市等；二是各城市之间的低

保金水平相差较大。

2008 年 17 个地级市中有 130 多个区

县的低保金大致分布在 160-280 元之间，

其中，以 200-250 元区间值为最多。建议

2013年在经济运行正常以及通货膨胀、物

价指数变化不大的前提下，实施城市“三类

型区”的低保标准：一类型区低保线 355

元/月，二类型区低保线313元/月，三类型

区低保线 278 元/月。农村低保一、二、三

类型区标准：一类型区低保线1426元/年，

二类型区低保线971元/年，三类型区低保

线537元/年。

社会上 构建“三类型区”城乡低保统筹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