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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统筹发展能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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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五个统筹”的实质 ,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 ,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和发展模式 ,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青海要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必须做好“统筹”这篇大文章。为此 ,

本文分析了青海统筹发展能力 ,提出了开拓创新统筹发展战略 ,实现青海的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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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海统筹发展能力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青海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各族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社会稳

定 ,各族人民团结和谐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2004年 ,全省生产总值 465. 73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

算 ,比上年增长 12. 3% ;人均生产总值突破 1000美元 ,达到 8606元人民币 ,比上年增长 11. 2% 。[1 ]但

是 ,统筹发展综合能力比全国的平均水平低。

(一 )青海统筹城乡发展能力

城乡一体化是现代化、城镇化的高级阶段 ,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追求的最高境界。其主要标志就是

资源利益的共享和经济、社会的和谐统一。改革开放以来 ,青海经济和社会事业飞速发展。但是 ,由于

政策性因素影响 ,城乡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在城乡发展方面 ,目前的农业产值在 GDP中的比重

比较小 ,但就业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比重较大。 2004年末全省就业人员达 293. 26万人 ,其中城镇就

业人员 94. 12万人 ,占 32. 09% ;从事农业生产的比重为 67. 91%。 全省总人口 538. 6万人 ,其中城镇

人口 207. 51万人 ,占 38. 53% ;乡村人口 331. 09万人 ,占 61. 47% 。[2 ]和全国一样 ,出现经济结构和社

会结构之间的背离。

从青海一市一地六州城乡人口和从业情况来看 ,除西宁市、格尔木市、德令哈市城市人口和城市

从业人员比农牧业人口和农牧业从业人员稍多外 ,其它县则从事农牧业人口和从业人数多。[3 ]

青海城乡统筹发展能力与全国相比 ,差距不是很大 (见表 1)。

表 1　青海统筹城乡发展能力 [4]

城乡人均收入之比的全国相对值 0. 8417

第一、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之比的全国相对值 0. 5535

第一、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之比的全国相对值 0. 6370

统筹城乡发展相对指数 0. 7184

(二 )青海统筹区域发展能力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

近年来 ,青海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很快 , 2002年和 2003年同比增长速度分别为 12. 4%和 1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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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速度位次分别为第 4位和第 10位 ,但占全国比重位次两年都是 29位 (见表 2)。

表 2　 2002、 2003年青海国内生产总值分析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 占全国比重 (% ) 占全国比重位次 同比增长速度 (% ) 增长速度

2002 341. 11 0. 29 29 12. 4 4

2003 390. 16 0. 29 29 12. 1 10

数据来源: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年度报告 2004 [ R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2004.

财政收支增长较快 , 2004年全省完成一般预算收入 51. 19亿元 ,比上年增长 17. 2% ,其中地方一

般预算收入 26. 89亿元 ,增长 11. 9%。 全年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137. 33亿元 ,增长 12. 5%。
[ 5]
但是 ,在

区域发展方面 ,比发达地区要落后几十年 ,而且差距还在扩大。

青海统筹区域发展能力与全国相比 ,比较底 (见表 3)。

表 3　青海统筹区域发展能力 [6]

地方财政收入支出比的全国相对值 0. 3189

国有及国有控股之外工业企业增加值占工业企业增加值 0. 4816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全国相对值 0. 7904

每千人有国有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全国相对值 0. 6463

统筹区域发展相对指数 0. 5593

(三 )青海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总体上是一致的。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社会发展有利于经

济的进一步迅速发展 ,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 ,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

了很大的成就 , 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319. 67元 ,比上年增长 8. 7%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2004. 59元 ,比上年增长 10. 3% 。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由上年的 36. 8%、 49. 1%下降为 35. 7%、

48. 5% ,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力度全面加大 ,参加养老保险人数 58. 5万人 ,比上年增长

3. 5% ,其中职工 42万人、离退休人员 16. 5万人 ,分别增长 3. 7%和 3. 1% 。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33. 1

万人 ,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2. 1万人。参加医疗保险人数 60. 1万人 ,比上年增长 7. 7% ,其中职工

40. 6万人、退休人员 19. 5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 2万人 ;城镇居民得到政

府最低生活保障的 20. 1万人。启动实施工伤保险 ,参保人数达 16万人。全年投入救灾救济资金 1. 25

亿元 ,对 102万灾民进行了救济。建立农村牧区特困人口救助制度 ,对 20. 75万特困人口实施了基本

生活和大病救助。 各项社会福利业、各种社区服务业健康发展 [7 ]。

青海统筹区域发展能力与全国相比 ,青海的数值大于 1(见表 4) ,其原因是国家对青海社会发展

投入大 ,但青海的国民经济总量比全国平均水平小。

表 4　青海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8]

教育事业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全国相对值 1. 4526

科学事业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全国相对值 1. 0716

卫生事业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全国相对值 2. 1989

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全国相对值 2. 0179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指数 1. 6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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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青海统筹人口与自然和谐发展能力

近年来 ,青海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全面推进 , 2004年全省环境保护系统人员数为 655人 ,比上年

增长 5. 6% ;各类环境检测站 20个 ,比上年增加 2个 ;拥有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地区和单位 2个 ;自

然保护区 8个 ,面积 2060. 83万公顷 ( 30912万亩 ) ,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28. 53% ,其中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5个 ,面积 2052. 25万公顷 ( 30784万亩 )。当年完成环境污染限期治理项目 37个 ,项目总投资

2467万元。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得以提高 ,建成

的烟尘控制区、环境噪声达标区发挥作用良好 [9 ] ,为统筹人口与自然和谐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青海统筹人口与自然和谐发展能力与全国相比 ,综合指标高于全国水平 (见表 5)。

表 5　青海统筹人口与自然和谐发展能力 [10 ]

人口预期寿命的全国相对值 0. 9248

城市年人均生活用水量的全国相对值 1. 0563

人均有效灌溉耕地面积的全国相对值 0. 8644

人均污染治理项目完成投资额全国相对值 3. 6484

自然保护区面积占辖区面积百分比的全国相对值 2. 1667

统筹人口与自然和谐发展相对指数 1. 732

(五 )青海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我国加入 W TO之后 ,对外经济在青海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呈现出迅速上升的

势头 ,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 ,招商引资和经贸交流活动富有成效 ,与东部地区的交流与

协作取得新进展 ,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成果丰硕。一是进出口贸易跃上新台阶。2004年海关进出口总额

5. 76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69. 7% 。其中 ,出口额 4. 55亿美元 ,增长 66% ;进口额 1. 21亿美元 ,增长

85%。在出口额中 ,一般贸易出口 2. 6亿美元 ,增长 35. 2% ;加工贸易出口 1. 94亿美元 ,增长 1. 4倍。

出口市场主要是:美国 0. 3亿美元 ,中国香港 0. 51亿美元 ,日本 1. 3亿美元 ,韩国 0. 84亿美元 ,俄罗

斯 0. 01亿美元。 在进口额中 ,机电产品进口 0. 5亿美元 ,增长 1. 82倍 ;高新技术产品进口 0. 12亿美

元 ,增长 1. 36倍。二是招商引资数额增加。 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 52个 ,其中:农、林、牧、渔

业 6个 ,采矿业 6个 ,制造业 16个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个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

个 ,房地产业 9个 ,居民服务和其它服务业 3个。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 3. 53亿美元 ,其中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1. 1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 2. 25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33%。引进省外资

金到位 73. 75亿元 ,比上年增长 30. 8% 。[11 ]

青海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能力与全国相比 ,数值比较小 (见表 6)。

表 6　青海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能力 [12 ]

进出口商品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全国相对值 0. 0973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其它投资额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之比的全国相对值 0. 1616

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之比的全国相对值 0. 2148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相对指数 0. 1428

二、开拓创新统筹发展战略 ,实现青海可持续发展

“五个统筹”的实质 ,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

展模式、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青海要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必须做好“统筹”这篇大文章。

(一 )统筹城乡发展 ,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 ,从根本上解决好“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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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快青海发展 ,必须高度重视和解决城乡发展的不协调问题。协调城乡发展要通过“三化”——

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 ,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一方面要科学布局 ,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城镇化体系。青海应充分考虑其人口分布、自然地理、经

济状况、历史文化、基础条件和特色产业等因素 ,按照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要求 ,坚持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高质量经营 ,形成合理的城镇布局 ,促进人口、产业要素的规模集聚 ,增强城

镇经济的辐射带动功能。坚持用市场机制推进小城镇建设 ,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和公

共事业建设 ,逐步建立起多元化、宽领域的城镇建设投入机制。坚持城镇建设与保护耕地、保护环境并

举 ,合理布局产业 ,有机衔接农村、牧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办好各类经济园区 ,聚集各种生产要素 ,

以企兴城、以业兴城、以市兴城。积极扩大就业 ,促进农村、牧区的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 ,

吸引和引导群众从不适宜生存的地区迁移出来 ,改善其生产生活环境 ,脱贫致富。 坚持深化青海的土

地、户籍、升学、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 ,消除城镇化发展的政策性障碍 ,依托城镇化构筑民族地

区城乡协调发展的平台 ,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另一方面要明确思路 ,加大农牧业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 要树立农牧业观 ,把农牧业和其它产业

如工业、林业、渔业、第三产业、信息、科技、生态等看成是相互作用的一体化的经济结构。不能使农牧

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局限在就农牧业论农牧业的范围 ,而是要在整个经济的大系统中来进行调整 ,这样

才能使农牧业结构的调整有更加广阔的空间。要加大科技的投人 ,走顺应性农牧业和建设性农牧业的

路子 ,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特别是要加强生态农业的建设 ,有计划地退耕还林还草 ,控制和减轻农牧

业污染 ,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要加快产品市场体系建设 ,促进农副产品市场流通 ,打

响品牌。同时 ,进一步落实好发展的各项政策。 严格保护耕地 ,减轻农民负担 ,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二 )统筹区域发展 ,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逐步解决地区差距问题

首先 ,要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 ,实现经济发展的新突破。一是在发展工业化

上实现新突破。发展青海工业 ,要不断壮大优势企业 ,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竞争能力强、有带

动能力和支撑作用的“小巨人”企业。 要抓好中小企业的发展 ,加大改制、改组、改造的力度 ,使其在巩

固中提高、在提高中发展 ,为实现工业化打下良好基础。积极办好工业园区 ,本着小产品、大产业 ,小商

品、大市场 ,小企业、大群体的原则 ,努力形成专业特色突出的区域加工中心 ,提高工业企业的聚集效

应。二是在发展民营经济上实现新突破。 要善于审时度势 ,抢抓机遇 ,进一步放宽政策、降低门槛、简

化手续、改善服务、优化环境 ,切实保护私有财产 ,严格依法管理 ,调动民营企业家投资兴业、发展经济

的积极性 ,拓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扶持有基础、有规模的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尽快形成一批综合实力

较强的民营企业集团。要创造条件吸引全国的民营企业来青海安家落户。同时 ,引导帮助具备条件的

民营企业打人国际市场 ,谋求发展 ,带动当地民营经济外向度的提高。三是在发展特色经济上实现新

突破。青海经济要发展 ,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突出特色 ,选准发展方向 ,把资金用在最能产生效益的项目

上 ,把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 ,大力培育有竞争力的民族特色产业。发展特色经济要

立足当地。青海是资源富集地区 ,要实施优势资源转换 ,突出青海生态、特产、矿产、能源和人文资源的

优势 ,放眼全国、全球 ,以特色产品开拓国外市场 ,发展一批特色产业、特色园区和特色品牌。大力开发

利用自然资源 ,挖掘民族风情、民俗文化等旅游资源 ,打造服务业和旅游观光业等新经济亮点 ,带动第

三产业发展。

其次 ,从青海的实际出发 ,继续保持对于青海投入的力度。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投入机制 ,以便在青

海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和生态工程收尾后 ,青海发展的资金投入不出现过大的减少。要研究青海区域

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 ,对贫困地区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 ,全面部署和兼顾区域内各地的发

展 ;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提高市场化的程度。应当看到 ,统筹区域发展的实质 ,是实现地区共同发展 ,

包括青海各地之间的协调发展和全国协调发展。要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进程中逐步解决

地区差距问题。

(三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

题

一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搞好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同时 ,切实履行好社会管理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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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的职能 ,把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增进城乡居民福利、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安定作为

重要任务认真抓好。树立全面、协调的发展观 ,扩大政府对社会发展的投人 ,改革目前政府投资过度偏

重于经济建设的格局 ,重点是要加大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投人 ,确保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

经费主要用于农村 ,为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 二要正确处理好经

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 ,既要重视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 ,又要重视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

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要加强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

调发展 ,提高整个地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水平。当前应重点在三个方面下大力气。一是大力开展

扶贫工程 ,切实解决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继续大力推进扶贫开发 ,巩固扶贫成果 ,并在财政、就业、税

收等各方面给以更多的扶持。要实施劳动力转移开发就业计划 ,加快人口流动 ,增加“淘金者”和“创业

者”的比重 ,更加直接地提高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 ,尽快使尚未脱贫的人口解决温饱问题。二是大力加

强公共卫生建设 ,构建公共卫生体系。合理调整、充分利用青海现有卫生资源 ,加强公共卫生设施建

设。健全疫情监测网络和信息报告系统。加强地方病、疫病预防控制体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救治体

系建设 ,提高应急能力。努力改善青海的乡村医疗卫生条件。健全卫生监督体系 ,重点抓好食品卫生、

职业卫生、健康相关产品及医疗市场的监督管理 ,确保群众的健康安全。

(四 )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解决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

当前 ,加快青海小康社会建设 ,要注意在抓好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 ,特别是要注

重人的全面发展。 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相结合。 切实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

的科学发展观 ,发展循环经济、生态经济。 注重保护资源 ,坚持“谁开发谁保护 ,谁破坏谁恢复 ,谁使用

谁付费”的原则 ,将淘汰落后设备与保护先进技术寓于合理开发之中。大力推进科技进步 ,降低能耗 ,

提高资源利用率 ,走发展资源节约型经济的路子 ,实现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二是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相结合。青海要以建设生态城市为目标 ,以自然保护区、生态示范乡

镇建设为重点 ,大力实施生态工程 ,全面推进生态建设工作。坚持发展与保护并重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的统一监督管理 ,建立健全对重大生态环境项目的检测预警系统 ,从源头抓起 ,治理污染 ,逐步实现环

境的美化、净化和优化 ;加强水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 ,特别要高度重视工业污染治理和水源的环

境保护工作 ,做到开源、节流、治污三管齐下 ,逐步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加强土地资源管理和利用 ,

发展生态农业和标准化生产 ,逐步实现农业生态良性循环 ;加强城市和山水林田路的统筹规划与环境

整治 ,逐步实现城市功能优化配置和生态环境综合开发利用。三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

相结合。青海的振兴与发展 ,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工作理念 ,优先发展教

育和科技 ,使青海的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人口结构不断优化 ;积极发展教育事业 ,建立系统、完备的教

育体系。

统筹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特别是以资源开

采为主的地区要重视循环经济的培育 ,坚决摒弃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

式 ;大力发展生态效益型经济 ,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追求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和废弃物最小化 ,

努力使人口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建立人口适度增

长、资源永续利用的良好生态环境。

(五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解决区域经济由低层次开

放向高层次、宽领域开放的问题

一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对外宣传和联系 ,加快引进资

金、技术、人才、先进管理的步伐。进一步实施多元化的开放带动战略 ,避免过多依赖某一地区所带来

的风险。加大经济技术合作的力度 ,力争更多的国外经济援助项目和对外承包工程。注意吸引跨国公

司、外国金融机构来青海投资。 结合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 ,切实加强管理 ,不断改善投资环境。还

要引导有实力的公司主动走出国门 ,到国际上去发展。要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

开放战略 ,进一步提高青海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 ,顺利实现青海经济的振兴。 二要做大做强青海贸易

经济。发展贸易必须树立现代商贸和大市场、大流通的观念 ,加大对专业市场、特别是特色专业市场的

培育力度 ,大力发展超市、连锁店、物流仓储等新型商贸业 ,以良好的经贸发展环境吸引更多的外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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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进入。三要把引进外资作为开放促改革的重中之重。 一方面抓重点领域、抓重点项目 ,通过争取国

家政策性资金、融通金融资金 ,启动民资和招商引资 ,开辟青海新的经济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抓住一批

小项目 ,坚持抓大不放小 ,通过对文化教育、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全面开放 ,把非经营性资产

转为经营性资产 ,通过市场运作实现增值。 依托招商引资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 ,拿出优势资产积极与

国内外商家嫁接 ,以外贸带外资 ,实现外贸外资互动。四要通过抓培训、抓引进和派出去等方式方法 ,

尽快培养一支熟知国际贸易准则、市场贸易法规和现代商贸知识的高素质外经贸人才队伍 ,为应对入

世挑战、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国内外经济竞争和交流提供人才保障。

【注释】

[ 1] [2 ] [5 ] [ 7] [9 ] [ 11 ]2004年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Z ].

[ 3] 2004中国县 (市 )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 Z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2004.

[ 4] [6 ] [ 8] [10] [12]资料来源: 李含琳 . 西部民族地区实施统筹发展战略的数量模型研究 [ J]. 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

报 , 2004, ( 3) .

【参考文献】

[ 1]杨德峰 .“五个统筹”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新发展 [ J]. 理论学习 , 2004, ( 2) .

[ 2]龚晓宽 . 五个统筹与西部开发—— 以贵州省为例 [ J]. 农业经济问题 , 2004, ( 7) .

[ 3]迟丽华 . 搞好“五个统筹”　加快民族地区小康社会建设 [ J]. 黑龙江民族丛刊 , 2004, ( 1) .

[ 4]尹奕玉 . 坚持“五个统筹”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 J]. 高校理论战线 , 2004, ( 2) .

【作者简介】　苏多杰 ,女 ,中共青海省委党校科技教研部主任、应用经济学教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研究方

向:应用经济 (现代科技、生态经济 )。

(上接第 13页 )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加强思想道德

建设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 ;处理好新形势下的

人民内部矛盾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工作 ;做好保持社会稳定的工作。这是就全国和谐社会建设

的总体需要而提出的发展方略 ,所以 ,对各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直接的指导功能。但各地在和

谐社会建设中 ,务必把“和谐社会理论”中所确立的基本方法论要求与本地的地方优势和特点紧密结

合起来 ,方能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 1]论语· 子路 [M ].

[ 2]中庸 [M ]. 第 1章 .

[ 3]论语· 学而 [M ].

[ 4]荀子· 王制 [M ].

[ 5]孟子· 公孙丑 [M ].

[ 6]斯宾塞 . 第一原理 (英文版 ) [M ]. 纽约 , 1910. 440.

[ 7] [9 ]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 [M ]. 人民出版社 , 1995. 87、 75、 294.

[ 8] [17]胡锦涛 . 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N ]. 人民日报 , 2005— 06— 27( 1).

[ 10 ]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 [M ]. 人民出版社 , 1995. 532.

[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卷 [M ]. 人民出版社 , 1995. 13.

[ 14 ]马克思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M ]. 人民出版社 , 1985. 124.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卷 [M ]. 人民出版社 , 1979. 31.

[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2卷 [ M ]. 人民出版社 , 1979. 18.

【作者简介】　林　娅 ,女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发展理论。

孙文营 ,男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社

会发展理论。

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