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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社科联研究中心 2020 年 6 月 1日

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

习近平

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进展。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们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攻坚

克难，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自改

革开放之初党中央提出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以来，经过几代

人一以贯之、接续奋斗，总体而言，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成效比当初预期的还要好。作出这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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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判断，是有充分依据的。

——从综合发展指标看，我国经济实力大幅跃升，2018

年经济总量 90 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折合约 9770 美元，

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从人类发展指数看，2017 年在

世界 189 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排在第 86 位。我国城镇化率

接近 60%，高于中等收入国家 52%的平均水平。

——从人民生活水平看，党的十八大确定的 2020 年城

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番目标，可以如期实现。脱贫

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到2018年底农村贫困人口还有1660

万人，2012 年底以来累计减少 8239 万人，成效举世公认。

我国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如以家庭年收

入 10 万元至 50 万元作为标准，已超过 4 亿人。2018 年全国

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已降至 28.4%。

家电全面普及，汽车快速进入寻常百姓家，2018 年全国居民

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为 33 辆，高于新加坡和香港；住房

条件显著改善，2017 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

积分别为 36.9 和 46.7 平方米，高于一些发达国家。

——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看，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

及，高等教育正在由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毛入学率

2018 年已达 48.1%。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

人均预期寿命2017年达76.7岁，比世界平均预期寿命高4.2

岁。我国农村居民接入电力的比例为 100%（2016 年），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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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水源的人口比例达 95.8%（2015 年），均远高于 87.4%

和 71%的世界平均水平。

国际社会普遍赞赏我国发展成就，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

家的“优等生”。这印证了我国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是

实实在在的。

第二、正确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短板问题。目

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有一些短板，必须加快补上。党的

十八大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这就是我们的衡

量标准，不宜再作调整。要聚焦短板弱项，实施精准攻坚。

工作中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把握好整体目标和个体目标的关系。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是国家整体目标，到 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

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所

有市县、所有人届时都要翻番，更不意味着不同区域、不同

人群届时都同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我国发展不平衡，城乡、

区域、人群之间存在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全面小康不是平均

主义。对此，思想上要统一认识、广泛宣传。

二是把握好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的关系。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目标要求中有的是绝对指标，比如脱贫，是指在现行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

性整体贫困。现行标准是指农村居民每人每年生活水平在

2300 元以下（2010 年不变价），这与“两不愁三保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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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致的。同时，也有不少相对指标，如环境改善方面，要

求劣 V 类水体比例低于 5%，这类指标将来还要持续改善。

三是把握好定量分析和定性判断的关系。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在时间节点上是一致的。可以说，

完成了“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任务，也就实现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衡量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与否，既要看量化指

标，也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状态和现实获得感。

在科学评估进展状况的基础上，我们要对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存在的突出短板和必须完成的硬任务进行认真梳理。

从人群看，主要是老弱病残贫困人口。目前的农村贫困

人口中，因病因残致贫分别占 40.7%、20.2%，65 岁以上贫

困老人占 18.5%，多数不具备自我发展能力和条件。对照“两

不愁三保障”要求，4 个方面问题比较突出：一是看不上病

和看不起病问题；二是贫困家庭孩子辍学问题；三是部分贫

困人口仍住危房问题等；四是还有 100 多万贫困人口没有解

决饮水安全问题。

从区域看，主要是深度贫困地区。要重视 3 种情况：一

是“三区三州”地区，贫困人口较为集中，自然条件极端恶

劣，脱贫攻坚任务最重，是“短板中的短板”。二是“三区

三州”以外的中西部地区深度贫困县，这些地区多是革命老

区、边疆地区，贫困人口比例大，基础设施等条件薄弱。三

是部分已脱贫摘帽但返贫风险较大的地区，大多属于发展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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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滞后、生态非常脆弱的地区，产业基础普遍较弱，脱贫成

果有得而复失的隐忧。

从领域看，主要是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

面短板明显。重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任务艰巨，秋冬季重污

染天气多发，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任务繁重，城市黑臭水

体、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突出。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底子

薄弱。贫困地区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状况较差，很多地方没

有打通“最后一公里”。此外，金融等领域风险隐患有待进

一步防控和化解。

第三，下一步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现在距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收官还有不到两年时间，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一是要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要一鼓作气、连续作战，

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精细的工作，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全

面完成。要避免浮躁情绪，坚持目标不变、靶心不散，把扶

贫工作重心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在普遍实现“两不愁”的

基础上，重点攻克“三保障”面临的最后堡垒。要坚决克服

“数字”脱贫、“指标”脱贫等问题，有效防止脱贫户返贫

和边缘户掉队。

二是要解决好重点地区环境污染突出问题。要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实现到 2020 年的阶段性目标。要着重抓好京

津冀等重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加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

护，坚决治理“散乱污”企业，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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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解决城市黑臭水体、垃圾处理、工矿企业污染、机动车排

放污染等城市环境突出问题。要全面开展农村垃圾污水治

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等工作，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明

显改善。

三是要加快民生领域工作推进。要加大对义务教育、基

本医疗、住房和饮水安全、育幼养老等方面投入，解决好部

分群众上学难、看不起病、住危房等急迫的现实问题。要加

强农村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危房改造，建立健全农村

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要推进易地扶贫搬

迁和后续产业发展、社会治理有机统一。

四是要健全社保兜底机制。要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对老弱病残等缺乏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综合运用社会保

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保障救助措施，实现应保尽保，

确保兜住基本生活底线。要把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保障范围，完善大病兜底

保障机制，解决好因病致贫问题。同时，要堵塞漏洞，防止

骗保和养懒。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牵涉到方方面面，但补短板是硬任

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

咬定目标、真抓实干，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懈奋斗。各

地发展水平有差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阶段的工作也应

各有侧重。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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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贫困地区，要继续集中优势兵力坚决啃下硬骨头、完成硬

任务。中西部发展水平相对好些的地区，要按照既定部署完

成剩余脱贫任务，巩固脱贫成果，增强可持续性。东部一些

地区发展水平较高，要在目前发展基础上向基本实现现代化

发力，同时持续做好东西协作扶贫和对口支援工作，这也是

硬任务。要引导全社会正确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客

观真实反映仍存在的短板和不足，防止不切实际吊高胃口，

避免盲目攀比。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形成良好预期，坚定

发展信心。

当前，我们既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跑好“最后一公

里”，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要结合研究制定“十四五”规划，部署好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之后的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 4月 22 日在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来源：《求是》20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