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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和谐社会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理想，古今中外无数先贤 志 士 上 下 求 索，苦 苦 探 寻，形

成了关于和谐社会的种种构想。今天党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在总结前人经验 的 基 础 上 提 出 新 的 建

设和谐社会的概念。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突显出来，要求我们必须顺应经济社会

的发展变化，解决、调和各种矛盾，建设和谐的经济和社会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保障社会的

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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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是一 个 历 史 的、科 学 的 范 畴。从 原 始 和 谐 社 会

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

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 结 果，是 人 类 社 会 由 低 级 社 会 经 济 形 态

向高级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结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这一个极为重要的全新概念不仅反映了人类社会由自然秩序

向社会秩序、由 个 人 和 谐 到 全 体 和 谐、由 原 始 和 谐 向 现 代 和

谐、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渐变演进，而且包含着新的智慧

与内涵。

一、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理想

我国和谐社会的理 想 始 见 于《诗 经》中 的“乐 土”、《老 子》

中的“玄同”、《墨子》中 的“尚 同”及《礼 记》中 的“大 同”。从 远

古的《太极图》到近代的《大同书》，都演绎出了我国古、近代社

会追求“天人合发”、“天人合一”和“天人合德”的社会理想，而

最能体现古、近代和谐社会经济思想的，是老子的“小国寡民”

与庄子的“至德之世”构建的社会理想。

在中国的先贤苦苦 追 求 大 同 理 想 之 时，社 会 主 义 的 先 驱

———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也在探索和实践乌托邦主义的和谐社

会，从莫尔的“乌托邦”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从傅立叶的和

谐制度到欧 文 的 实 验 公 社，都 是 追 寻 未 来 和 谐 社 会 的 经 典。

正如 1830 年傅立叶在《全世界和谐》中所 预 言：现 存 的 文 明 制

度是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它必将被未来的“和谐制度”或称“和

谐社会”所代替。与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在批判现存

制度的基础上，傅立叶 科 学 地 预 见 了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将 不 可 避

免地走向灭亡，这在科 学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上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贡

献，同时，他 也 为 人 类 精 心 设 计 了 一 个 理 想 的 社 会———和 谐

社会。

党的十六大报告 中 提 出 并 多 次 使 用“和 谐”一 词。比 如，

在谈到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强调要“努力形成全

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 其 所 而 又 和 谐 相 处 的 局 面”；在 谈 到 政

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 革 时，强 调 要“巩 固 和 发 展 民 主 团 结、生

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在谈到维护社会稳定时，强调

要“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特别是在谈 到 全 面 建 设 小 康 社 会 的 奋 斗 目 标 时，强

调要“促进人与自 然 的 和 谐”，使“社 会 更 加 和 谐”。这 充 分 说

明，建设和谐社会、实现 社 会 的 和 谐 发 展，是 党 的 十 六 大 报 告

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未来工作的重心。

把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

能力之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样 三 位 一 体 的 总 体 面 局，扩 展 为 包 括 社 会

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 四 位 一 体 的 总 体 布 局，是 十 六 届 四 中 全

会提出的重大战略 任 务。同 时，胡 锦 涛 同 志 总 结 了 和 谐 社 会

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 平 正 义、诚 信 友 爱、充 满 活 力、安 定 有

序以及人与自然和 谐 相 处。民 主 法 治，就 是 社 会 主 义 民 主 得

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

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

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

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

互助、诚实守信，全体 人 民 平 等 友 爱、融 洽 相 处；充 满 活 力，就

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 社 会 进 步 的 创 造 愿 望 得 到 尊 重，创 造 活

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 得 到 发 挥，创 造 成 果 得 到 肯 定；安 定 有

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

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 保 持 安 定 团 结；人 与 自 然 和 谐 相 处，就

是生产发展，生 活 富 裕，生 态 良 好。 这 些 基 本 特 征 是 相 互 联

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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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体现。

二、现阶段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背景

第一，我国现在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关键时 期。党 中 央 反 复 强 调 要 抓 住 机 遇，把 握 好

这一关键时期，这是 总 结 国 内 外 经 验 教 训 而 概 括 出 来 的。国

际经验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l000 美元向 3000 美元跨越

（我国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已 经 突 破 l000 美 元，正 在 向 人 均

3000 美元的新目标跨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结

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 会 阶 层 结 构 等 都 要 发 生 深 刻 变 化

甚至剧烈变动。许多国 家 的 发 展 进 程 表 明，在 这 个 关 键 的 发

展时期，如果政策把握得当，就能推动经济社 会 协 调 发 展，顺

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 化；反 之，就 会 出 现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脱 节，

导致各种社会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经济社会发展徘徊不

前，甚至出现社会动 荡 和 倒 退。着 眼 于 实 现 我 国 经 济 社 会 协

调发展，着眼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意在争取实现前一种发展结果，避免后一种发展结果［l］。

第二，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建国 50 多年来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经验教 训 的 总 结。解 放 初 期，我 国 长 期 处 于 短 期

经济状态。但是，在我国进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时期后，各

种矛盾也突显出来，如：收入分配、城乡差距、社会保障以及就

业、教育、腐败等。笔者认为，问题关键出在分配上，当社会改

革滞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把它放在第一位固然正确，然而

“第一”却不是“唯 一”，只 讲 经 济 发 展 而 不 讲 社 会 的 全 面 可 持

续协调发展，势必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和谐。

第三，提出建设和谐 社 会 是 要 解 决 当 前 面 临 的 诸 多 不 和

谐不稳定的问 题，党 的 十 六 届 三 中、四 中 全 会 提 出 科 学 发 展

观，提出“五个统筹”，加 强 党 的 执 政 能 力，具 有 很 强 的 现 实 针

对性，意在解决当前 存 在 的 突 出 矛 盾 和 现 实 问 题。比 如 国 际

环境呈现出新的复杂性，一方面世界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另

一方面“中国威胁论”又 在 影 响 着 中 国 与 世 界 的 关 系；同 时 国

内一些地方城乡、地区、阶层之间差距仍然较大，发展不平衡，

社会关系较为紧张，社会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不注意解决这

些问题，就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全面发展［2］。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与要求

具体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的 社 会。国 内 外 发 展 经 验 表 明，经 济 是 基

础，经济发展是社会 发 展 的 前 提 和 物 质 保 证。但 如 果 只 是 经

济单方面发展，而社会发展长期处于滞后状态，那么经济发展

本身就会因得不到人 才、科 学、教 育 等 方 面 的 支 撑 而 延 缓，势

必会导致诸多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产生，从而使经济发展本

身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中国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矛盾之一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不协调，尽管经济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

社会发展却 相 对 滞 后，“一 条 腿 长、一 条 腿 短”的 现 象 依 然 存

在，具体表现在：l）经 济 结 构 调 整 了，但 社 会 结 构 却 没 有 相 应

地调整，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而城市化水平还是初级

阶段，城镇化严重滞后 于 工 业 化，城 乡 二 元 化 结 构 的 存 在，严

重地影响了社会经 济 的 健 康 发 展。2）经 济 发 展 了，社 会 事 业

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科 技、教 育、文 化、卫 生、社 会 保 障 等 社

会事业的发展严重滞 后，已 经 一 定 程 度 地 束 缚 了 经 济 持 续 健

康发展。3）经济管理 体 制 改 革 了，建 立 了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制，但社会事业的管理体制改革在某些方面仍然没有破题，

基本上还是原来计划 经 济 时 期 形 成 的 管 理 体 制，与 当 今 市 场

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不相适应的地方 ，不能满足人民群 众 的 实

际需要。因此，如何解决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是现实存

在又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3］。

第二，社会主义和谐 社 会 应 该 是 一 个 社 会 结 构 合 理 的 社

会。社会结构合理与否是影响乃至决定这个国家或地区社会

是否和谐的重要因素，也 是 衡 量 整 个 社 会 是 否 和 谐 的 重 要 指

标。社会结构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

地区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阶

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一般都应和经济发展结构相适应，有什

么样的经济结构，就 应 有 什 么 样 的 社 会 阶 层 结 构。现 代 社 会

既要有现代 化 的 经 济 结 构，也 要 有 现 代 化 的 社 会 阶 层 结 构。

现代化社会的阶层 结 构 一 般 都 是 中 间 大，两 头 小 的“橄 榄 形”

社会结构。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非常富有的阶层和处于底层

的贫穷弱势的人口规 模 都 比 较 少，而 社 会 中 间 阶 层 的 人 口 规

模为大多数或较大多数，这样的社会才比较稳定健康。

第三，社会主义和谐 社 会 应 该 是 一 个 社 会 各 阶 层 都 诚 信

友爱，互惠互利，各阶层 间 的 利 益 关 系 不 断 得 到 协 调 发 展，并

且安定有序的社会。我 国 目 前 正 处 在 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党

的中心任务是要最广 泛 最 充 分 地 调 动 一 切 积 极 因 素，为 实 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而奋斗。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

就是需要通过解放和 发 展 生 产 力，满 足 人 民 群 众 日 益 增 长 的

物质文化的需要。积 50 余年的经验，党通过全局调控和利益

协调，有效地整合社会的组织、体制、机制和观念，正确反映和

兼顾所有公民的经济、政 治、文 化 利 益，尊 重 大 多 数 人 的 利 益

和意志，在政治上要保证各阶层应有的民主权利，在经济上要

保证他们应得的物质 利 益，这 样 才 能 调 动 社 会 各 个 阶 层 及 其

成员的积极性，使社 会 充 满 活 力。在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过

程中，特别是 在 实 行 了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以 后，经 济 发

展，社会转型，人们的生 产 方 式、生 活 方 式 都 在 发 生 快 速 而 又

深刻的变化，各种社会关系变化错综复杂，党和政府要把握这

些社会关系的变化，审时度势，及时适情地不断整合社会各种

关系，引导各方面的力 量，使 之 有 利 于 实 现 全 国 各 民 族、各 社

会阶层的大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大局。

从一定意义上说，在 现 阶 段，整 合 社 会 阶 层 关 系，就 是 整

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正

确调整好、正确处理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

第四，社会主义和谐 社 会 应 该 是 一 个 开 放 而 且 公 平 公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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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而追求社会公 平 是 社 会 主 义 应 有 的 题 中 之 义，也 是

社会主义的一个核 心 价 值 取 向。一 个 和 谐 的 社 会，必 定 是 一

个公平的社会。社会公 平 包 括 起 点 公 平、过 程 公 平 和 结 果 公

平。起点公平使人们能 够 获 得 最 基 本 的 生 存 权 和 发 展 权，而

结果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最重要的目标。当前我们要实现社

会公平，就必须努力寻求一个社会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契合点，

从而促进其公平与正 义，不 断 把 社 会 各 阶 层 和 最 广 大 人 民 的

利益要求反映到执政 政 策 中 去，用 公 民 平 等、机 会 平 等、资 源

开放、公平竞争的公共政策，开辟不同社会阶层社会流动的合

理通道，尤其是向上流动的通道，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实现良

性、公正合理的互动。主要通过政策平等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使所有人都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由于社会现象的错综复杂

性和多维性，我们可以把公平划分为经济公 平、政 治 公 平、文

化公平和伦 理 公 平 等 不 同 的 类 别。 在 这 些 不 同 类 别 的 公 平

中，当前人们尤为关注的是经济公平。但是，经济公平也包括

许多方面，比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们占有和使用公共基础

设施的公平问题，占有 和 使 用 各 种 自 然 资 源 和 社 会 资 源 的 公

平问题。“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

平。同时，关注人们之间的共同性和个性的差异性，形成东中

西互动、优势互补、相 互 促 进、共 同 发 展 的 新 格 局。只 有 实 现

社会公平，社会关系才能得以协调发展，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

民群众的积极性，才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3］。

第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事业发达、社会

保障体制完善的社 会。一 个 和 谐 社 会 不 仅 是 经 济 繁 荣，而 且

是科、教、文、卫、体和社会保障事业同步发达。我国在这方面

还相对滞后，社会事业 发 展 水 平 要 比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落 后 5—8
年，2003 年发生的“非 典”使 这 个 问 题 暴 露 无 疑。今 后 国 家 应

该把人力、财力、物力重 点 放 到 处 理 公 共 事 务 上，经 济 建 设 投

资则主要交给市场来运作，政府扮演着一个“掌舵者”的角色。

第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人与自然共生共存、

协调发展的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

关系，人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如果从维系人 与 自 然 的 共 生、

自生和再生的活力 出 发，就 必 须 坚 持 可 持 续 发 展［4］。自 然 界

向人类提供的资源是 不 可 再 生 的，或 者 是 受 自 然 增 长 率 限 制

的。因此，自然 界 向 人 类 提 供 的 生 产、生 活 资 料 和 舒 适 的 生

活、休闲空间，在特 定 的 历 史 阶 段 只 能 是 一 定 的。因 此，可 持

续发展的主要内涵是：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必须与人类对自然

的回报相平衡；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

的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当代人的一

时利益。人类需求的增长与自然界所能提供的各类资源必须

相适应，人类的生产和 消 费 活 动 必 须 以 最 小 的 环 境 代 价 来 进

行。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这是我 们 重 新 审 视 人 与 自 然 关 系 后 作 出 的 理 性 抉 择。

在维护人类利益的同时，必须维护自然界的平衡，确保社会系

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与和谐共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结成最 广 泛 的 统 一 战 线 ，激 发 最 大 多 数 人 的 主 动

性和创造性，是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之道。从

阶级斗争———社会 稳 定———和 谐 社 会 的 轨 迹，可 以 看 出 共 产

党执政理念的与时 俱 进。构 建 社 会 主 义 和 谐 社 会，揭 示 了 共

产党执政的社会目标。这就是：只有经济社会和谐，才能充分

挖掘潜力，使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不因经济社会矛盾造成

社会动荡，从而团结全体人民更快地实现既定目标；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需要各阶层和谐相处，不因各阶层的矛盾引起的相

互倾轧造成资源的浪 费；人 口、资 源、环 境 相 协 调 也 是 我 国 社

会发展的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充分体现了以和谐思

维促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促社会发展、以经济公平促社会公

平、以经济和谐促政治和谐的新思路、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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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ignificance of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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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ancient times，the harmonious society has aiways been human beings ideai . Home and abroad，a iot of moraiist and

high - ambitions man seek difficuitiy to guest . Finaiiy they formed the ideoiogy of harmonious society . At present，our party foiiow the reguire-

ment of deveioping society . Based on the conciusion of the predecessor’s experience，the communist party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constructing a

new harmonious society . In this cruciai moment of economicai and sociai deveiopment，various contradictions begin to be prominent which de-

mand us to compiy with the sociai and economicai deveiopment and finaiiy resoive and reconciie these contradiction . We can form the harmo-

niz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ie deveiopment of economy and guarantee the iong time deveiopment & ad-

ministration of the socie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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