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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
继续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和发展战略。这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对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人类社会的未来，将会产生深远影响。正确地阐释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探索实现社会和谐的途径，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理论上的说明，是当前
及今后一段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责任，也是展示哲学社会科学自身价值的广阔舞台。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三代领导人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的主题之一。建
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一次新飞跃，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崭新的含
义。丰富和完善和谐社会理论，探索实现和谐社会的规律和途径，是思想理论战线的系统工程，又是党
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久历程。 

希望人与人和睦相处、共享富裕、社会和谐安宁，是古往今来中外仁人智者的崇高理想，也是千百年来
劳动人民对未来的憧憬。中国古代先贤畅想的“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的大同境界；古希腊思想家相拉图构想的理想国；被马克思称作以头立地时代的启蒙思想家论述的理性
和永恒正义的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悠然神往的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社会制度，这种种构想有不同
的时代背景，都是当时的思想家为了变革现状、追求美好境界的主观想象。由于不具有客观的条件，他
们理想中的王国始终未能降临尘世。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的最后一个阶级对抗的社会，代
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将会使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
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达到由必然王国进人自由王国的飞跃。由此可见，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中的未来
社会，就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类自身高度和谐的社会。 

20世纪到21世纪之交，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全世界的物质财富空前增长，前苏联在冷战中解体，社会主
义暂时处于低潮，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耀”。里根、
撒切尔、布什等美、英新保守主义集团的领导人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在苏联、东欧和拉丁美洲一
些国家掀起一阵狂澜。有人认为世界从此以后就是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一统天下，甚至把它称作
“历史的终结”。美苏两个军事政治集团的冷战结束了，然而历史并没有终结，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
制度基本矛盾并没有消失，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人类社会最后阶段。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
对立的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都必然受到制约，不可能建立真正和谐的社会。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起新中国以后，一直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建设什么样的
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与改革，我国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升华。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
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四大以后提出的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国家的面貌、人际关系和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提出建设
和谐社会理论提供了思想前提和客观环境。 

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推进与创新，是具有时代特点
的创举，必将进一步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发展的新热潮。哲学社会科学应当融人党和国家大创新、大发
展的洪流，发挥在社会变革中的先导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的新的发展机遇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个论述，明确地指出了哲
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如果没有“改变世界”的志向，只知道教条式地奉承前人，机械式地模仿外
国，丧失独立的思考和创新精神，哲学社会科学就会重蹈历史上陷于困境的状况。例如，欧洲中世纪是
神权的天下，哲学被称作神学的婢女；20世纪后半期冷战乌云笼罩世界，冷战思维压抑和束缚了东西方
哲学社会科学的理性思维，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形成很大反差；我国“文化大革命”，使新中国建立
以后曾经呈现的思想解放、人才辈出的局面濒于天折。这一切说明：哲学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需要合
适的气候和土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迎来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春天，党中央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并身体
力行率先打破一个又一个禁区，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攀登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许多诚实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也为之作出了贡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和战略的提出，为理论研究、社会实践开启一片广阔的天地，同时也提出了
新的要求。恩格斯曾经讲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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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社会科学同样如此，党和国家把社会建设提升到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同等的战略高度，这
是社会科学工作者难得的机遇，应当乘势而起、有所作为。 

哲学社会科学应当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持 

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基础上建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要义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
生产资料归国家和社会所有，消灭阶级，消除阶级对立的基础，向一切人共同发展、公平、和谐的共产
主义前进。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本质上看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它不是经典著作中明确论述的原理或范畴，
而是在新的时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总结、概括的新理论。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理论，既不能从经典著作的书本上去寻章摘句，更不应抄袭当代资本主义的教义及其社会制度。构建
什么样的和谐社会，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检验、不断研讨、日益充实和完善。 

我们党执政50多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理论积累。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又一个崭新的
课题。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探索建设和谐社会的规律和途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的使命，
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途径。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
想、目标任务和原则，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战略构想。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也是
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选择。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在当前
必须深人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更好地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
会的作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研究应当关注广大人民的实际利益 

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改革、发展、建设的过程中，旧的深层次矛盾将不时地显
现，新的矛盾也会接踵而来。这是社会急剧变革时期难以避免的。社会科学的责任是，正视这些矛盾和
问题，深人地探讨其根源，寻找解决矛盾、促进改革发展的途径和办法。 

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关系人们的实际利益，解决得好不好，大多与国家奉行的制度、政策有关联。社会
科学工作者要本着对国家忠诚、对人民忠诚的态度，真实地反映实际生活，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无私
地进言。在社会主义国度里，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理应更加自土地掌握自己的命
运，并且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这当然同工人阶级自身的状况相关，更取决于工人阶级政党履行
使命的责任感。江泽民同志说：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
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
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为处于社会基础层次的
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建设者、为困难群体谋福祉，做他们真诚的朋友。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前提和保证 

现在讲解放思想与20世纪80年代的环境和内容都已经大不相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
想、改革创新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过去划分思想界限的“左”和右的标准，已不能准确地反映今
日的思想倾向。20世纪80年代提出解放思想，主要任务是打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模式旧思维的
束缚；今日的解放思想，主要任务在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制度，切实体现“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的要求。思想停顿或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体制和意识形态，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
供有价值的思想和经验。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我飞跃，决非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翻版，也
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自然延伸。解放思想，就要超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与形形色色的资本
主义理论划清界线。要站在自觉地探寻中国社会主义未来境界的高度，站在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
展的前列，根据中国国情，思考和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与方略。胡锦涛同志前不久精
辟地指出，要根据新的实践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
实践特色”、“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更好地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
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这个要求，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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