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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理论上说，和谐社会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

处的社会，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 

●    从实践上说，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结

构，即个人、群体、社会等方面来研究具体的条件和机制。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

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样郑重地强调社会和谐，把社会和

谐或和谐社会问题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

次。这一任务的确定，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战略性推

进，也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和发挥作用开辟了

广阔的天地。 

  社会学，作为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

学科，与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有着内在的关系。社会学及其各个分支学

科，都能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从理论上说，和谐社会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

相处的社会，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和谐社会就是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

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的社会。从这一视角看，也可以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的

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学科。这是从正向说的。从反向来说，社会学则是

研究如何减少不和谐因素，把不和谐因素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

的学问。 

  从实践上说，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结

构，即个人、群体、社会等方面来研究具体的条件和机制。就人际关系

方面看，要形成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就必须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培

育。这主要是通过人的社会化机制，把社会成员培养成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通过不断的继续社会化，使社会成

员能够恰当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以自己的合法劳动从社会获取应得的一

份利益，从而能够各尽所能、各得其所；通过社会化的主要手段，把社

会成员培养成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人员，以适应现代学习型社

会的要求。就资源配置方面看，主要是通过社会阶层体系这一社会激励

机制的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差别的基础上，激发社会活力，把社会资源

和社会机会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通过社会流动机制，

 



使社会成员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从较低的阶层上升为较高的阶

层。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社会成员能够多赢互利，使社会利益关系得

到协调处理。就社会结构方面看，合理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例如，构建现代职业体系，使至今尚游离在现代职业体系之外的农民逐

步进入现代职业体系，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 

  从由来上说，社会和谐的提出与社会学的重建，都植根于现代性从

旧式向新型的转变。这里，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控制自然资

源、争夺自然资源为中心，社会和自然不和谐，使自然和社会都付出代

价的现代性。上世纪与本世纪的转折之际，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

危机时期。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双赢、人与

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

度的现代性。当代世界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进一步推动了对旧式现代性

的质疑、批判和反省。探索新型现代性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

向。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目标和任务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新型现代性

的日益自觉。社会学直接产生于现代性。现代性面临重大转折之日，必

定也是社会重构、个人重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重建发生之时，社会学

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视野调整、理论重建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历史时

期，中国社会学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在理论研究和具体运用上不断开

拓新的空间、探索新的途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自

己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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