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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思维：构建和谐社会的思维范式

刘卫平    2008-4-1 15:34:39    来源： 光明日报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从思维方法论意义上看,我们党提出的创建“和谐社会”的构想,不仅具有典型的系统思维特征,
而且反映了系统思维的时代内涵。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要始终坚持这一反映时代
特点的系统思维范式。 

  坚持系统开放性原则,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开放性是任何系统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首要 条件和
本质属性。只有在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不断交换的过程中,系统才能维持有序生存和

发展。社会发展无疑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活动过程,它也只有处在开放性状态中才能生存和发展。
特别是在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到现代化的“世界
历史”进程之中。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处于改革开放的进程之中,而且改革开放的程度越
来越高。诚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坚持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坚持改革开放本
质上是一致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一定要贯彻十七大精神,“继续解放思
想,坚持改革开放”,在实践中不断强化开放性思维,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以开放与包容的心态不断吸
取外国文化的积极因素、以不断增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的活力机制。  

  坚持系统主体性原则,充分调动构建和谐社会的人民主体力量。任何系统都有其特定的内在主
体结构,这是一个系统区别于其他系统的内在根据。与自然系统不同的是,社会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庞
大系统。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体。因此,社会系统的发展本质上就是人类自身的发展。长期
以来,我们在理解社会发展动因与目的时,片面强调了物的因素,把社会的发展简单地等同为片面的经
济增长,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实践表明,以这种片面的发展观指导经济建设与社
会发展,必然造成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浪费和单向度人等不良后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人视为社会发展的主体,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放在首位,这充分体现了系统思维的主体性原则。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深入贯彻十七大精
神,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对外开放的同时,
要坚持独立自主方针,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而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发展模式;要不断提高人民政治思想
和科学文化知识素质,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把人口大国建设成为人才强国,从根本上培育我国和谐社会
系统发展的可持续性。  

  坚持系统整体协调性原则,促进我国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系统作为一个多元因素构成的复杂
整体,它的各组成部分及其变化并不是绝对均衡的,而总是处在不断趋近系统有序目标的相对不平衡过
程之中。通过系统的自组织运动机制,在不平衡的无序过程中达到系统的有序目标,这是系统自身变化
发展的特点。社会发展是一个体现社会政治与经济、经济与文化、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等方
面全面协调发展的过程。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就要按照十七大提出的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促
进我国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
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必须坚持统筹兼顾”,“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
性”,做到以人为中心、社会各方面和谐统一发展,从而实现我国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和生态文明等协调发展的整体目标。  

  坚持系统复杂性原则,促进我国社会区域的多样性和谐发展。系统自身的复杂性内在地规定了
它的变化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是其变化发展具体形式及其向度的内在根据。“和谐社会”虽然以社会
全面整体发展为目标,但并不意味着各区域发展绝对均衡或整体划一。相反,各区域发展的具体形式应

 



该是灵活多样而富有差异的,即所谓“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由于地理、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
国社会各区域之间,如东西部地区之间处在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中,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我们构建和谐社
会,应该正视这种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或多样性,从而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要
“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要“鼓励东部地区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  

  坚持系统有序调控性原则,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系统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有序发展的过程。
但包含着人之主体因素在内的社会系统,其发展变化总离不开人的能动作用。因此,社会系统的发展作
为一个合目的性的过程,就表现为作为主体的人对自身社会活动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与实践方式的自
觉调整,以不断促进社会活动关系的优化,从而促进社会的健康与和谐发展。这是社会系统发展的重要
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构建和谐社会”任务的提出,本身就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个挑战。我们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要自觉贯彻十七大精神,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进
一步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
际问题能力”;“继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着力建设高素质领导班子”,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树
立自觉调控意识,对改革开放实践进行科学的“宏观控制”、“统筹兼顾”,从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社
会和谐有序地向前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