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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需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 作者 ] 王宏宇 

[ 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 摘要 ]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研究员主持，2001年5月立项的院级A类重大课题《当代中国社会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

于2005年5月结项。该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为30万字专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和约40万字的论文辑《中国社

会分层》。 

[ 关键词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中国社会分层》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当代中国社会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完成。经过28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

际化进程加速，经济社会发展既充满新的机遇，又面临着各种社会风险。在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构成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中，如何正确认

识和处理社会矛盾，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研究解决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

研究员主持，2001年5月立项的院级A类重大课题《当代中国社会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于2005年5月结项。该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为30

万字专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和约40万字的论文辑《中国社会分层》。李培林介绍，我国改革开放28年来的

经验以及世界各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减少低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鼓励人们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富裕起来的同

时，利用财政、税收、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等工具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调节，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这是加强社会团结和实

现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在未来10~15年，我国社会结构调整的总体目标是：“扩大社会中间

层，减少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理顺收入分配秩序，严厉打击腐败和非法致富，加大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高举社会公正的旗帜，努力改善

社会关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为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而奋斗！” 课题组

在研究现实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采取了“事前研究”和“事后研究”两种观察视角，对我国大陆31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城市居

民进行了10000多个样本的“中国城市居民社会观念”抽样调查，又对这些数据进行了近两年的整理和理论分析。研究认为，当前我国经

济正进入新一轮的高速成长期，但也要冷静地看到，由于利益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由于城乡

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以及个体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由于新旧体制转换所带来的震动和摩擦，以及某些领域腐败现象的

滋长，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新型的社会矛盾。研究发现，从目前来看，新的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就业、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三个方面，很

多贫富关系、劳资关系、干群关系方面的社会矛盾问题，也都与这三个问题有关。因此，正确处理新时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就必须

认真地、科学地分析这些新特点，并抓住事物的本质作出实事求是的、符合实际的判断和决策。关于如何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

课题组提出了战略性建议。课题组认为，当前应特别注重做好的工作有：扭转财力过分向上集中的态势，加强转移支付力度，缓解基层财

政的困难；加强反腐败、反贿赂的力度，逐步理顺收入分配秩序，实行公务员的财产登记制度和阳光工资；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税

收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致富；继续促进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把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以及减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当作“十一五”期间的重要发展目标；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巨大的比较优势，适应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进就业结构的转型，力争到2015年把农业富余劳动力再转移1亿人；把“以人为本、投资于人”作为提高人口

素质和建立“人力资源大国”的国家战略选择；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全民的节约型社会，逐步扭转我国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

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力争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建立统筹城乡的和整体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要制定出21世纪新的人口扶

贫规划。该课题研究不仅具有很高的政策参考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经过四年的研究，课题组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客观的社会

结构分层和经济社会地位，要通过主观阶层认同和阶级意识，才能与人们的社会态度、社会行动选择建立起逻辑链条。课题组提出了七个

极具学术价值的新发现：一是阶层认同决定人们社会冲突意识和行为取向；二是在各种影响因素中决定人们主观阶层认同的最主要因素是

“父辈的社会地位”；三是中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表现出一种明显“向下偏移”的倾向；四是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除了物质利



益矛盾，城市社会中正在产生着一种新的社会矛盾类型——社会价值观念性矛盾；五是那些“迅速致富”和“迅速致贫”的人具有更强的

社会冲突意识；六是城市公众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受益群体，应当引起各级政府的深思；七是城市公众对私营企业中的劳

资冲突感受最为强烈，如何有效地调整劳资关系，解决劳资冲突，将是保持未来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该研究成果问世以

后，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好评。有评论认为，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妥善处理经济快速增长且社会迅速转型时期

的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和谐，已经成为必须高度重视的大问题。该项研究成果不仅分析了当前社会中的一些突出矛盾，也通过对公众的

态度和行为倾向研究对这些矛盾问题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多方面的政策建议。这种研究方法在国内同类研究中是不多见

的，这项研究成果对于进一步的创新理论与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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