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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公平正义：社会建设的本质
郑杭生

  10年来，社会学界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做了很多探索。用很短的篇幅概括这个历程，很不容易。从理论深化和实践创新

相结合的角度，做一简要的回顾和提炼，也许比较合适。 

  对“社会建设”新时代内容做了揭示。社会建设是上世纪前半期出现的历史概念，我们党在新世纪初重提社会建设，是因

为有了新的时代内容。这就是新时期提出的新任务和新挑战；社会急剧转型提出的多重时代问题和风险。因此，今天我们研究

社会建设，主要是要实事求是地揭示它所包含的新的时代内容。 

  对社会建设的内涵做了新概括。社会建设的定义，可以抓住“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合理配置”这一核心，从正向和逆向两

个方面来加以把握。从正向说，所谓社会建设，就是要在社会领域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

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并相应形成各种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从逆向说，社会建设就是根据社会矛盾、

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表现、新特点和新趋势，不断创造和完善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机制、新实体

和新主体。 

  对社会建设的外延做了新的提炼。社会学以整体社会系统与各子系统的关系为根据，引申出了范围不同、大小有异的“社

会”：“小社会”或“狭义社会”、“中社会”或“中义社会”、“大社会”或“广义社会”。在社会与它的政治、经济、文

化和社会生活各子系统组成的“四分框架”中，这里的社会生活子系统是小社会；在社会及其三大部门（政府组织、企业组织

和社会组织）组成的“三分框架”中，这里的社会也是小社会，而在国家与社会组成的“二分框架”中，这里的社会则是中社

会，它既包括作为第三部门的小社会，又包括作为第二部门的市场或企业组织。大社会是与自然界相对，包含各个子系统的整

体社会。这三种社会都是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有关的。 

  明确了民生为重、百姓至上是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所谓民生问题，用社会学的术语说，就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如

何从政府、市场和社会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来支撑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问题。所谓民生为

重，就是要把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来抓。 

  论证了促进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建设的本质。在社会学上，社会正义就是指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

这里，公平和平等都能表达正义，但又是不同程度的正义。所谓公平就是一种合理的差异，这与平等以同一尺度来衡量形成反

差。社会公平的两个维度：制度安排的公平与百姓认可的公平。社会公平首先指的是一种客观的制度安排的合理性问题。这

里，作为制度安排合理性的社会公平，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源分配和获得的差别是合理的；社会机会对每个社会成员都是自由开

放的，可竞争的。这样的安排，使上层永不松懈，中层永不满足，下层永不绝望。其次，社会公平还在主观上体现为百姓的共

同认可、认同。这就是社会公平度、公平感的高低问题。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都是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和途径。社会

建设和社会管理在推进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合理配置和分配的同时，也就是在具体地推进和落实社会公平正义，也就是把公平

正义落实到我国微观社会制度和宏观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 

  对如何正确把握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科学的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框架下的社会管理。这里，要防止社



会管理上的两种倾向：一是离开社会建设讲社会管理，只管理，不建设，势必忽视源头治理、忽视服务在管理中的重要性。二

是只强调社会管理，把社会管死，容易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历史怪圈。 

  “中国经验”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中央经验是“中国经验”的核心、灵魂和指导。地方和

部门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验”一个个亮点、一个个支点，共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

种新型社会主义历程的一个个轨迹点、成长点。 

  要不断探索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出现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当前，根据我们调查，中国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新形势出现了四

方面特点：（一）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如何统筹兼顾多元利益考验着政府和社会驾驭复杂局

面的智慧；（二）公众的权利意识迅速提升，如何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考验着政府赢得群众信任的能力；（三）风险社会的

特征日益凸显导致社会安全感下降，如何应对各种类型的风险考验着政府和社会应急管理的能力；（四）信息化、网络化时代

的来临导致的双刃剑效应，考验着政府和社会如何驾驭虚拟社会、如何与时俱进创新能力。同样，中国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新

趋势呈现出五方面表现：（一）合作共治与复合治理：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体制的复合化；（二）类型分化与分类治理：社会

管理与社区治理方式的多元化；（三）刚柔并济与情理法兼顾：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手段的艺术化；（四）信息化管理与网络

化治理：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机制的科学化；（五）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城乡一体化。 

  探索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必须遵循正确的学术途径。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这种途径表述为：立足现实，提炼现

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创新话语，创造特色。 

   

  网络编辑：客卿 

 

光明日报（2012年10月17日）

发布时间：2012-10-18 13:57:46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５号    邮政编码：100732 

E-mail：myywlbjs@163.com        京ICP备0507273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