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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谐的最好感受是"我被公正地对待了"

  ——访上海大学副校长李友梅教授    

  必须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和心声。  

  要重建社会整合，首先要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形成新的社会沟通和新的社会共识。  

  要重视研究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凝聚人心、社会团结、共同富裕的大

众思想基础，成为社会和谐的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精神动力。  

  记者：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六大任务。

在您看来，社会建设的提出是基于怎样的现实背景？  

  李友梅：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改善民生作为当前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表明了党中央

十分重视有效地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在

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十多年，广大人民群众普遍享受了经济建设的成果，因而使

改革开放成为社会动员的一种重要力量。这种局面在9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变化，在这

个变化中，社会低层群体甚至一些白领群体越来越感到他们能够分享到的改革开放成果

在不断减少。因此，对于他们而言，改革开放不再容易构成社会动员的一种重要力量，

他们的社会认同也逐渐失去了集体共有的特征。所以，必须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

的社会建设，尤其是要大力推进教育、就业、分配、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制度改

革。这样的做法非常务实，而且强调公平正义，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和心声。  

  记者：社会建设的目的，在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和谐的社会，其成员应

当具有很强的集体观念。处在快速转型期的中国，人们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面对这

种状况，应该怎样重建社会整合？  

  李友梅：新时期社会建设的实践需要社会认同。社会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

念，其基础性支持来自于福利渗透、意义系统和社会组织。福利渗透是指经济发展对相

关公共领域的贡献程度以及各阶层由此提升生活质量的程度；意义系统由象征符号构

成，比如知识、道德、法律、归因机制和价值取向等；社会组织主要是对生产、生活和

政治活动的组织方式。当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并处于封闭状态下，总体性的社会认同比

较容易形成。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３０多年里，国家在建设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计划经济体制以

及包括单位福利制、人民公社制度、户籍制、阶级分类制度、“街—居制”在内的社会

管理体制的同时，不仅形成了有效的社会控制，也获得了总体性的社会认同。而我国随

着生产力水平日益提升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社会成员之间已有的依赖关系与合作机制

正面临严峻挑战，社会认同的分化也在快速形成。因此，要重建社会整合，首先要在不

同社会阶层之间形成新的社会沟通和新的社会共识。然而，我们还没有找到能够在其中

形成这些社会沟通和社会共识的有效载体和机制。  

  记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对于重塑社会认同会起到怎样的作用？怎样才

能避免在核心价值体系的打造过程中形式化的宣教，让群众产生逆反心理？  



 

  李友梅：胡锦涛同志在“6.25”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这在经济体制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今天，不仅具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建设新时期社会协调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构成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对于调动各社会阶层的积极性，共同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

目标而努力奋斗将形成重要的推进作用。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如何建设，而且还要重视研究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凝聚人心、社会团结、

共同富裕的大众思想基础，成为社会和谐的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精神动力。对于老百姓

而言，社会和谐的最好感受，首先是他们真正生活在“我被公正地对待了”的社会环境

中。  

  为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社会生活的实际，要重视以此为依据来完善社会治理结

构，进而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组织制度建设提供有效的决策建议。我们同时还应该认

识到，现实中的社会生活可以为制度所改变，却不可以完全被放置到制度变革的线性逻

辑中。如果我们的社会管理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那么这样的社会管理很可能会使社会

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化，以致于出现社会和谐的问题。制度变革和生活变革之间不具有单

线因果论意义上的一一对应关系，任何试图通过制度改革使社会生活朝着预定轨道和模

式发展的努力，可能难以完全如愿。于是，我们又要回过来去认真思考如何获得社会认

同的问题。  

  记者：党十七大的报告中提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

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社会学作为实践性极强的学

科，请问目前在社会协调机制方面所进行的学术研究状态是怎样的？  

  李友梅：当前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主要是面向体制内规划的对策性调研和学术性的

基础理论研究；面向社会、企业的对策性调研；根据个人兴趣所作的学术研究。新时期

的社会协调机制和社会认同如何构建的问题已经引起一些学科关注，人们从不同的角度

和用不同方法做了一些理论研究，但这些理论研究由于缺乏深入的经验研究的支持，目

前的进展缓慢。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相关的研究课题源自于多种渠道的投入，出现不少

重复性。而且，在重复的研究之间没有形成交流机制和整合机制，其结果是，相关成果

资源特别分散，不能及时形成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成果。尽管有些对策性的研究成果已经

具有了可操作性，但它们中的大部分仅在学科范围内研讨评定之后被纳入了论文集，而

没有在实际运用中得到实验机会。由此而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不能满足于增加科研项

目，还应该考虑如何使那些体现时代性、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真正为社会建设服

务。所以，很有必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进行相关的体制机制建设。  

   

作者:本报记者 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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