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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人为本”中推进社会建设

苏文帅

2011-10-21 16:38:51    

   

( 苏文帅  中华全国保障工作部) 

 

    中国共产党的90年，就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和富强，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和安康而不懈奋斗的90

年。90年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站到了新的发展历史节点上。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

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保障事业全面推进，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加快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增

强，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党把社会建设提上了重要位置，把加强社会建设，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势在必行的重要任务。这也是我们党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

面建设的规律，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把人民利益作为执政的核心原则。 

  加强社会建设要尊重人的主体地位，把人民的幸福作为价值取向。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人始终处于主体地位，人是社会建设的

主体。社会的有序、稳定与和谐为人的生活劳动与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而和谐的社会又要靠人去创造去维护。就是说，人们在

社会发展中既是社会的建设者，发挥着建设的力量；同时又是社会建设成果的享有者，满足人的利益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国

家的兴盛、经济的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今天，加强社会建设，

提升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当作社会建设的依靠力量和享有者已是毫无置疑。一切制度、政策归根结底都要以是否适合生产力发

展的要求，实质上也就是是否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为其合理与否的标准。各种物的因素只有被纳入到人民群众

的实践活动中，或作为其条件，或作为其对象，才具有现实的意义。十七大报告把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提出“加

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突出表现。社会建设也只有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

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做到这些，就能用看得见摸得

着的实惠，真正体现社会建设的成功。 

   加强社会建设要调节好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让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人生于世，需要物质资源来维持生存与发展，人

有着对物质的不断的欲望，为了满足这个欲望，人们在日常行为中往往会考虑满足自身欲望，追求着自己利益，伴随着市场经济

全球化势头的迅猛增强，社会分化进一步加速，利益格局进一步分化，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很多问题得以凸显，特别是当前，

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矛盾比较突出，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呈萎缩趋势，不

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趋于拉大，分配不公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更加剧了转型期利益分配矛盾的复杂化和利益群体矛盾

的公开化，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共同发展，使得人的价值失落。只有在发展的基础上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重点，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关

系，统筹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利益，让发展带来的利益增量为多数群众所共享，才能做到社会不同

群体乃至整个人类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加强社会建设要关注人的生存环境，把重点放在改善和保障民生上。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发达，绝不是仅仅看经济总量的增

加，而是看这个国家的人民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状况。我们经常所谈的民生，就是指人民的生活状况，而教育、就业、医疗、社会

保障、住房等民生问题，事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不但影响着富民、安民、济民，而且也影响到整

个国家改革发展的大局。前些年，部分地区和部门为了实现经济指标，相对忽视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致使公共教育、社会保

障、卫生健康等社会事业和民生方面出现“短腿”现象。特别是近年直接关系到人们基本生存资料的住房问题凸显，已对人民的

幸福和社会稳定造成很大威胁。加强社会建设必须要把重点放在民生建设上，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动员政府和社会的

力量投入公共服务体系，解决社会贫困人口各种基本生活需要，推动整个人类的持续全面发展。 

   加强社会建设要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让每个成员享有均等机会。社会公正是“人”这一主体对“社会”这一客体的价值评

判，其实质就是社会各种权利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每个人都能得到其所应得的；各种义务由社会成员合理承担，每个人都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应承担其所应承担的。社会公正不公正是社会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当前，我国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战略机遇期和

矛盾凸显期重叠交织，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较之以往更加复杂、更加突出，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不断加大，这也使社会公正

问题更加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两会前夕一些网站开展的“你最关心的话题”调查中，社会公正问题总是位居前列；在一些引

起广泛关注的“炫富”与“仇富”、“炫权”与“仇官”事件中，背后的症结往往也被归结到社会公正问题上。可以说，当前社

会上的许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都不同程度地与社会公正问题联系在一起。妥善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已成为社会建设中重大问

题。加强社会建设必须要把解决社会公正放在突出位置，建立和完善更加注重公平的分配制度，加大对弱势群体扶持和帮助，防

止弱势群体的弱势循环累积，为身处底层的人打通向上流动的渠道，形成合理、公平、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使社会各种职位和

机会都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 

   社会建设归根结底其实就是解决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人是处于主体地位，社会建设的好不好，直接决定着每个社会成员个

人及家庭的生计问题，又是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国家发展进步与政权兴亡的根本问题。经济社会越是发展，社会建设的内涵和外

延就越是会扩展，其体系就越复杂，而推动起来也就越是需要政治智慧。但不管怎么样，始终贯穿“以人为本”理念，关注人、

尊重人，让人民群众日子越过越好、心情越来越舒畅是社会建设的价值取向和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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