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学网 > 学术讨论 

 
社会质量理论：和谐社会建设新视阈 

高红 林卡     2010-12-05 18:41:02 
 

 

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社会

质量理论为我们展开和谐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框架。 

 

社会质量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新出现的一种社会政策范

式。按照欧洲学者的界定，社会质量是指民众在提升他们的福祉和个人

潜能的条件下，能够参与社区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程度，即社会关系的

质量的提升与参与和个人发展的程度。从社会质量理论范式的基本架构

来看，要达到社会质量的水准，必须具备社会经济保障、社会融入、社

会整合与社会增能这四个基本条件。 

 

一是人们必须有机会获得社会经济保障，以便使自己免于贫困和其

他形式的物质剥夺； 

二是在就业市场之类的主要社会经济制度中，人们必须体验社会融

入，或使其所遭受的社会排斥最小化； 

三是人们应能够生活在以社会整合为特征的社区和社会中； 

四是人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并被赋予一定的权能，以便在社会

经济的急剧变迁面前，有能力全面参与。 

 

社会质量理论的这一框架设计，为我们研究中国和谐社会建设提供

了有价值的分析框架。在这一理论中，社会经济保障是一个最基本的方

面。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质量的社会必须使人们能够获得社会经济保障—

—不管是来自就业还是来自国家的社会保险——以免于贫困和各种形式

的物质剥夺。人们是否具有获得必要的社会经济保障的权利直接关系到

该社会再分配制度的公正与正义性，这些权利包括收入、就业、教育、

住房、健康照顾、环境、个人安全等方面。因此，要达成中国和谐社会

目标就要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人们都具有基本的物质生活

保障。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时间里，由于中国社会实施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把经济目标置于优于社会发展目标的地位，片面

追求经济增长，从而出现了我国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经济发展与社会

发展之间的不平衡状况，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中国社会阶层之间、城

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及其造成的弱势群体贫

困化。因此要达成中国社会的和谐，就必须重视社会政策的制定，建立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民生，提生人们的福利状况和生活质量。 

 

和谐社会的建设还有赖于人们具有共同的集体认可的价值观和规



 

范，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充分的信任，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高度团结的

社会。社会质量理论的第二个维度就是沿着“社会团结”这一核心问题

展开的，它把社会团结和社会信任作为其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中国，信

任危机已经成为目前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三鹿奶粉”事件、传

销中的“杀熟”现象以及医疗行业中医患“红包”的普遍存在，说明中

国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这两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中国信任危机的

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削弱了中国传统的规范和价值体系，而新的与

市场经济相协调的伦理文化与公民道德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从这一视

野出发，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努力中，就要把社会建设的关注点放在

如何重构我们道德基础和价值规范体系上。 

 

同时，要达成和谐社会目标，我们也要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问

题。和谐社会这一目标是不可能在一个具有强烈的社会分化和鲜明的等

级制社会下实现的，它也不可能在一个具有许多社会离异者、流浪者和

各种权利被剥夺者这样的社会存在。在社会质量理论中，社会融入和社

会排斥问题是该理论所涉及的第三个维度，它主要考察社会边缘化群体

的社会排斥问题，并以增进他们的社会融合作为其价值目标。社会排斥

现象意味着对于特定群体的社会权利的剥夺，只有把这些群体尽可能地

纳入到社会体制中（如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等），才能

实现社会的团结与和谐。这就要求我们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要采取各种

政策手段来降低社会排斥，把民众纳入到统一的社会经济体系中来，包

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体系、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教育体系、住房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等，使得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和谐社会的创立还需要人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来提升人们的教育

文化素质和参政议政的能力。在此方面，社会质量理论把社会参与和社

会赋权作为其考察社会质量的第四个维度，从社会参与的主体及其活动

空间的角度来考察社会质量，认为一个民众积极参与并能够由此表达他

们的利益和愿望的社会就具有较高的社会质量。为此，在建设和谐社会

中，我们有必要发展公民社会组织，并把民主参与和公民政治作为抗拒

社会排斥和进行个人增能的手段。在加强公民参与的民主机制建设中，

尤其要关注弱势群体，政府有义务支持和帮助社会各阶层，特别是要为

弱势群体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使各社会阶层都能平等地表达对

政策问题的诉求，使得不同利益群体在国家政治架构下通过相互交换、

讨价还价而实现利益均衡与妥协。这有助于防范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

定，从而在制度层面上形成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的大环境。同时我们也

要增进个人的发展潜力，努力培养一代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强烈公共意识

的一代新人，使他们能积极参与到公共生活中来。 

 

由此可见，社会质量理论为我们分析和谐社会建设所面临的种种问

题，并揭示这些问题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

其所涉及的四个维度，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社会质量。同时这些方面之

间是相互联系的，它们的协同作用将会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增进社会

 



的凝聚力，并为走向和谐社会形成社会基础。这一理论尽管产生于西方

并为解决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服务，但它所倡导的社会和谐和社会团

结的宗旨以及分析方法，对于探讨如何建设和谐社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

都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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