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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因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提出的伟大战略任务。结合新时期社会的不和谐因
素，以环境和人和和谐度这一例子，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同时也探讨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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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some disharmonious factor existed in our society but we have 
acquired great  achievement on economy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is  our  party 's  s t ratagem. This  paper  discussed how to construct  the 
harmonious society from the economics perspective,  then analysis the economics 
ba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I t  can provide strong economy theory 
suppor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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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闭幕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指导
意义的纲领性文件。那么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成了当前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
现实意义的课题。而对此课题的讨论可以从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等视角分析，我们
在此对该课题进行经济学视角分析，以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经济理论支持。  

一、我国当前社会中不和谐的现象及原因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环境的极大破坏如土壤、草原遭到严重
破坏、水资源污染严重、天然森林面积逐渐减少、生物品种减少。同时社会矛盾多样
化，人与自然之间常常强调人的主体性，靠牺牲自然来实现掠夺性经济发展；强调当
代人的利益，不注重可持续发展，；在强调个人利益的同时不顾整体利益，以牺牲多
数人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实现少数人的利益；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
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
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不定期不适应；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特别是近年来
我国社会的稳定问题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数量增多，纠纷与
冲突涉及范围扩大，尖锐和对立的程度加剧。  

正如一位学者说到：“为增长而增长，乃癌细胞生存之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由于我们自认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再加上要实现国富民强的美好愿望，使我们的政
府过分追求规模的扩大，千方百计扩大生产，使我国的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增
长。这使我们曾走上了只重经济增长数量而不重质量的粗放型发展道路。导致了虽然
我们在经济规模和总量上已居于世界前列，可是我们的效率并没有像经济总量增长的
速度那样快，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如前面所说的不和谐的因素。究其原因，主要我们
在追求个人、局部利益最大化的时候，没有将自然界这一“经济人”算进去。从局部
看，每个企业可能实现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由于没有考虑那些不可分拨的资源
具有的外部性特征造成了整个市场非效率。从而从长远看加上自然界的因素，我们的
“大整体”效率并没有达到最大。  

由于在80和90年代里我们追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一部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
来”的政策。促使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我们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没有很好地兼
顾到公平，从而一部分受到较高水平教育和掌握一定技术的人成为了富裕阶层，同时
对穷人福利项目支出政府并没有相应增加，使得本来就是弱势群体的大多贫困人口更
加没有机会享受到现代教育和技术的培训，形成了“富的越富穷的更穷”的恶性循
环，导致现在的收入差距扩大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加剧。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分析  

我们以环境和社会的和谐这一对变量作为例子来考察如何在他们二者之间达到和谐。
 

一个社会要发展经济，必然要受到可供利用的资源和技术的制约，从而工业社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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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必然会带来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但是破坏的程度有个人们能否接受的度的问题。当
污染低于这个度时，人们可以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时，还可以与大自然融为一
体即人与自然能“和谐”相处；当污染超过这个度时，人们固然仍可以享受经济发展
带来的好处，但必然受到环境破坏带来的不利影响，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我们以下图表示环境污染度与人与自然和谐度的关系，实曲线上每一点描述二者之间
的可能性组合（不妨称之为污染度与和谐度的可能性边界曲线），与横轴平行的虚线
表示人们可接受的和谐度。  

图1  

我们将环境污染与和谐看作是两种“资源”（虽然环境污染并不是我们想要的资
源），从经济学上来说，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我们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由图1我
们可以得出：要想得到更满意的和谐度，我们必须减少污染；而污染的程度的增加，
必使我们放弃更多的和谐度。于是我们最佳的选择就是在A点，在人们可接受的污染
度与和谐度之间达到了一种均衡。那么是否我们想要维持在A点，社会就不能发展经
济，就停止不前了，事实并不如此，我们看图2：  

图2  

从图2可以看出，可能性边界曲线向右移动，在每一个相同的污染程度上和谐度也得到
了提高，同时均衡点由A移动到B点。当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可接受的污染程
度也是变化的，他也可能上升，也可以下降，这里我们认为，经济的发展带来生活质
量的提高，从而人们对可接受的环境污染程度是下降的，即可接受污染度曲线向下移
动，如图3所示。此时新的均衡点移动到C点。图2、3表明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可以使
得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同时还可以做到在环境污染与和谐度之间找到一种均衡，只
要政府决策得当、科学发展，人们不但可以在享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福利的同时，
还可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就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
济学理论基础。  

图3  

我们以下就来分析若想要让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向右移动，政府、市场在其中所起的
作用。  

由于环境污染是一种公共“劣品”，其具有外部性。我们通过图4来说明这一点。图中
具有正斜率的M C是厂商控制污染的边际成本曲线。具有负斜率的的曲线是减少污染
的边际收益曲线。其中上面的MSB是减少污染的社会边际收益线，下面的MPB是减少
污染的厂商的私人收益曲线。由图可得，在没有管制的市场在 I点私人的边际成本等到
于其边际收益，故市场均衡点为 I。但是明显的 I点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假如我们增加
一点控污量，如增加图中条状区域，对于增加的控污量，社会总的收益是MSB下面的
整个条状区域，而总成本是 I点以下的条状区域，显然收益远远大于成本，故此时的市
场是没有效率的。这时若是通过政府的行政行为，强制要求厂商将控污量提高到E点
的水平，些时市场上的社会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达到了市场均衡，实现了效
率的最大化。  

图4  

对于这样的公共品，显然用单独的市场机制无法对他们做出有效的控制，因为厂商们
既不会自愿地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也不会改变将污染物倒入垃圾场的行为，因为这样
必然会增加他们的成本，这是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厂商所不愿的。那么对付这种由
于外部性造成的非效率的武器是什么呢？显然就需要我们的政府对其进行控制。  

那么政府怎样实施污染管制呢？一个很容易想到的办法的做法就是政府只需简单地给
出所要求的控污技术和施工场地的详细规定，命令每个厂商执行即可，此时厂商没有
选择的余地。那么如果政府制定的各种标准是非常有效的和合理的，那么就可能达到
图4中的E点。虽然从理论上通过政府的合理措施，可以达到E点，可是现实中却不一
定这样，因为政府在制定标准的时候有时不可能准确地计算出每个行业、厂商控制污
染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这样必然会损害一部分厂商的利益，从而达不到市场的均
衡。从而有必要在政府管制的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比如政府可以要求厂商为他们的
污染支付其引起相应危害的税款，那么厂商为了减少自己的生产成本，追求效益最大
化，必然会把它的污染水平控制在一定的有效率的水平。从而如果政府能正确地计算
出排污量带来的污染成本，那么厂商就会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达到各自的边际成本
和边际收益相等的均衡点，从而整个社会就会达到均衡点E。  

上面我们考虑的仅是环境污染与人与自然和谐这一个当前社会中不和谐的因素，但同
样的方法可以来分析当今的社会中的不和谐的其它方面的现象。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的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可以按照图5所示的机制
来管理，从而达到我们的社会不断发展进步，而又能和谐相处。  

图5  

三、结束语  

“和谐”是指社会系统的各个要素内部、要素之间以及整个社会系统与环境之间处于
一种相互协调的有序状态。主要包括“自然——人——社会”整个系统在内的和谐统
一。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必须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
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更加
注重发展社会事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只要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树立科学发
展观，必定可以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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