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 

文/庞冰林 

   一、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
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
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我们党提出的和谐社会中的“社会”，是指狭义的社会，指的是与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相区
别的，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的广泛领域，是指社会层面本身的协调，是科学发展观所关注的一个相对
单项的问题。广义上的和谐社会主要是指，社会同一切与自身相关的事情保持着一种协调的状态，
包括社会与自然环境、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协调等等。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界定。一是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应该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是社会管理体制不
断创新和健全的社会，是稳定有序的社会。这主要是根据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和谐社会
部分的论述归纳出来的;二是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属性来看，它应该是一个
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能够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一个
消灭了剥削、消除了两极分化，人们能够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平等相处、民主协商、自由发展的社
会，一个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 
   二、和谐社会要注重和谐发展的目的性和规律性的统一 
   根据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
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
基础。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在生产力得到长足发展的基础上，及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推
动政治、文化等社会其它方面的发展，防止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谐发展
要求社会主体的活动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不能只求达到目的而违反规律，也不能机械地要求合
规律而忽视目的，只有把合目的与合规律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推动社会历史的快速前进。 
   三、和谐发展是遵循客观规律的结果 
   和谐发展就是要实现社会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它是对社会发展规律深刻认识和正确
实践的结果。坚持全面发展，要求把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生态发展有机统一起来，这
四大发展因素缺少任何一个，社会大系统均不可能做到协调、平衡、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强调和谐发展，就是要我们走出单一地追求经济增长的误区，确立经济增长、政治民
主、文化繁荣、生态平衡等多元的、综合的指标系统，确保社会的全面发展。遵循社会协调发展规
律，就是要摒弃社会失衡发展的理念和行为。坚持社会的协调发展，使社会各子系统之间有序联
系、协调一致，充分发挥社会大系统的最优功能。 
   四、构建和谐社会要慎重处理三重关系 
   第一, 必须处理好长期历史任务和重大现实课题的关系。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 包括企业利
润和国家税收增长很快, 确实有很多理由提高人们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 国家为此作出了很大的
努力, 各项工作也正在稳步进行。但是, 在现阶段, 到底把劳动力成本控制在什么样的水平上是合
理的、是经济能够承受的、是有利于国家长期发展的, 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我们不是关起
门来搞建没, 而是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处在国际竞争的经济环境中。如果工资成本超过了我们
的承受能力, 就会使我们的企业失去国际竞争力, 过早地失去比较优势。 
   第二, 必须处理好需要和可能的关系。当前, 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基
本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一基本矛盾是
需要我们清醒看待的问题。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会长期存在, 因此, 需要和可能之间的矛盾也会长
期存在。六中全会的决定中专门提出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就是要求党政干部在为人民工作的时
候要全心全意、尽力而为, 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第三, 必须处理好突出重点和兼顾一般的关系。现在国家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群众关心的问
题很多,热点问题也很多。但是国家的经济能力是有限的, 政府掌握的资源也是有限的, 甚至历史
提供给我们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当前中国政府的公共财政政策目标, 应该主要突出减贫, 而不是去
实现平等, 应该用政府的有限资源为那些最穷的、失去生活能力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而且必须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动力

 



和支柱,又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意义十分重大（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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