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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与构建和谐社会相对立

[ 作者 ] 周新城 

[ 单位 ] 中国人民大学 

[ 摘要 ]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要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需要指出的是，并非任何社会都可以形成和谐关系、构建和谐社

会。在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社会制度下，社会矛盾主要是阶级矛盾，这种矛盾具有对抗性，它只能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冲突来解决，

希冀在这样的社会里构建和谐社会，那必然是缘木求鱼。 

[ 关键词 ] 新自由主义;和谐社会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决批判新自由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要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需要指出的

是，并非任何社会都可以形成和谐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在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社会制度下，社会矛盾主要是阶级矛盾，这种矛盾具有

对抗性，它只能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冲突来解决，希冀在这样的社会里构建和谐社会，那必然是缘木求鱼。统治阶级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来缓和阶级矛盾，但绝不可能形成阶级之间和谐相处的局面。马克思、恩格斯把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视作未来和谐社会的根

本条件。很明显，只有在非对抗性矛盾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才能形成和谐的关系，才有可能构建和谐社会，因为非对抗性矛

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这种矛盾可以通过民主的方法、讨论和协商的方法，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得到解决。在目

前历史条件下，非对抗性矛盾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以，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论及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在我

国，全国解放以后，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过去，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

矛盾，对抗性矛盾已经不占主导地位。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对抗性的阶级矛盾，但大量的、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

盾，人民内部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而从性质上说，属于非对抗性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的我国，已经具备了构建和谐社会的

基本前提。所以，胡锦涛同志不是一般地谈论和谐社会问题，而是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把和谐社会同社会主义制度密切联系在

一起的。我们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制度抽象地讨论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关系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也就是说，社

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只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它要成为现实，还需要通过我们艰苦的工作，不断解决出现的矛盾，同各种

不和谐因素进行斗争。胡锦涛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

的一个基本原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在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的过程，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增加和谐因素

的过程。” 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迫切任务是，必须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清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是我国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不和谐因素之一，是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作为反映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世界性思

潮，集中表现在美国极力倡导的“华盛顿共识”上，它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私有化、自由化、非调控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推销新自由主义及其政策，目的是把社会主义制度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在他们手里，新自由主义不过是“和平演

变”的工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着重清理已有的思想理论体系，同时提出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中的

有益内容，在此背景下，新自由主义逐步传入国内。国内有的学者把新自由主义当作灵丹妙药，主张用新自由主义那一套来指导我国的改

革。新自由主义一度成为“显学”，占领了我国大学的讲坛。不可否认，新自由主义已经对我国学术界和实际工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所

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同新自由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二、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势必会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

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生产资料归劳动人民共同所有，在生产资料占有方

面，劳动者都是平等的所有者。“全体公民在同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就是说，全体公民同样可以利用公有的

生产资料、公有的土地、公有的工厂等进行劳动。”这就排除了个人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偿地占有他人剩余劳动产品的可能，从而为消

灭压迫、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进而为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奠定了基础。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

条件。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而且发展又不平衡的状况，客观上要求有多种所有制与之相适应，因而个体经



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点是毫不动摇的。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

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

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

济。”我国的改革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开展的。这一点，既是我国社会制度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则是反对和攻击公有制，主张私有化，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和谐的基础。全面体现新自

由主义思想的“华盛顿共识”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一度对我国理论界、学术界颇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分子

张五常公开叫嚷：“私有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有产权是真正的市场的先决条件”，“共产制度迟早会瓦解”，唯一的出路是

“走私有化道路”，而且断定“中国会逐渐改变而成为一个类似私产的体制”。我国一些经济学家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希望中国的

改革按照私有化的方向发展。有人公开宣布：“人间正道私有化”，喊出“私有制万岁”的口号。如果按照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去做，用私

有制取代公有制，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必然出现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现象，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

则丧失生产资料，沦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在此基础上，必然出现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对抗性矛盾，社会和谐的根基就遭到了破

坏。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主张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是南辕北辙的。三、新自由主义鼓吹极端个人主义，势必会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社会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是要正确处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使之相互协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

制，人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人与人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以及其他条件的限制，社会主义还只能实行按劳

分配的原则，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不是生活第一需要，因而不可避免地还存在个人利益。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城市与乡村之

间、工业与农业之间的本质差别还没有消灭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的具体利益还是有差别的。我们必须重视并保护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但

是公有制决定了除个人利益之外，还存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要求三者利益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当三者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应

该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这样，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才是协调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使是实行按要素分配的非公有制经济成

分，由于受到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的影响和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按这一原则来处理利益关系。邓小平同志指

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

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多种利益的相互关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就有可能

形成和谐的社会关系，就有可能构建和谐社会。如果违反统筹兼顾的原则，片面地追求某一方面的利益，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利益，势必加

剧利益矛盾，使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尖锐化，甚至导致对抗和冲突，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是“经济人假

设”，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每一个人都在追逐个人的私利。新自由主义认为，个人的自由权利、个人的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无

上的。他们鼓吹极端个人主义，主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认为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是违反人的本性的、不合理的事

情。他们甚至公开反对公平，提出“当公平取代了自由的时候，人们所有的自由权利都将处于危险之中。”“自由比平等更重要，试图实

现平等就可能危及自由。”他们明确反对“以经济再分配的手段来增进穷人的自由”，反对政府的福利开支，反对工会维护工人利益的斗

争，提出“不能为了公平牺牲效率”。从理论上讲，“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经济人假设”，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荒谬命题；从实践上

说，按照经济人假设来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人人都只顾自己的个人利益，那么，人与人之间必然形成一种对抗关系。例如，在被新自

由主义者誉为最合理的、永恒的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追逐最大限度利润，必然要尽可能多地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阶

级对抗是不可避免的。显然，鼓吹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那是不可能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人民内部

的利益关系的，更不可能建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实行新自由主义那一套主张，就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四、新自

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势必会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政治基础。政局稳定、社会安定，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从政治上说，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政局保持稳定、社

会保持安定的根本保证。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使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保持政局的稳定，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

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同样，“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

民主专政不行”。必须一方面对人民群众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另一方面对敌对势力实行专政。“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

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表明，一旦取消共产党的



领导、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蓄意夺取政权的敌对势力就会乘机制造动乱，各派政治力量纷争不休，整个社会陷入混乱状态，人与人之间的

和谐关系就荡然无存。新自由主义标榜捍卫个人的自由权利，打出“民主”、“自由”的旗帜，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通往奴役之路”。

在政治上，他们集中攻击的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主张实行西方国家的以议会民主、三权分立为特征的资产阶级政治制

度。这一套主张，在我国一度甚嚣尘上，2003年的所谓“民间修宪”就是一个例证。然而一旦按照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去做，社会主义制度

就会被推翻，政局就会动荡不安，国家就会四分五裂，这同人民构建和谐社会的良好愿望是背道而驰的。五、新自由主义主张指导思想多

元化，势必会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任何一个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总是政治上、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处于指导

地位，也就是说，指导思想总是一元化的。在社会主义国家，掌握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理所当然地要把

反映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不可否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国际形势和国内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

存在，社会上出现非无产阶级思想是不可避免的，但就指导思想来说，不能、也不应该多元化，更不允许它们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

想。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占居指导地位，在建党立国的基本原则问题上统一思想，在此前提下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方针，这就构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后果极其严重。由于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着强烈的反作

用，各个阶级都抓意识形态，都力图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

强。如果我们在指导思想上不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搞什么多元化，客观上就是支持和放纵资产阶级思想的蔓延，势必造成人心大乱、天下

大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破坏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苏联的政治动乱就是从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开始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反面

教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所以会瓦解，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之所以会失去政权并顷刻瓦解，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的关

系之所以迅速为阶级压迫和剥削关系所取代，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理论上、思想上出了问题，从赫鲁晓夫丢掉斯

大林，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前后经过30多年，指导思想多元化，导致党内思想混乱，思想政治上彻底解除武装，最终

导致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从根本上遭到了破坏。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新自由主义在思想领域的一个显著特点，

就是仇视马克思主义，要求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这方面，张五常最为典型。他公开主张用新自由主义取代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1999年，他还为中国的改革开出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如果实行这一方案，公有制基础上的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必将彻底消失，重新恢复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关系，这哪里还谈得上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

不断出现矛盾、而又不断解决矛盾的历史的过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在不断排除各种干扰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当前，新自由主义是

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的障碍，因为它破坏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从而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社会的

建设。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批判新自由主义，肃清它在各个领域的影响，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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