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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提高公民素质，对于倡导和谐文化至关重要；

其次要尊重群众、关爱群众，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再次要坚持公平正义，协调

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为社会和谐奠定基础。  

  [关键词]和谐社会；内容；意义；途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大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大

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强调，要建设包括社会更加和谐在内

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强调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

相处的局面，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在我们党

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

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并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

内容，强调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的执

政的社会基础。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

把“积极发展社会事业和建设和谐社会”作为今年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对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了全面部署。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战略任务，已经被提到

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位置。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表现及主要内容  

人类从产生之日起，就与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人总是要处于一定的生

态环境中，总是要依靠、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来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但

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却长期处于不和谐的状态中。尤其是近现代，随着生产力的

迅速发展，人类对自然界肆无忌惮地掠夺和破坏。更大的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遭受到大自然的报复，当代日趋严重的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雨、土地沙漠

化、 生物资源衰退等现象正是自然给人类的惩罚。在目前各种环境污染和生态

平衡遭受破坏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

能拥有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条件。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

设的实践经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个人自身的和谐，

包括思想文化素质较高，能力较强，心理健康，心态平衡等；二是人与人之间的

和谐相处；三是社会各系统、各阶层之间的和谐相处；四是个人与社会、社会与

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五是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相处，在这五方

面和谐中。人与人的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和根本。人与人之间的和

谐，包括个体自我身心的和谐，要求人们恰到好处地掌握各种事物的分寸，做到

无过无不及，保持一种适度与和谐；另一方面是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和谐，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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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方面，也要把握一个度，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社会成员只有言行适度，才能使社会秩序井然，人们和睦相处，互信互助互爱。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矛盾越来越多，不仅需要不

断完善社会运行机制，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要妥善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宽容。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形成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积极因素，激发社会活力，维护社会

安定团结，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途径  
1、提高公民素质是社会和谐的根本  
  一个人的素质代表一个人的精神内涵和思想水平，体现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并且外化为人际交往、为人处事的一言一行。具备了良好素质，就必然会在修养、人格、品

行和道德等方面追求高境界；在人际交往中，一贯表现宽容大度、和善谦恭和守信践约、诚

实无欺的优良品德；所以提升全社会人员的素质，是社会和谐的根本所在，对于倡导和谐文

化、建设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建设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要倡导建设学习型社会，促进各级领导层、管理层提高综合素质和

学习能力、执政能力，增强妥善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使他们不仅精于社会管理

工作，而且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做群众工作，善于创新管理方法和理念，注重尊重人、理

解人和关心人，做到“和以处众，宽以待人”，淡化人治，强化法治，真正做到科学执政、民

主执政、依法执政从而使管理权威和执政能力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经营管理决策和制度规

范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遵循。其次要注重提升公民素质。通过教育、培训和倡导学习等形

式，引导公民提高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培育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公民美德，自觉遵循正

确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和基本准则，养成宽容谅解、彼此包容、平等对待、和谐相处的

“以和为贵”的精神品格。  
2、尊重群众是社会和谐的纽带  
尊重群众，是密切党群政群关系的重要途径。不管地位高低、权利大小，社会每个成员的人

格地位都是平等的。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公民之间要相互尊重、和谐相处，社会乃至单

位、企业，对公民、对员工更要尊重。要纠正对群众的偏见，避免用不正常的心态和标准看

待群众。建设和谐社会，就是强调要善待公民、尊重群众，做到对群众感情上贴近、心理上

包容、行为上重视，形成领导尊重、理解、关心群众；群众尊重、理解、支持领导的良好氛

围。  
3、关爱群众是社会和谐的法宝  
关爱群众，第一要重视“疏导”。疏通引导是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的有效途径，是解决人民内

部矛盾的正确方法。第二要积极“维权”。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是坚持以人为本、关爱群众

的体现。第三要重视“解困”。要真心实意代表人民利益，悉心了解和关注群众疾苦，重视群

众正当的利益追求，积极改善群众的工作、生活条件，解决群众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和问题，

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实事，有效激励和调动积极因素，抑制消极因素。  
4、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公平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是和谐社会最为坚实的基础。公平意味着权利的平等、

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水平不流，人平不言”。公平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是和谐的基础、正义的前提。没有公平就没有正义；没有正义也就没有和谐。法国名

言说得好：“人们喜爱公正，是因为害怕遇到不公正。”任何企业团队，员工最敏感的问题莫

过于领导处事不公。建设和谐社会，各级管理层要把维护和实现公平作为重要的道义责任，

从机制和执政行为上要端平一碗水，惠顾一方人，协调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公平公正

地对待每个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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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构建和谐社会，要谨防步入误区、走向极端  
 强调和谐宽容，不等于不讲原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和谐，是法律规范之下的和谐，是道

德约束之下的和谐。不讲原则，盲从附和，表面上一团和气的和谐，是虚假的不稳固的和谐，

因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建设和谐社会，既要倡导与人为善、和谐相处，又要坚持原

则，严明法治，抑制歪风邪气。特别是对违纪违法行为，对危害稳定团结的现象更不能视而

不见，放任不管。任何单位和个人的行为都必须理性合法，都必须顾大局识大体，自觉维护

国家整体利益和社会秩序。这样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理性的和谐社会，才是真正意义上

的和谐社会。  
强调和谐宽容，不等于抹杀矛盾。矛盾性就是差异性，社会的多元性，决定了社会的差异性

和矛盾性。矛盾运动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动力，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的发展。“和”意味着对

不同观点、思想认识和意见乃至行为的承认和宽容，但不等于混淆是非，否认矛盾，回避矛

盾。既要允许存在差异承认事物矛盾，避免提出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标准和要求；欲求社会绝

对的一致、绝对的统一。又要分清是非，调和矛盾，解决冲突，求大同存小异，达到总体上

的和谐与平衡。绝不能为求得表面上的风平浪静、一团和气而混淆是非、掩盖矛盾，使问题

越来越多，助长消极因素和不良后果。  
 强调和谐宽容，不等于不要竞争。有竟争才有发展，同业与同业、团队与团队、公民与公

民之间的竞争，都是一种活力的表现。和谐与竞争，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没有竞争的和

谐是一种保守的、低层次的和谐，从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建设和谐社会，不仅不否

定竞争、排斥竞争，搞均衡主义，而且要抑制不公平竞争，创造规范有序、公平公正的竞争

环境，鼓励冒尖和超越，引导人们在竞争中成才，在竞争中发展。并通过公平竞争，优胜劣

汰，达到更高层次上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