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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 从其方法论问题上来看:首先应从哲学高

度把握/ 和谐社会0的中国传统精华的继承和扬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

要求和本质属性等科学内涵;其次应从联系社会形态来理解只有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0。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应坚持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等, 使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得到方法论上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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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世纪新阶段,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审时度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

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总体布局出发, 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任务, 并且由党的

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5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6,对此作出了

深刻的阐明和全面的部署。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

落实六中全会5决定6的精神, 很有必要思考和研

究一下其中的方法论问题。

一、应当从哲学的高度把握/和谐社会0的科
学内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前

提,是要对/和谐社会0这个概念有准确的理解和
领会。这次六中全会的5决定6是一个政治纲领性
的文献,它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示和阐明了

/和谐社会0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联系,为我们

正确地理解/和谐社会0提供了理论前提。根据辩
证逻辑,一个概念的科学内涵应该从其历史联系

和现实根据中获得规定。从思想史上看,古今中

外的一些思想家都有过社会和谐的理想追求。例

如,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0;中国老子的/小国
寡民0,以及孔子及其儒家关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

的/中和0主张, 甚至还论及到/ 天下为公、选贤与
能、讲信修睦0的/大同0社会( 5礼记 #礼运6)。特
别是在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 /和谐0就是他

们主张的未来社会的代名词, 并且还分别在5乌托
邦6和5太阳城6等著作中, 都进行过这方面的具

体、生动的设想和描写。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

最早发表的一篇论述社会改革文章的题目,就是

/普遍和谐0。他指出, 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

理的,必将被/和谐的制度0所代替。而后,英国欧

文在北美印第安纳州搞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公社

名称,就叫做/新和谐0( new harmony )。据此,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5共产党宣言6中, 把空想社会主

义/提倡社会和谐0, 看做是/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
积极的主张0。[ 1] [ p. 304]

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

的社会和谐思想的渊源。不过, 马克思主义关于

社会和谐的思想, 只是深蕴于他们对未来社会的

原则性的科学预见之中, 诸如未来社会是/自由人
的联合体0、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0、
是/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0的社会,等等。

所以,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0的科学概念,是我

们党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

根据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0
的目标之一,是/社会更加和谐0的要求,根据现实

社会实践的需要, 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0的伟大目标和战略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0的概念及其理论,是我们党利用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的实践经验

的基础上,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0重要思想, 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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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和发展。它既吸取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

华,又与思想史上类似的思想观点具有本质的区

别。这是因为, 历史上一些剥削阶级思想家政治

家们的社会和谐思想,都旨在调和社会矛盾, 维护

剥削阶级的统治秩序, 他们至多是借以提倡社会

改良。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0中的/和谐0,就只

是奴隶主阶级占有、剥削和统治奴隶的/和谐0;而

孔子及其儒家的社会/ 和谐0, 也只是为了维护封
建地主阶级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0的统治秩
序的/和谐0。其所以如此,都是由于剥削阶级社

会中基本阶级之间的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是阶

级矛盾的对抗性和不可调和性。与这些根本不同

的是,我们党提出的/社会和谐0或/和谐社会0概
念,既是对传统文化精华的一种继承和扬弃, 同时

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从/和谐社会0概念提出的现实根据看,这是

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的理论结晶, 更是立足

现实、着眼长远, 而用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和其他实际问题的一种

总目标、总思想、总战略, 因而具有现实的针对性,

是对社会现实认识的深化。以往人们普遍认为,

一个完整的社会基本上被划分为经济、政治和文

化等三个层面。这次, 我们党提出了/四位一体0
的理论, 即把社会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

等四个层面;而这个/社会0层面,既与其他三个层

面相平行, 但又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

紧密相关, 不可分割。由此,我们党提出了/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0的六个特征和基本要求,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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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在这样的社会
中,大量的社会矛盾都因其特有的性质而处在平

和的、可化解的状态。所以,从哲学的高度看, /和
谐0是事物矛盾的、而且是非对抗性矛盾的一种平
衡状态,即这类矛盾着的对立面的统一,是矛盾的

同一性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有序状态。事物的矛盾

法则要求我们, 应当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

把握同一;矛盾的同一性与矛盾的斗争性,是相比

较而存在、相辅相成的。因此,在事物间的和谐关

系中,尽管矛盾的同一性占主导地位,但是并不能

排斥矛盾、不能排斥与其同一性相联系的对立和

斗争。只有通过一定形式的对立和斗争,不断地

解决或化解了矛盾,才能达到和谐状态。在社会

历史领域, /社会和谐0或者/和谐社会0,则是人和

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们在根本利益一致

的条件下,也就是在阶级矛盾已经或趋于消失、社

会矛盾丧失对抗性的情况下的一种稳定的、有序

的、良性的社会状态。社会和谐需要社会稳定,但

稳定不等于和谐;同样, 社会和谐需要社会有序,

但有序也不等于和谐; 只有良性的社会稳定和有

序,才是社会和谐。这种社会状态,首先是指人和

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友爱和合作的社会关系; 同

时,也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密切的、良性的、相互

的依存关系。故而可以认为, 构建/社会和谐0或
/和谐社会0,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和本质

属性。

很显然,这种和谐社会的构建是要有实际前

提和现实根据的。首先是要有比较发达的社会生

产力,以生产出较为丰富和多样的生活资料,以满

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

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现实前提。

其次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有社会制度的保障,

即要有一个平等占有社会财富、人人劳动、共享劳

动成果的社会制度, 才有真正的社会和谐。再次,

还有正确的政策环境, 具体地协调人们之间利益

关系和社会关系, 以便把构建和谐社会变为人民

群众的社会实践。所有这些,都是构建和谐社会

的客观的条件和现实基础,同时也是人的自由而

全面发展的客观的条件和现实基础。/社会和谐0
和/人的全面发展0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
下人的两种发展状态。不过,前者是指人发展的

关系状态,后者则是指人发展的个体状态而已。

二、应当联系社会形态来理解/和谐社会0
党的六中全会5决定6指出: /社会和谐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0。这是一个重要的马
克思主义的新概括和新论断。它深刻地揭示了

/社会和谐0与社会主义社会, 即与一种特殊的社

会形态之间的本质的、内在的联系。社会和谐是

社会主义本质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体

现。其实,我们所讲的/和谐社会0就是指一种普
遍的社会关系状态, 即是一种社会的制度性特征,

而不是指一种局部的、暂时的社会现象。所谓/和
谐社会0, 当然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但它又

只能和一定的社会形态相联系而普遍存在。从根

本上说,一个社会能否和谐,主要的是取决于以其

社会生产力为基础的、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也就

是直接取决于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的性质。

在以往的阶级社会中, 至多只能出现局部的或暂

时的和谐现象,即在某些人之间、某些群体中,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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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夫妻、家庭或某个个别的集体中,可以形成比较

和谐的关系。但是, 在这些社会的更大的范围内,

例如在其基本的阶级之间、在基本的政治派别和

政治势力之间等等, 就往往难以形成长期的、稳定

的和真正的和谐关系。这就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家

们,哪怕是进步或诚心的哲学家、理论家、政治家

一再提倡社会和谐, 但也都一再流于空想和空谈。

几千年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许多儒家学者总是

大谈/忠恕之道0( 5论语 #里仁6)、大讲/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0 (5论语 # 颜渊6)和/礼之用, 和为

贵0( 5论语 #学而6)等等道德说教,他们倡导社会

和谐,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影响很大。可是, 他们

所主张的/社会和谐0并未真正地普遍实现。还
有,近代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不仅理论上讲/社会
和谐0,而且还搞过/ 新和谐0公社试验, 其结果都

是搞了一段时间就失败了,并不能长期坚持下去。

为什么说,在剥削制度下社会和谐不能普遍实现

呢?

这是因为, 在一切阶级社会中,其基本的经济

关系都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 这些阶级社会

中都产生和存在着相应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

的分化,这是它们社会的基本的、对抗性的阶级关

系。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劳动阶级创造的剩余劳

动及其成果,总是被剥削阶级所无偿占有,从而造

成劳动群众贫穷困苦和剥削者为富不仁的状况。

这种劳者不得、得者不劳, 劳动者受剥削受压迫、

剥削者占据统治地位的矛盾, 是经济和政治利益

上根本对立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基

于该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存在的、贯彻其始终和诸

多社会领域的矛盾、斗争和冲突。在剥削阶级社

会处于上升时期, 这种矛盾和斗争虽然是对抗性

的,并且也存在较为普遍和个别的对立与较量,但

是从全局看,并未普遍发生外部的剧烈的对抗,其

矛盾和对立还是可以容忍、可以缓和的,然而不可

能是普遍和谐的。至于某个阶级社会的衰落期,

因其阶级矛盾逐渐趋于激化和尖锐, 也就更不可

能有社会和谐了。

我们姑且不讲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状况,仅

就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尽管一些发达国家在

二战后被迫采取了一些缓和、调整劳资关系及其

阶级矛盾的政策, 一些资本家也在千方百计地大

搞所谓的/感情投资0,包括提供所谓/归属意识0、
搞工人/参与管理0、让工人和职员持有少量股票
等等被称为所谓/人民资本主义0的措施。可是,

该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性质与状况、工

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性质与状况,都并没有根

本性的改变, 有些甚至变得更为严重了。近几十

年,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有

了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提高, 但是工人的工资

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提高。例如美国, 这期间除

了中上层管理人员、一些白领员工等少部分职工

的工资有所提高之外, 一般工人的工资并没有提

高。根据国际劳工局上个世纪末的数据,美国制

造业工人在 1997年的实际工资比 1980年下降了

7. 2%。从 1973年到 1992 年, 美国 80%的男性

职工的实际工资下降了 10%到 23%。所以,美国

社会更加两极分化。一方面,目前美国有 20%的

人收入处于全国贫困线以下, 有 760万人靠救济

金度日,有 200万人无家可归。另一方面,美国占

人口总数 5%的人拥有全国 60%以上的财富, 而

占取人口 1%的人拥有所有个人和家庭持有股

票、债券总量的 53%和 64%。比尔 #盖茨和巴菲
特等 4人的财富,比多达 6 亿人口、42 个国家的

GDP 还要多。美国如此, 西欧和日本等其他资本

主义发达国家也不例外。至于资本主义不太发达

的国家,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更是不言自明了。因

此,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不可能有普遍的

社会和谐。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构建和谐社会, 才具

有现实的可能性。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

社会,是更高级的、更进步的社会形态。因为, 在

社会主义社会中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有劳动能

力的都必须人人参加劳动、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并

且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 一

步步地消灭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差别,向着共产

主义社会即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方向前进。在

社会主义制度下,当然也有社会矛盾,甚至是错综

复杂的社会矛盾。但是,该社会中大量的矛盾都

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大目标一致的、可以化解的矛

盾。这样,整个社会的人和人之间,其根本利益是

一致的, 总体上没有对抗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而且,人们在这种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又会不断地

发展彼此间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关系。据此,人

类将不再受盲目的社会必然性的支配, 而能够认

识、掌握和自觉利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并开始

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他们开始/第一次成为
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成为自身的社
会结合的主人0,开始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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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的飞跃0。[ 2] [ p. 634]

这就是说, 只有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

主义社会,才是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普遍地构建和

谐关系,从而也能够在人与自然界之间普遍地形

成和谐关系的唯一的社会形态。社会和谐是社会

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要有一个

历史过程;同样,社会和谐状态的实现也要有一个

实现的历史过程。当然,这种和谐社会并不能自

发地形成,而只能由掌握了自己历史命运的人们,

去自觉地建构。应天顺人, 其势必成。人类社会

发展要走历史必由之路,就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科

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特别是要有历史唯物

论和历史辩证法的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坚持历史唯物

论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5决定6所阐明的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和指导原则, 这为我们构建和

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根据。目前和今后一个长时

期,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自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在已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成

就的基础上,经过近 30年的改革和建设, 已经在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等方

面, 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

革。我国的社会生活条件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

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了

生机和活力。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

初步具备了基本条件。当然, 这些条件还不够充

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一边创造条件, 一边开始

构建和谐社会。正因为如此, 我们构建/和谐社
会0, 就特别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特别需要思想

上的清醒和自觉。因此也就需要马克思主义哲

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其中,首先是历

史唯物论的指导。

第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有其物质

基础,就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历史唯物主

义认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自

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和最根本的,是由物质

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 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是 / 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
础0。[ 3] [ p. 204]

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和最终取

得对资本主义的完全胜利,也必须以社会化的生

产力的发展作为根本基础。社会主义社会要实行

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要消灭阶级、要实现共

同富裕、要形成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关系,都要依靠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只有社

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高度丰富了,才有可

靠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条件,来发展和丰富人们的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来优化人文环境、发

展人们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社会生产力的这种

发展,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巩固与和谐社

会构建的/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

这种发展, 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

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须

品的斗争, 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0
所以,大力发展社会化的生产力是防止旧制度复

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

前提。而且/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

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0, 才能有人

的社会关系的优化和人的全面发展。[ 1] [ p. 86]

目前,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

力总体上还不发达、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还

不高、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还比较薄弱;社会

生产率还远远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

此,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小康社会的全面建

设、和谐社会的构建,都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现阶段

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按照科学发展

观,大力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生产出更多

更好的物质产品, 用以满足社会生产和人民物质

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只有当国家的经济实

力增强了、社会财富丰足了,才有丰富的物质基础

支持构建和谐社会, 才有充裕的物质条件支持维

护生态平衡,从而才有普遍和充分的社会和谐、才

有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有经济基

础,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

度。有些经济学家把发展社会生产力称为/做大
蛋糕0,但是这块/ 蛋糕0如何/切0、如何公平地让
全体劳动者分享, 这就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经济制

度来规范、来保障。社会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经济

基础,是立足于现代化生产力的生产资料的公有

制。在这种经济制度下, 人人都是主人、人人都参

加劳动、按劳分配生活资料,因而人们之间不存在

剥削,没有对抗性的社会矛盾,其根本利益是完全

一致的,所以能够实现社会的普遍和谐。然而,在

我国的现阶段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情况下,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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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条件实行单一的公有制, 只有长期实行公有

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

制度。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 我国在坚持公有

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 还必须鼓励、支持和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这是由我

国国情所决定的。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不是我国经济的

主体。我国经济的主体只能是包括国有经济、集

体经济,以及股份制等混合经济中的公有成分在

内的公有制经济,其中国有经济是主导。生产资

料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
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 就没有社会主

义的经济基础, 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

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

段。0[ 4] [ p. 71] 当然,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所必需的经济基础。

因此,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绝不能动
摇,否则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我们社会主义的国

家政权就很难巩固和加强。0 [ 4] [ p. 71]这种主体地位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 是劳动人民的命根子。

因为,只有这样,劳动人民才能从总体上保持平等

的经济地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平等的人格。而

如果像某些人主张的那样实行/私有化0,让少数

人占有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并让大多数人成为雇

佣劳动者,那整个社会的剩余劳动,就会在少数个

人那里大量积累,就会产生两极分化。这样, 广大

人民就没有经济上、社会地位上的平等可言, 当然

也就没有普遍的社会和谐。所以, 坚持和巩固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并在这个经济

条件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这是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根本基础和经济前提。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有其现实

基础,就必须协调好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在我

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的

历史条件下,大体的利益结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但是,同改革开放前相比,我国社会的经济和利益

关系已经并且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主要表现

为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

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近二、三十年来,由于地缘

特点、区位优势、人文传统和政策倾斜等多种原

因,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一些

地区和一些人先富起来了,多数人的收入虽有提

高但增长较慢。这是在纠正过去的平均主义过程

中的进步现象、必然现象。不过与此同时,我国的

地区发展和城乡发展差距、人们的收入差距和社

会各阶层生活水平的差距,拉开的过大过快,存在

一定程度的分配不公。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从 1978年我国城市、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

分别是 0. 16和 0. 21; 到 2000年, 我国城乡居民

收入的基尼系数,就上升到 0. 417(而据一些学者

估算的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甚至早在

1994年就达到 0. 445)。显然,其中的任何一种估

算,都超过了所谓国际公认的 0. 4的分配差异警

戒线。在进入新世纪时,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

总体上达到了小康。但是,一方面仍然有 2300万

农民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 城镇也有 1000多万

下岗失业工人和城市贫民, 需要国家扶贫救助。

另一方面,又有少数人合法或不合法地迅速暴富

起来了,出现了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

翁。现在, 有些/老总0年薪高达几十万、上百万
元,有的甚至高达 2000 多万元;而工人的最低月

薪,在一些大中城市也只有 600到 700元;最高的

和最低的个人工薪收入相差达 3000倍左右。所

以,从一定的范围看,我国的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

现象,还是比较突出的。这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

构。

所以,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和落实科

学发展观,实行/五个统筹0, 在效率和公平问题

上,强调要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和公正问题。并且

党和政府已经陆续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以协

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包括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

完全取消农业税、加大开发式扶贫力度、提高个税

起征点、提高工人最低工资标准、从政策上推进解

决人民群众的/看病难、买房难、上学难0等等切身
利益的问题。最近,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5决定6,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作的战略部

署,其中大量和基础性的措施,就是按照/六个必
须坚持0的原则,进一步调整和协调好社会各方面

的利益关系。社会主义基本的经济关系、利益关

系决定和制约着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

生活和社会生活, 决定和制约着人与人之间的发

展关系, 使之能够成为普遍和真实的和谐关系。

可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过程中坚

持历史唯物论,就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基本经济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通过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 实行宏观

调控,以协调好社会各方的利益关系,从而为普遍

的社会和谐奠定其现实基础。让最广大的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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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在共同劳动、共同奋斗中,共享改革和建设的成

果、共谋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共创国

家和民族的美好未来, 这是社会普遍和谐的直接

前提和现实基础,也是社会和谐的目的和归属。

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坚持历史辩证法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 必须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就意味着既要坚持历史

唯物论、又要坚持历史辩证法。而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指导的实质,就是要按照社会发展规律、社会

主义社会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 来筹划、设

计和开展和谐社会建设。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当

然,首先要有必要的、与日俱增的物质基础、物质

条件和物质前提。但是,它不是一种自发的社会

过程,而是一种自觉能动的、多因素协同作用的、

充满矛盾的社会过程。这其中充满了历史的辩证

法。我们构建和谐社会, 既要坚持历史唯物论,又

要坚持按辩证法办事。

其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自觉的、

能动的社会过程。如果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社会制

度无关、如果和谐社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发产

物, 那么, 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社

会,早就应当是最和谐的了。然而,事实并不是这

样。今日的美国, 是世界上最富裕、最有实力、最

有影响和唯一的/超级大国0, 但也是两极分化最
严重、最霸道、最不安全的国家, 谈不上社会的普

遍和谐。社会和谐, 是立足经济前提而背靠社会

制度的。如果仅仅从经济上着眼, 虽然我国/块头
大0、经济总量目前位居世界第四; 去年,我国国内

生产总值达到 182321亿元, 相当于 2. 2 万亿美

元,但是我国有 13亿人口,人均仅达到 1700美元

左右。而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早在 2000年就

已经达到 5000美元。可是,这并不妨碍我国在世

界上率先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里,

我们既要靠一定的物质条件, 更要靠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靠共产党的领导、靠人的自觉的能动

性。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已经成为

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可以自己

掌握自己的命运, 可以按照自己认识的自然规律

和社会规律,来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历史过程, 而

我们正在这个起点上。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

看, /和谐社会0和/人的全面发展0一样,都是很高

的社会境界、长远的奋斗目标。我国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我们也只能构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0。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
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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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我们也
只能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去理解、谋划和实践。

对构建/和谐社会0, 我们既不能超越阶段、陷于空
想,又要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 量力而行、尽力

而为, 充分发挥自觉的主观能动性, 而不断地推

进、提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其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诸因素

协同作用的社会过程。历史的辩证法要求我们

/把社 会 看作 活动 着 和发 展着 的 活 的机
体0。[ 5 ] [ p. 55] 尽管我们所讲/ 和谐社会0中的/ 社
会0, 是指狭义的社会, 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并

列的/四位一体0的社会。但构建和谐社会,却不

能仅仅着眼于这种社会因素或社会关系,而必须

从全局和长远着眼, 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

社会诸方面来统筹谋划和着手。在我们社会里,

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和谐,是一切社会因素的

有序综合,是调适各种社会因素的效应,是社会合

力协同作用的结果。在促进/和谐社会0建构的这
诸多因素中, 经济是基础, 政治是主导, 制度是规

范,法治是保障, 文化是灵魂, 社会和谐是目的。

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它必

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坚持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和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奋斗中,按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战略部署,才

能逐步实施、稳步推进。就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

方法而言, 要看到这项工作的全面性、系统性、渐

进性和长期性,要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来谋划和指

导实践。

其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化解矛盾和

解决矛盾的社会过程。在唯物辩证法看来,矛盾

即是事物、即是运动、即是过程,世界上/没有什么
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

界。0[ 6 ] [ p. 309]
当然,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构建和

谐社会也不例外。我们讲/和谐社会0, 并不是否

认矛盾, 而是正视矛盾, 并正确地化解矛盾、解决

矛盾所达到的一种有序和良性的社会状态。在任

何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各种矛盾是否认不了、抹杀

不了的。而且,矛盾只有经过正确的斗争和化解,

才能使之转化和解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主要

的和大量的社会矛盾都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

的矛盾,因此应当辩证地看待、正确地处理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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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力求使同一性占主导地

位,使社会处于和谐状态。

目前,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坚持唯物辩证

法,就必须深入研究各种社会矛盾,重点是人民内

部矛盾,并且采取正确的方法及时地解决和化解

这些矛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们面对的只

是少量的、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因此这不是我

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此,我们当然要给予适度

的关注和正确的对待,防止它们干扰我国的改革、

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但是, 我们面对的更大量

更经常的矛盾,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根本

利益完全一致基础上的矛盾, 但也是千头万绪,错

综复杂的矛盾。要及时解决这些矛盾以促进社会

和谐,就必须站在最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采取正确的方法, 对其加以化解和解

决。一般地说,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分清是

非的问题, 是说服教育、加强沟通、加强理解和加

强团结的问题。我们应当有理有据、合情合法、实

事求是地解决和化解各种人民内部矛盾,而尽力

不使其激化。在正常情况下, 人民内部矛盾不会

发生对抗, 但如果疏忽大意、处理不当, 也可能发

生局部的、个别的对抗和冲突。我们要预防这种

情况。不过,也不能采取不分是非曲直、姑息迁就

的态度对待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也不能解决好人

民内部矛盾。可以说,正确地调整、维护和实现好

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实质;而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人民利益和人民

内部矛盾问题,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一门政治学问

和政治艺术。

当然,我国社会中存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

要得到正确和及时的解决,就必须继续推进和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必须继续巩固和完善社会

主义法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即要

有必要的具体的制度、体制、机制、舆论的规范与

配合,要有必要的、完备而有效的行为管理和社会

管理为之服务。这次党的六中全会5决定6中所要
求完善的/六种制度0建设,以及和谐文化建设等

等具体措施的设计, 都体现了这种实际的配合和

保证。只不过,我们国家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

都是人民,是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组

织起来,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自己辛勤的劳

动和工作,为自己谋发展、谋幸福。在这里, 人民

主体论与历史决定论、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

可以而且必须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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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LI Chong-fu
( I nstitute of Marx ism S tudies , Chinese A cademy of Social S ciences , Beij 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 he const ruct ion of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is a st rategic plan made by CPC Central

Commit tee. Methodo logical ly and philo sophically, it s correct understanding relies o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quintessence of tr 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new contribut ion to Marx ism w ith Chinese char ac-

terist ics, and a good mastery of the nature of socialist society. The r eal "harmonious so ciety " can be

realized only in so cialist so ciety and the future communist society w ith the guidance of historical mate-

r ialism and dialect ics.

Key words:  socialist harmonious so ciety ; methodolog ical problem; constr 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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