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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114902.htm 题目：从辩证角度理解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 提示： 以下是本题的答题思路分析： 1.要准确

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含义。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同志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

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提

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

重大任务。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

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

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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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要全面、辩证地

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蕴涵的哲理和意义。 （1）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意味着要构建无矛盾的社会。和谐

就是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它标志着自然界

内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诸要素，实现均

衡、稳定和有序，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决不是无差别的社会，更不是没有任何矛盾和问题的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是协调矛盾，不否定矛盾，在

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2）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构建”二字表明，和谐社会既是一个

目标，又是一个过程。胡锦涛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长期坚持不



懈地努力。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发挥人的

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必须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

要理性地看待社会，理性地面对各种不和谐的社会现象，这

样才能化解矛盾，解决纠纷，增进相互理解和包容，逐步地

使社会更加和谐。 （4）和谐是全面的和谐。我们党提出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概念

，它涉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重关系。 上面的

参考答案只是围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内容

而给出的，如果提问时从不同的角度，理论知识点就将有所

侧重。因此必须关注下面相关材料。 相关材料 唯物辩证法过

程论的内容和意义 恩格斯指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

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正

如系统的概念深化了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思想一样，过程

的概念是对辩证法永恒发展思想的深化。 过程是指事物在时

间上的持续和空间上的延伸，一切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和

转化为其他事物的历史，都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唯物

辩证法过程论包含三方面的内容：（1）世界上每一事物的存

在和发展都是一个特定的具体运动过程。（2）每一事物都有

它的生成和灭亡，凡是产生的都是终究会灭亡的。（3）每一

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从属于一个更大的过程，是更大的过程

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或一个部分。 事物发展的过程有自己

的特点：（1）过程是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统一。（2）过程是

稳定性和变动性的统一。（3）过程是阶段性和持续性的统一

。 在辩证法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

神圣的东西”，“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

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



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是过程的思想，是我们认识和改造

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则，它要求我们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把

一切事物都如实地看作是变化、发展的过程，把它们放在一

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具体地考察。既了解它们的过去，观察

它们的现在，又了解它们的未来，从而把握世界的发展规律

。 对立统一规律 1.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及其方

法论意义。 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

过程中，即矛盾无处不在；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

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即矛盾无时不有。矛盾的特殊性是指

具体事物的矛盾以及矛盾的每一侧面各有其特点。具体表现

在：不同的事物和不同的运动形式各有其自身特殊的矛盾；

在事物发展的不同过程和同一过程的不同阶段，都有各自的

特殊矛盾；各种矛盾及矛盾诸方面在矛盾总体中各具有不同

的特性，表现为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

非主要方面的区别；由于矛盾的性质、地位以及条件的复杂

性，矛盾解决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

性即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它们的

区别是：任何一般（普遍）只是大致包括个别（特殊），只

是包括了个别的某一部分属性、某一方面特征或共同本质；

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被包括在一般之中。它们的联系是：

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都是

一般，都具有一般的本质或属性。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普遍

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 学习和掌握矛盾普遍

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矛盾普遍

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各

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基础；我们要正确处理主要矛盾和



非主要矛盾之间的关系；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要求我们把

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结合起来，反对形而

上学的“一点论”和“均衡论”。 2.切实处理好新形势下的

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学说和社会主义社会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

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矛盾；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

、运动特点、解决方式与其他社会形态有本质不同，社会主

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自我调节和改革解决

，这种调节和改革从而形成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

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根本不同，毛泽

东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总目的，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

务，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经济和文化，巩固社会主

义新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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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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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加和谐因素的过程。

随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我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人民

内部矛盾出现了多发多样的状况。这是我国社会深刻变革中

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关键是我们要正视矛盾，找到化解矛

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形成妥善处理矛盾的体制机制，

而不能让矛盾积累和发展起来，以致影响国家改革发展稳定



的大局。要深刻分析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特别是

深层次原因，注重从源头上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胡锦

涛还指出，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加强矛盾纠纷的排

查工作，及早发现可能发生的各种矛盾，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妥善加以解决。 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美

好社会的设想 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中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

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 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三

个理论来源之一。1803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发表

《全世界和谐》一文，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

必将为“和谐制度”所代替。1824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也以“新和谐

”命名。1842年，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

由的保证》一书中把社会主义社会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

会，并指出新社会的“和谐”是“全体和谐”。 马克思、恩

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

会主义者的著作和有关主张给予了肯定，明确提出：“提倡

社会和谐”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同时，马克思

、恩格斯深刻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局限性和理论缺

陷，认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也没有

找到实现社会变革的正确途径，结果只能陷于空想。 中国历

史上思想家关于“社会和谐”及“和”的阐述 我国历史上就

产生过不少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比如，孔子说过“和为贵

”；墨子提出了“兼相爱”、“爱无差等”的理想社会方案

；孟子描绘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



社会状态；《礼记礼运》中描绘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

者皆有所养”这样一种理想社会；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

全提出要建立“务使天下共享”，“有田同耕，有饭同食，

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

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这些思想虽然带有不同时代和

提出者阶级地位的烙印，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然，在存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

的旧制度下，这些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中国传统哲学家

还提出了“和而不同”、“执两用中”的解决矛盾的辩证方

法。如西周末期的史伯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

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中国传统哲学中注重和

谐统一的矛盾观和“中和”、“中庸”之道，对于维护生态

平衡、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对于争取社会和谐稳定、

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和平共处，对于促进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

有序、家庭的和睦相处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然能够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汲取许多

思想材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