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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5_8C_97_c26_26596.htm 一、和谐社会的特征 国家主席胡

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总结了六大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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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法

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

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

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

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

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

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

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

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

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

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

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胡锦涛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

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

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

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

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胡锦涛指



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持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

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

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

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必须注重

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

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

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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ぷ鳌? 胡锦涛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和改善对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各项工作的领导，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

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建立有效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

认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和突出问题，不断认识和把握新形势

下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 二、为什么要不断提高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树立科学发



展观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的角度，明确提出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执政的重

要目标，并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对新形势下和谐

社会建设的高度重视，对于我们党完成执政的历史任务、巩

固执政的社会基础意义重大，对于我们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

发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意义重大。 我们党为什么要不断

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呢？ 首先，只有不断提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才能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

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和条件。国际经验表明，走出低收入国家

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时期，即人均ＧＤＰ从１０００美

元到３０００美元的时期，可能出现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

“黄金发展时期”，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顺利实

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进入“矛盾凸显时期”，因为

经济社会不协调，各种经济社会矛盾不断显露出来，如果处

理不当，矛盾激化，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引发

社会动荡和倒退。２００３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

突破１０００美元，跨上一个重要台阶。我们在进行经济发

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要特别强调进行社会结构的调整

，逐步消除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

的全面发展。 其次，只有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能力，才能进一步加强社会管理和提高社会服务水平，不断

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化，我国

的经济体制已经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转变的巨大变化。相比而言，社会管理体制由于缺少相

应的规划和政策，不能很好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跟不上社



会发展的要求，从而导致各类事故频发，造成人、财、物的

巨大损失，反过来又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

展，影响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

贯彻落实。 第三，只有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

力，才能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社会

不同利益主体随之出现，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各自

的利益必然带来权利意识，权利意识必然导致政治诉求，不

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也大量出现。并且，由于我国目

前正处在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过程中，也是各种

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易发多发期，就业问题、腐败问题、分配

不公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是当前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

点问题。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目标，正确引导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以保证整个社会

的协调与和谐。 三、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一) 如何建设和谐社会？这得从有关和谐的几个基本问题入手

。 （一）要实现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物以类聚，人以群

分”。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人类就出现不同的利益群体

，不同的阶级、阶层。财富占有上的悬殊，带来阶级、阶层

之间的不和谐，甚至尖锐对立。在我国，不可调和的两大敌

对阶级已基本消失。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何必要开展你死我活

的斗争？所有的中国人都可能成为共和国的劳动者、建设者

，起码也是爱国者。近20年来，中国社会中不同阶层因在改

革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出现了分化和组

合。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也必然会使各阶层在维护自身既

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的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这些矛盾如何解



决才能达到社会阶层结构的和谐，是个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依收入的高中低分布，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可

能的趋势有三种：一是，制度、政策适当，阶级阶层的分布

从富少穷多的“洋葱头型”变为富少穷少、中等收入很多的

“橄榄型”；二是，制度、政策不太适当，继续保持“洋葱

头型”；三是，假如制度、政策改革出现重大失误，从“洋

葱头型”退化为富者极少、穷者极多的“蜡烛台型”。第一

种趋势是比较和谐的，不用说，也是有利于稳定的。从学者

的假设上，不难看出，直接影响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还是制

度的因素。如果制度不完善，便不能形成社会阶层结构的理

想状态，也无法实现其结构的和谐。 （二）要运用社会组织

实现和谐社会。有着相同目标的人群，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

，将其行为彼此协调与联合起来就形成了社会团体，被称为

社会组织。非政府非营利性质的社团组织（即政府与市场之

外的“第三部门”）的出现，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

变化。实际上，“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三者之

间都有存在的必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补关系。由此，我

们最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这三者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

因为只有达到了三者之间的和谐，才能使资源达到最优化配

置。毫无疑问，这仍然需要制度的完善和调节。我国的社会

组织纵向比有所增长，横向比还嫌太少。我们每千人拥有的

社团只相当于有些国家的几分之一，甚至是几十分之一。社

会组织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环境，更是全社会和谐的

基本单元。当然，和谐与否，在于运用之妙。我们要学会运

用社会组织来实现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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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