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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利益关系有哪些新特点？ 第一，利益主体趋于多样化。

当前，我国社会利益主体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一是原有工人

、农民和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发生了变化。以工人群体为例，

从分布情况看，除传统国有、集体企业外，私营 、外资企业

职工大量增加。据统计，1991年年底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

为2491.5万人，到2006年年底达7474.1万人，而同期国有企业

就业人员则从10664万人下降至7409万人。又如农民群体，除

了一部分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外，有相当一部分进城务工，

成为农民工。二是新的利益阶层不断涌现，如民营科技企业

的科技人员和创业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

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

利益主体的分化，导致利益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第二

，利益差距有所扩大。随着利益主体的不断分化，不同主体

之间利益差距也呈现出扩大的趋势，突出表现在分配领域的

收入差距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978年城乡居

民收入之比为2.47∶1，2006年扩大为3.27∶1；二是区域差距

扩大，1978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比

为3.15∶1，2006年达到6.21∶1；三是行业收入差距明显

，1978 年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17∶1，2006 年上

升为大约4∶1。整体上讲，不同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呈逐步拉

大的趋势，1978 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2006 年则上升

到0.496。 第三，矛盾对抗程度有所增强。当前我国社会总体



上是和谐稳定的，但随着利益主体分化、利益差距扩大等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人民群众内部的利益矛盾日渐凸显。主要

表现为经济利益矛盾突出、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对抗程度

增强、处置难度加大等。从近期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来看，绝

大多数是属于经济利益问题。据统计，2006年1月至8月发生

的群体性事件中，因工资、福利待遇等问题引发的事件占总

数的18.88%，因征地、拆迁问题引发的事件占15%，因企业改

组改制、兼并破产问题引发的事件占7.66%，因民间纠纷问题

引发的事件占5.96%，因争矿、林、水、草场、土地问题引发

的事件占4.82%，因集资、股票问题引发的事件占2.32%。由

经济利益冲突引发的社会矛盾，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

重要因素。 当前利益关系出现的上述新特点，一方面反映了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

，对自身利益的更进一步的追求；另一方面也使得协调兼顾

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我们高度

重视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各种利益矛盾，既保

护人们追求利益的积极性，又有效整合各种社会关系，促进

各种社会力量良性互动。 二、为什么要统筹协调好各方面的

利益关系？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

阶段，既是实现经济腾飞、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黄金发展期

”，也是利益格局加快调整、社会矛盾急剧增多的“矛盾凸

显期”。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是和谐的，但是总体和谐并

不意味着没有矛盾、没有利益冲突。矛盾无处不在，冲突时

有发生，而和谐的“真谛”就在于不同领域的统筹兼顾、多

种利益的协调统一、人民内部矛盾的化解和各种冲突的妥善

处理。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不断协调利益关系、不断



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因此，统筹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

对于经济社会的协调稳定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

一，筹协调利益关系，有利于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存在一些比

较突出的问题。如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资源消耗过大，环境

污染严重，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因此，要真正切实推

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需要加强各方面利益的统筹协调，

更加重视经济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均衡发展，更加重

视统筹协调好东、中、西部的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更加重

视统筹协调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

关系，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第二，统筹协

调好利益关系，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我国

当前存在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大都与利益密切相关。

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收费、医疗卫生、

食品安全、司法公正、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

利益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企业改制、土地征用、城建拆迁、

环境污染等方面更存在着不少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这些问

题处理不好，就容易激化矛盾，从而导致出现不和谐、不稳

定因素。因此，只有统筹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着力解决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使人民群

众不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真正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

安定和谐。 第三，统筹协调好利益关系，有利于实现社会公

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我们构建和

谐社会的总要求之一。实现公平正义，说到底就是形成一种

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使得社会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都兼顾

到。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进一步把“蛋糕做大”，还要把“



蛋糕分好”。只有不断加大利益整合力度，促进分配公平，

缩小收入差距，让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才能使人民群众心

情舒畅，也才能增强他们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性、创造性。 

三、如何统筹协调当前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第一，要把

统筹兼顾作为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各

种政策措施的制定和推出，要注意统筹规划，精心设计，充

分考虑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利益要求，统筹兼顾不同地区

、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群众的利益，切实找准大多数

群众共同利益和不同方面群众具体利益的结合点，统筹兼顾

不同方面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益，最大限度地

反映和体现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要求，使发展所带来的利益

增量为大多数群众所共享。当前，要特别重视加强制度建设

，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建立一套能够不断解决利益矛盾、妥

善化解利益冲突、有效促进和谐的利益调节机制。 第二，要

健全诉求表达机制。要通过民意调查、信息公开、听证会、

协商谈判等具体制度，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完善党政领

导干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使他

们主动走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呼声，解决实际问题；建立

全国信访信息系统，搭建各种形式的沟通平台，积极发挥各

类媒体作用，重视各种社会组织在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等方

面的作用，使群众表达利益诉求逐步走入制度化、规范化、

法制化的轨道。 第三，要健全利益协调机制。表达利益诉求

只是前提，对各种诉求进行协调才是重头戏。一是通过利益

引导机制来教育和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当前社会利益分化的现

象，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

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二是健全利益约束机制，通过



法律和道德对人们获取利益的行为进行约束，促使个人或群

体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三是健全利益调节机制，通过税收政

策等调控措施，调整和缩小人们之间的利益差距，调整利益

分配格局，减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不公平感。四是利益补

偿机制，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设

拆迁、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等工作中的问题，坚

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第四，要进一步完善矛盾调处

机制。必须着力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

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

有机结合和相互衔接，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

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充分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

势，最大限度地缓解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对立，把矛盾化解

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同时，要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政策措施，科学有效地调整各种利益

关系，努力缩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差距，减少由此

产生的利益矛盾。 第五，要在权益保障机制建设方面取得进

展。要研究制定更多有利于保障公民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基本覆盖城乡居民的社

会保障体系。 总之，只有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的利益需

求，统筹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和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

团结和凝聚起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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