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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8_AE_BA_E7_83_c26_512030.htm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要

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看到,人民内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

致的非对抗性矛盾,要多用经济的方法、民主的方法、综合的

方法来解决,坚决防止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 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机关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的方针。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路线、政策,采

取各种措施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当前要着重解决分

配、就业、贫困、“三农”、腐败等突出问题。要针对企业

改制、城市拆迁、农村征地、司法不公等,抓紧建立相关法律

加以解决。 (一)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正确处理效率与

公平的关系,在坚持效率的前提下,注意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

是目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任务。邓小平同志在提

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极为重视贫富差

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的问题,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

候,就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突出地提出和解

决这个问题。 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资本主义在发展市场经

济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市场经济是一把双

刃剑:积极的一面,能较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调动人的积极

性,实现效率.消极的一面,能带来消极的东西,带来分配不公和

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的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全球

化的发展,又充分尝到了两极分化、矛盾激化引起的社会动荡

的苦头。资本主义在早期发展历程中,推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但



是忽视公平,两极分化,矛盾激化,社会激烈震荡。二战后,特别

是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在注重效率的同时,关注公平,采取高

额累进税、遗产继承税等措施进行再分配,重视社会保障,缓和

阶级矛盾,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效

率与公平的矛盾是可以协调的,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社会

主义发展的内在需要。注重效率,努力争取用较少的投入最大

限度地发展生产力,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公平的前提和

基础。有了效率,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才有高水平的公平。不公

平也制约和影响效率,只有实现公平,才有利于争取更大效率。

改革开放,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效率,把蛋糕做大,当然也不能忽

视公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公平问题就会逐渐突出。平均主义

是一种不公平,差距过大也是一种不公平,当前平均主义与差距

过大同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部分社会成员收入

差距过大突出了。社会公平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涉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

益,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实现和维护公平,不

仅仅是财富分配等经济问题,还涉及公民权利、社会地位、民

主施政、自由平等、公共服务、司法公正等政治和社会内容

。要从经济、政治全方位出发长远地考虑公平问题,从制度、

政策、法律上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二)缩小收入差距 当前

收入分配上的主要问题是,非常态收入突出,保障性收入不到

位,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不良后果日益明显。解决的出

路是,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逐步加重公平的分量,努力兼顾

公平。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秩序,既要着重解决初次分配非

正常收入造成的差距,还要着重解决再分配的社会公平保障,建

立公正 的收入分配体制。 第一,保证社会成员机会平等,解决



好初次分配的合理。初次分配拉开差距,一般来说是正常的,有

利于效率提高。问题在于由于不合理、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和

机会,如市场垄断、贪污腐败、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

税等造成大量的非正常收入,导致初次分配有些收入差距拉大

的不合理。这就需要解决初次分配机会条件不均等所带来的

不公。在初次分配中,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辅以必要的行政手

段,以效率为前提,贯彻按劳和按要素分配原则,让激励性和效

率性收入分配确实到位,控制垄断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实现合

理的初次分配。百考试题公务员站整理 第二,保证保障性收入

分配到位,解决好再次分配公平。目前再次分配体制不健全,保

障性收入分配不到位,低收入层与高收入层的差距日益拉大。

这就需要以公平为原则,加大政府调控力度,通过经济立法、经

济政策,运用税收、金融、行政等调节干预手段,合理调整国民

收入分配格局,采取切实措施保证低收入居民的保障性收入,解

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部分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例如,进行税赋改革,加大对各类收入的税收调节.加大转移

支付力度,增加公共开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支持落

后地区和农村发展,提高落后地区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着力解决城乡居民贫困层的生活困难,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

采取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数量的办法,逐步缩

小贫富差距。 第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好保障性分

配问题。政府要建立健全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

、社会慈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向低收入倾斜,确保低

收入层的最低生活保障,突出解决失业、医疗、养老保障,加大

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投入,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 (三)形

成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 形成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



合理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构建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经

济政治体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长效机制。和谐社会

要有两个层次合理的社会结构: 一是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结构

。有两种利益格局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一种是平均主

义的利益格局,一种是贫富悬殊的利益格局。要构建既有一定

差别,又保持一定公平的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结构,首先要保证

社会成员利益竞争的条件和机会平等。既要关注公平的结果,

也要关注公平的起点、环境和条件。要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

秩序和分配秩序,保证竞争机会均等,彻底实施义务教育,实施

农民和城市失业人员免费技能培训,为一切社会成员提供平等

的竞争起跑线和公正的竞争环境。其次要保证社会成员利益

分配相对均衡。要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以按劳分配为

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激励性、效率性、保障性收入分配有机

结合,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的利益分配格局,保证社会成员利益相

对均衡。 二是形成与利益分配结构相一致的、合理的社会成

员构成结构。两极分化的“葫芦型”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不

利于社会和谐。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形成中等收入层为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成员构成结构,把

社会分化、社会差别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使各个社会成员都能

享受到发展的成果。"#F2F7FB"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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