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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7_A0_94_E6_94_c73_532849.htm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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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和地位

，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

标任务和重大部署。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 1、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社会

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这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成果，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

主义本质认识达到了新境界。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

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刻总

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

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把社会和

谐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有利于更全面地坚

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利于更全面地体现党的奋斗

目标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有利于更好地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社会和谐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是由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

政权的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始终坚持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

属于人民。党和国家和这种性质，决定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

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

。我们具有不断促进和谐、最终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

本政治前提和制度保证。 目前，我国社会在总体上是和谐的

，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任何社会

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矛盾的持续过程。

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

从实际出发，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

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推向前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科学

含义和重要意义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党的十六

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要把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作为

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其现实依据在于：首先，这是我

们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

目标的必然要求；其次，这是我们把握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有力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各种挑战和风险的必然要求；第

三，这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

必然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党实现执政历

史任务的重要条件。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含义

。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



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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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上述

六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这六个方面既包括社会

关系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体现了民主与法

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科学与

人文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这六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

，既为我们描绘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又给我们

提出了扎实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它们共同揭

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 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科学内涵，还必须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正确把

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二是要正确把握建设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

关系；三是要正确把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关系。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

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理论意义：第一，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第二，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三，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党执政理念

的升华。 实践意义：第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及

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部署，有利于全面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第二，使社会更加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重要目标，切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项工作

，有利于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

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切实维护和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第三，促进社会和谐

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任务落到实处，有利于进一步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第四，社会和谐是应对外部挑战的重要

条件，保持国内安定和谐的社会政治局面，有利于增强民族

凝聚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实现国

家利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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