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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迎来
新阶段

我国进入新时期以来，关于住房、

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日益突出，

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持续扩

大，官民关系、劳资关系等社会阶层关

系矛盾显化，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

事业改制等引发的社会不稳定问题增多，

贪污腐败等大案要案频发，一些地方杀

人、绑架等暴力犯罪增加，诈骗、抢劫、

盗窃等刑事犯罪案件上升，特别是各种

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影响恶劣，使得

经济社会稳定问题日益突出。面对这些

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我们显然

不能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救火式的

办法来解决。

新阶段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六中全会以

来，我们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了

比较深入的研讨，进行了大量的宣传，

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有了认识。比较而言，

关于社会建设的研讨，要相对弱一些。

就两者的关系来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我们要为之长期奋斗的宏大的战略目

标，社会建设是战术部署，是手段。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通过社会建设等

一系列的建设来实现。

（一）关于社会建设的涵义。 社会

建设就是为适应国家由农业农村的传统

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的转变，

适应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人际

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积极面对由此产

生的各种社会问题，有组织、有目的、

有计划进行的各种有利于改善民生，建

立新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的社会

行动与过程。社会建设的主体，是

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社会建设

的原则是以人为本，坚持公平和正

义，社会建设目标是实现社会和谐

和社会进步。

（二）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社

会建设的任务很重，是一个庞大的

系统工程。既要加快推进各项社会

事业的建设，为十多亿人民提供良

好均等的社会公共服务，又要进行

社会体制的改革，创新社会政策，

完善社会管理，其核心任务是要构

建一个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相协调的

社会结构。概括来说社会建设主要

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任务。

一 是 社 会 事 业 建 设。 过 去 我

们 一 般 把 科 研、 教 育、 卫 生、 文

化、体育等统一称为社会事业，其

实，从实践看，劳动就业、收入分

配、社会保障、住房等民生事业建

设，也应该是社会事业。社会事业

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关系到每个家庭和个人的福祉和前

途。所以，不少国家把这些社会事

业称之为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具

体的建设目标要真正做到“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 从近些年的实践看，应

该再加“业有所就”，并把它放在第

一。搞好社会事业，改善民生，就

是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

的成果，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

性任务。

二是社会体制和社会规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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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是社会体制合

理和社会规范有序的社会。在社会

体制方面，就当前来说，应该建设

好中央和地方的体制、城市和乡村

体制、劳动就业体制、收入分配体制、

社会流动体制、社会各阶层利益关

系协调体制，等等。建设新的社会

体制，这是个大问题，需要从长计议。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下现存的城乡

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这是计划

经济体制的遗产，与现行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很不相称，由此产生了

许多的经济、社会问题，必须首先破

除，不能再犹豫不决了。新的社会体

制，就将在破除这些过时的旧体制的

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

新社会新体制要有新的社会规

范。例如，应该建好保证新社会生产、

生活有序进行的法律、法规，人人

有遵法守规的习惯，要建设好适应

新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近年发生

的残杀全家，残杀自己的父母、妻

子乃至儿女的事件，残杀幼儿园无

辜儿童的事件，令人震惊，旷世鲜闻。

这是说明，一些人连起码的规矩都

没有，失去了做人的底线，社会规

范出了大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

三是社会管理和社会安全体制。

完善社会管理，保证社会正常有序，

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要创新社会管

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

社会管理水平。从几年来的实践看，

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 ：一要重视县

域社会的管理。二要加强对发达地

区的农村社区管理。

四是调整社会结构。一个国家

或地区，最主要和最基础的是经济

结构和社会结构，这两个结构一定

要协调，相辅相成。我国现在的经

济结构已经是工业社会的中期水平，

但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社会的初级

阶段，这是产生诸多经济社会矛盾

和问题的结构性原因。我们现在的

任务是要改变这“一条腿长、一条

腿短”的状况，推进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

社会结构的核心结构是社会阶

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的标志性指

标是中产阶层的比重。2008 年，我

国的中产阶层的人数只占总就业人

员的 23%。离现代化国家应有的两

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社会阶

层结构还有很大距离。由此，也可

以看到，我们社会建设任务的繁重。

关于推进社会建设的几个问题

如何抓好社会建设？现成的经

验就是要像抓经济建设那样抓社会

建设。国际上实现了现代化国家的

经验，也是在抓经济建设取得一定

成就之后，就重点抓社会建设。

第一，要重申十六届六中全会

的决定，开展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重点推进社会建设的研讨，

弄清楚什么是社会建设？为什么要

进行社会建设？怎样进行社会建设

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在

全党、全国取得共识。

在现阶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

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改革发

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通过发展来解

决。但是科学发展一定是包含社会

发展在内的全面协调的发展。当前，

出现了经济报喜社会报忧的局面。

把经济社会看作一对矛盾，矛盾的

主要方面，已从经济方面转到社会

方面，所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着力

解决好社会建设方面的问题，就非

常必要。

第二，推进社会建设要有组织

保证。

60 年来，国家建设有一条基本

经验，凡是中央决定的战略任务，

都必须在组织上落实，要有组织、

有干部去贯彻执行才能实现。如果

只停留在会议、文件上，那往往就

会落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

明了这一条。

社会建设本身是一项庞大的系

统工程。社会事业、社会组织、社

会管理和社会安全等方面的工作，

目前都已经有了相应的机构和部门

在做。现在要紧的是要整合这些社

会工作的资源，协调组织各方面的

力量，形成合力，把这件大事办好。

所以，要像当年国家进行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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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国家计划委员会那样，组建一

个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就很有必

要。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的任务主

要就是对整个社会建设进行宏观协

调统筹，规划，组织，调控，使各

项社会建设工作有序有效地进行。

现在这些方面的很多工作，都是由

国家发改委的社会司承担，而社会

司只是发改委 35 个司局中的一个，

显然不能胜任社会建设这个重大任

务。这也就是为什么讲了多年要改

变“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

的状况，而至今没有改变的组织上

的原因。把社会司的职能，连同现

有的人员和资源从发改委划出来，

组建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这是做

好社会建设工作，实现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组织保证。建议选一

个省或市或县进行建立对整个社会

建设进行宏观统筹协调的社会建设

工作委员会的试点，以便取得经验，

再逐步推行。

第三，社会建设要有相应的人

力、物力、财力的投入。

要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建设，就

应同经济建设那样，要有相应的人、

财、物的资源投入。首先是人才和

人力资源的投入。在经济建设过程

中，我们选拔培养造就了一支规模

宏大的经济工作者队伍，要把社会

建设的事业办好，同样需要造就一

支宏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

毋庸讳言，现在社会工作的队

伍还很弱很小，而且分散在各个领

域，还没有形成合力。我们应该按

照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 :“坚持正

确的用人导向，选好配强领导班子，

注重培养选拔熟悉社会建设和管理

的优秀干部。”组建好社会建设工

作委员会，把社会工作各方面的人

员组织起来，并在实践中锻炼提高、

逐步扩大，发挥组织优势，动员社

会力量，形成千军万马搞社会建设

的阵势，把社会建设的事情办好。

进行社会建设要有相当的财力、

物力投入。曾经有一段时间，一些

地区和部门削减必要的社会建设的

开支，把绝大部分的财力都投到经

济建设上，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不

平衡。十六大以来，国家加大了对

社会建设的投入，情况已有好转。

但因为过去欠账太多，经济社会不

平衡、不协调的格局还未改变。而

且 已 经 形 成 了 路 径 依 赖， 有 钱 还

是 习 惯 于 往 经 济 建 设 方 面 投。 例

如，都说教育重要，但至今还未达

到教育法规定的教育经费要达到占

GDP4% 的目标。我们应该按照十六

届六中全会的决定的要求，真正加

大对社会建设的投入，使民生事业、

社会事业、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做

得越来越好，惠及大多数、绝大多

数的民众，使他们共享改革发展的

成果，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就会大

幅减少、社会成本就会大幅降低，

这对经济发展反而是有利的，这也

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方

面。

第四，搞好社会建设，必须进

行社会体制改革。

总结建国六十年来社会主义建

设的实践，前三十年，在计划经济

体制下，政府几乎包揽了经济事务，

也包揽了社会事务，虽然也取得了

很大的成绩，但成本太高、效率太

低，形成了短缺经济，人民生活没

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后三十年实行

改革开放，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放

手发动群众，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

性，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经济事务

管得少了，经济建设却取得巨大的

成就。现在进行社会建设，要学习

经济建设的经验，要进行社会体制

改革，形成社会建设的动力机制，

放手发动群众，调动各方面的积极

性，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社会团体、

民间组织，社会事务交给社会去做，

政府进行宏观统筹和协调，社会建

设也一定会取得成功。

我国现行的这套社会体制，是

在 1950 年代以后，在全国实行计划

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形成的，是计划

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与计

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是为计划经

济体制服务的（如户籍制度、城乡

二元结构体制等）。

这些年来，我们对于社会体制

包 括 社 会 事 业 体 制， 也 进 行 了 改

革，有些取得了成功，有些并不成

功，有些则还没有破题，整个社会

体制还没有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要求根本改变过来。所以，现

在的经济社会运行中，两种体制并

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矛盾和问题，

社会成本很高。十七大明确指出 ：

“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

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

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实践证明，现行的社会体制不改革，

社会建设就不能顺利进行。因此，

必须“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为进行

社会建设鸣锣开道。当然，进行社

会体制改革，难度很大，会触及某

些人、某些群体和某些既得利益，

阻力会很大，这实际又是一场革命。

需要审时度势、果断决策、科学策划、

周密安排，逐步推行。但社会体制改

革，势在必行，也一定会成功的。

陆学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