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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社会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
冯务中,宋建丽

  [摘  要 ] 社会关系可以分为 /横向社会关系 0与 /纵向社会关系0。社会和谐也可以相应地分为 /横向社会和谐0与

/纵向社会和谐0。相对于人们关注较多的横向社会和谐, 纵向社会和谐更应该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原因

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纵向社会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第二, 纵向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状况决定横向社会关系的性质

和状况;第三,促进纵向社会和谐比促进横向社会和谐更为困难; 第四, 纵向社会不和谐是影响当前我国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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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会和谐有 /横向社会和谐 0与 /纵

向社会和谐 0之分

社会和谐既包括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也包括

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的和谐。其中, 前者是后者的基

础。因为人的行为模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

式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制度

规范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

的人际关系模式和人的行为模式。一种不合理的

社会关系通常会使得人的行为模式和人际关系模

式不正常、不合理。从这种意义上来讲, 社会和谐

的关键是社会关系的和谐。只有促进社会关系的

和谐,才能促进社会主体之间的和谐以及整体的社

会和谐。

一般而言, 社会关系可以分为 /横向社会关

系 0与 /纵向社会关系 0这两种基本类型。所谓 /横

向社会关系 0,指的是社会地位一致的社会主体之

间的社会关系, 如同事关系、同学关系、邻里关系、

家庭关系等;所谓 /纵向社会关系0,指的是社会地

位不一致的社会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 如干群关

系、官民关系、劳资关系、中央地方关系等。在此基

础上, /社会和谐 0也可以相应地分为 /横向社会和

谐 0与 /纵向社会和谐 0这两种基本类型。所谓 /横

向社会和谐 0,就是同等社会地位的社会主体之间

关系的和谐状态;所谓 /纵向社会和谐 0, 就是非同

等社会地位的社会主体之间关系的和谐状态。前

者主要包括同事之间的和谐、同学之间的和谐、邻

里之间的和谐、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等; 后者主要

包括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和谐、官员与公民之间的和

谐、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和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和

谐等。与 /社会和谐0相对应的是 /社会不和谐0。
/社会不和谐 0也可以相应地分为 /横向社会不和

谐 0与 /纵向社会不和谐 0。前者指的是横向社会

关系的不和谐,包括同事关系紧张、同学关系别扭、

邻里关系冷漠、家庭关系不和等; 后者指的是纵向

社会关系的不和谐,包括官民冲突、劳资冲突和中

央地方关系不顺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仅应该积极促进

横向社会和谐,更应该积极促进纵向社会和谐。促

进横向社会和谐,就是要积极建设和谐社区、和谐

家庭、和谐班级、和谐校园等;促进纵向社会和谐,

就是要努力实现干群和谐、官民和谐、劳资和谐、中

央地方和谐等。前者主要解决的是 /横向社会不和

谐 0的问题,后者主要解决的是 /纵向社会不和谐 0
的问题。解决 /横向社会不和谐 0问题主要依靠社
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等伦理性

手段,解决 /纵向社会不和谐 0问题主要通过制度
建设、体制改革、民主法治建设和必要的公共管理

伦理建设等法理性途径。

二、纵向社会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重点

横向社会和谐与纵向社会和谐是社会和谐的

两个基本方面。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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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共同构成社会和谐的基本内容。现在人们对

横向社会和谐的研究和宣传得较多,而对纵向社会

和谐不太重视。有些人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把横向

社会和谐看作是社会和谐的全部, 把关注的重点完

全放在了横向社会和谐方面,而对纵向社会和谐这

个重要问题视而不见。实际上,相对于横向社会和

谐,纵向社会和谐更应该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重点。原因在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 纵向社

会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第二, 纵向社会关

系的性质和状况决定横向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状况;

第三,促进纵向社会和谐比促进横向社会和谐更为

困难; 第四, 纵向社会不和谐是影响当前我国社会

和谐的主要因素。

1. 纵向社会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关键

横向社会关系的本质是合作关系, 纵向社会关

系的本质是权力关系。合作关系与权力关系的各

自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纵横交叉构成整个社会关

系网络。但是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并不是等量

齐观的。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 权力是这个社会

关系网络的轴心和主导,权力关系在整个社会中处

于核心地位。因此, 政府与民众、官员与公民之间

的关系状态是整个社会关系状态的晴雨表。一个

社会是否和谐, 最主要的根据不是同学之间、同事

之间、家庭成员之间、邻里之间是否和谐, 而是政府

与民众、官员与公民、劳方与资方、中央与地方之间

是否和谐。如果一个社会的纵向社会关系比较和

谐的话,则其整体社会和谐状况肯定较好; 而如果

一个社会的纵向社会关系很不和谐的话, 则其整体

社会和谐状况肯定不好。这其中的原因正如卢梭

所言: /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取决于政治, 而且无论

人们采取什么方式,任何民族永远都不外乎是它的

政府的性质所使它成为的那种样子。0 [ 1] ( P5)
社会

和谐的关键是纵向社会和谐而非横向社会和谐。

因此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

将重点放在纵向社会和谐这个方面。当然,我们也

不能因此而放松横向社会和谐的建设。

2. 纵向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状况决定横向社会

关系的性质和状况

虽然横向社会关系与纵向社会关系都是社会

关系的基本类型,但是它们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地

位和作用是不尽相同的。一般而言,纵向社会关系

处于主导地位,而横向社会关系处于从属地位。纵

向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状况决定着横向社会关系的

性质与状况。例如, 干群关系是纵向社会关系, 群

众内部关系是横向社会关系。一般而言, 干群关系

好则群众内部关系相应也好,干群关系不好则群众

内部关系相应也不好。干群关系由好变坏或者由

坏变好, 群众内部关系的性质也往往会发生同方向

同性质的变化。因此可以说, 没有和谐的干群关

系,就没有和谐的群众内部关系。而如果群众内部

关系不好,甚至群众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则肯定

与干群关系不好有关。在干群关系不好的情况下,

干部对于群众内部的矛盾往往会不闻不问,而群众

对于通过干部解决矛盾这种途径也不抱什么希望。

如此则会使正常的群众矛盾积累、激化甚至发生冲

突。而在干群关系良好的情况下,群众内部关系会

比较和谐,即使出现矛盾也会通过干部得到及时的

解决。当然, 横向社会关系也会反过来对纵向社会

关系产生一定影响。例如,一般来说, 如果群众内

部关系比较和谐,则干群关系也会比较和谐,但是

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出现群众齐心协力共同对抗干

部的情况;如果群众内部冲突比较严重, 则干群关

系往往不好, 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出现群众分成

各派相互争斗但是又竞相与干部保持和谐这种情

况。以上两种特殊情况也说明, 横向社会关系的性

质和状况会影响但是不会决定纵向社会关系的性

质和状况。而纵向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状况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着横向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状况。我们

可以说群众内部关系不和谐的根源在于干群关系

不和谐, 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干群关系不和谐的

根源在于群众内部关系不和谐。总之, 从纵向社会

关系与横向社会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纵向社

会和谐应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所在。

3.促进纵向社会和谐比促进横向社会和谐困难

虽然横向社会和谐与纵向社会和谐都是社会

和谐的基本类型, 但是它们的实现难度并不一致。

从表面看,促进纵向社会和谐似乎比促进横向社会

和谐容易一些。因为在纵向社会关系中,处于下位

的社会主体往往因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大大

节约了交易成本;而在横向社会关系中, 社会主体

往往因为地位一致而势均力敌以致很难达成和谐

局面。但实际上, 促进纵向社会和谐比促进横向社

会和谐更为困难。原因在于, 在横向社会关系中,

社会成员的地位是一致或基本一致的, 谁也无权将

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他们之间更容易形成一种

/纳什均衡0, 因而大家更容易和谐相处; 而在纵向

社会关系中,社会成员的地位是不一致的,他们之

间往往存在着 /有权者 0与 /无权者 0或者 /权大者 0
与 /权小者0的差别。有权者总是倾向于将自己的

意志强加于无权者。这些意志既有可能是合理的,

23



也有可能是不合理的。在大多数情况下, 由于有权

者 /自以为是 0的偏好、/每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

判断者 0的政治学公理和公共行政伦理的缺失等原
因,有权者的意志往往会违背无权者的利益从而引

发无权者的不满。这种不满既有可能是内隐的, 也

有可能是外显的。但不管是内隐的不满还是外显

的不满,都会对社会和谐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一

般情况下,无权者出于自己利益考虑往往会将对有

权者的不满隐藏起来。但这只是一种虚假的和谐

而不是真正的和谐。就虚假和谐的实现而言, 在纵

向社会关系中要比在横向社会关系中容易;但是就

真正和谐的实现而言,在纵向社会关系中要比在横

向社会关系中困难。正是由于促进纵向社会和谐

难度更大,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才应该高度重视纵向社会和谐。纵向社会和谐包

括官员与公民之间的和谐, 也包括大官与小官之间

的和谐、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和谐、中央与地方关系

的和谐等。如何促进这些方面的和谐是我们在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和解

决的问题。

4. 纵向社会不和谐是影响当前我国社会和谐

的主要因素

在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中,既有横向社会不和

谐的问题,也有纵向社会不和谐的问题。那么这两

种不和谐哪种是主要的呢? 各种证据都已经表明,

纵向社会不和谐是影响我国当前社会和谐的主要

因素。 2005年 5社会蓝皮书 6指出, 从 1993年到

2003年间, 中国 /群体性事件0数量已由 1万起增

加到 6万起, 参与人数也由约 73万增加到约 307

万。与 /群体性事件 0增多相随的是上访的大量增

加。2004年, 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来信比 2003年

上升 11. 7% , 接待群众来访批次、人次, 分别比

2003年上升 58. 4%和 52. 9%
[ 2]
。 /群体性事件 0

和上访的原因非常复杂,但其根本原因大都在于行

政权力的不当运行引发某些群众对于政府及其官

员的严重不满。 /群体性事件 0和上访是纵向社会

不和谐的典型体现,它们反映的是官员与公民之间

的深层次矛盾。这些纵向社会不和谐的问题已经

严重影响了当前中国的社会和谐形势。中国社会

科学院社会学所主持的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结

果也证实了这一点。该调查把社会分为不同的群

体类型: /穷人与富人 0、/干部与群众0、/城里人与

乡下人 0、/雇主与雇员 0、/管理者与被管理者 0、
/高学历者与低学历者 0和 /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

动者0, 以此了解城乡居民对不同群体之间发生矛

盾和冲突可能性的判断,推断不同群体矛盾和冲突

的存在程度。调查结果显示,民众认为最容易产生

矛盾、冲突的是干部和群众之间, 其次是穷人和富

人之间,排在第三和第四位的是管理者和被管理

者、雇主和雇员, 其余的群体被选择的比例都很

小
[ 3] ( P41- 42)

。从这项调查可以看出, 在民众认为最

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前四种因素中, 纵向社会不

和谐占了三种。其中, 干部与群众的冲突还占据了

第一位这样的重要位置。这一调查结果足以说明,

纵向社会不和谐的问题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重要障碍。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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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作出 /目前我国
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0这一判断的同时也严肃指出

了目前存在着诸多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

其中, /体制机制尚不完善, 民主法制还不健全 0;

/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
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

严重0; 等等。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纵向社会不和谐

的重要表现。面对以上各种证据, 我们不得不承

认,纵向社会不和谐已经成了影响当前我国社会和

谐的主要因素。因此, 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过程中必须尽量地减少和消除纵向社会不和

谐的问题。

综上所述,纵向社会和谐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关键,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难点

和重点。只有促进纵向社会和谐,才能促进整体社

会的和谐;没有纵向社会和谐, 整体社会的和谐很

难实现,即使实现也只是形式意义上的, 而且很难

维持下去。因此,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

中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纵向社会和谐问题、必须重点

解决纵向社会不和谐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和积极促

进纵向社会和谐。而这就必然要求我们要积极进

行政治体制改革, 实现权力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

化和规范化运作, 确保官员的权力受到各个方面的

制约、监督和制衡。只有这样, 以权力制约和官民

和谐为重要内容的纵向社会和谐才有可能实现,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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