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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 , 既继承、吸收和借鉴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

和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思想 , 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在对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

理论和实践经验做出深刻总结的基础上, 逐步提出、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

的理论品质, 具有深远的思想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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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基础

上 , 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及四中全会上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

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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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思想的提出 , 是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根据中国国情作

出的英明决定 , 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 是中国

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既植根于中华民族

优秀的传统文化 , 又渊源于西方文化丰富深刻的和谐社会思

想。

一、古代和谐社会思想

( 一)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社会思想。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并没有将“和”与“谐”组合而用 , 但其

独立运用却都包含了组合起来的意思 , 尤其是“和”字。因此

可以说 ,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集中在“和”字及其运

用上。“和”的思想源远流长 , 内涵丰富。通过对中国古代传统

文化中和谐社会思想的梳理、审视 , 我们会发现传统文化中

的和谐思想主要表现在四大文化意识范畴上 , 即 : 人与自然

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及人与社会的和谐。

1.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 主

张天人合一 , 肯定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 , 反对一味地向自

然界索取、片面地利用自然与征服自然。中国古代哲人根据

天人合一的思想 , 提出了丰富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道家

创始人老子论道 :“人法地 , 地法天 , 天法道 , 道法自然。”(《老

子》第二十五章)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 , 以崇

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依归。儒家也对天人

合一观念进行了许多阐发。孔子主张以“仁”待人 , 也以“仁”

待物 , 即所谓“推己及人”、“成物成己”。《中庸》说 :“致中和 ,

天地位焉 , 万物育焉。”这都是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

孟子提出 :“尽其心者 , 知其性也 ; 知其性 , 则知天矣。”(《孟

子·尽心上》)他所追求的是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途径 , 达

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宋代张载在《正蒙》中首先使用

了“天人合一”四字 , 并提出了“民吾同胞 , 物吾与也”的命题 ,

意即人类是我的同胞 , 天地万物是我的朋友 , 天与人、万物与

人类本质上是一致的。

2.人与人和谐的思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 , 提倡宽

和处世 , 与世无争 , 协调人际关系 , 创造“人和”的人际环境 ,

追求以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题的大同社会。在中国的传

统文化中 , 儒家伦理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最大。孔子所提

出的理想人格是善于以宽厚处世 , 协和人我 , 从而创造和谐

的人际环境。他说 :“君子和而不同 , 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

子路》) 在这里 , 孔子区别了“和”与“同”两个概念 ,“和”是多

样性的统一 ,“同”是一味地附和乃至结党营私。孔子还明确

主张 , 君子应取前者而弃后者。可见 , 能够宽厚待人 , 与人和

谐相处 , 是君子人格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孟子也认

为 :“天时不如地利 , 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孙丑下》) 认

为只要内部和谐 , 上 下 齐 心 合 力 , 就 能 无 往 而 不 胜 ; 他 还 提

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

王上》)《老子》 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无欲”、“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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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争”, 彼此和谐相 处 , 宽 大 为 怀 , 人 人“ 甘 其 食 、美 其

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古人所设计的大同社会理

想 , 带有乌托邦的性质 , 但它作为一种崇高的目标和理想境

界 , 始终引导着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追求以人际和谐为基本

特征的社会发展目标。

3.人与自身和谐的思想—————在心与身的关系上 , 主张

人之身心和谐 , 保持平和、恬淡、高雅的心态 , 正确处理物与

欲的关系。道家创始人老子主张人之形体与精神的合一。他

说 :“载营魄抱一 , 能无离乎?”(《老子》第十章)“挫其锐 , 解其

纷 , 和其光 , 同其尘。”(《老子》第五十六章), 儒家肯定人们对

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 , 肯定人的正当欲求。孔子说 :“富与贵 ,

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 , 不处也。”(《论语·里仁》)“富

而可求 , 虽执鞭之士 , 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但他又强调

“欲而不贪”(《论语·尧日》), 反对放纵欲念。他提醒人们说 :

“君子有三戒 , 少之时 , 血气未定 , 戒之在色 ; 及其壮也 , 血气

方刚 , 戒之在斗; 及其老也 , 血气已衰 , 戒之在得。”(《论语·季

而》)也就是说 , 人们在追求情欲上 , 在喜怒哀乐上 , 在追求物

质利益上 , 要掌握中和的原则 , 要保持平衡谦和的心态。不能

贪得无厌 , 不能把物质利益作为人生的全部追求 , 更不能见

利忘义。这种把对生命价值的关怀与对道义价值的弘扬有机

结合起来的人生观是值得肯定的。

4.人与社会和谐的思想—————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

家的关系上 ,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先礼后兵 , 以文德感化

外邦为主 , 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 ; 主张和谐共处 , 协和万邦。

《尚书·尧典》说:“百姓昭苏 , 协和万邦。”《周易·乾卦》说 :“首

出庶物 , 万国咸宁。”即主张万邦团结 , 和睦共处。孔子提出

“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 又说 :“远人不服 , 则修文

德以来之 , 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主张以文德感化

外邦 , 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孟子提出“仁者无敌”(《孟子·梁

惠王上》), 主张“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 提倡王道 , 反

对霸道。王道与霸道相反 , 霸道是以武力做后盾 , 处理国内和

国际关系 ; 王道则是利用和平的手段 , 通过在国际间建立相

互信任关系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庄子的最高理想是“太和万

物”, 使世界达到最完满的和谐。

( 二) 西方文化中的和谐社会思想。

西方文化中的和谐社会思想也是古已有之 , 而且一直绵

亘至近现代。其丰富多彩的论述、梦想、设想和实践 , 同样反

映了人类的共同追求。大体归纳来看 ,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

前 , 西方文化中的和谐社会畅想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重要的

历史时期 : 古希腊时期、基督教兴盛时期、早期空想社会主义

时期、中期空想社会主义时期和晚期空想社会主义时期。

1. 古希腊时期的和谐社会思想—————哲学与美学相统

一的“理想国”。

古希腊时期也有丰富的“和谐”和“和谐社会”思想。称自

己是哲学家或爱智者的毕达哥拉斯最先将和谐作为哲学和

美学的基本范畴来理解。伊奥尼亚哲学家们以水、气、火等具

体物质性元素作为万物的本原 , 而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抽象的

数代替感性的事物 , 使灵魂、正义、理性、美等抽象的存在 , 能

够找到更好的解析。由于将数看作万物的本原 , 毕达哥拉斯

学派便把美与数紧密联系起来。艺术由于比例 , 宇宙由于秩

序达到了完满的和谐。“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将美的本质

看成由于数而形成的比例、秩序、和谐。竖琴的琴弦虽然粗细

长短不同 , 但都合一定的数的比例 , 所以能发出悦耳的和谐

音调。同样的 , 天空中的各个星体 , 虽然大小和运动速度不

同 , 也都合乎于一定数的比例 , 所以也能产生和谐的秩序。毕

达哥拉斯派将和谐看作是对立的统一 , 是“相反”、“对立”、

“不同因素”导致的和谐。因而 ,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又一句名

言说 :“什么是最美的—————和谐! ”[1](p21)雅典哲学繁荣时代 ,

智者运动揭开了人本主义的序幕。普罗泰戈拉著名的命题 :

“人是万物的尺度。”表征人在原始宗教和自然统治下的第一

次觉醒。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把哲学看作人的本质 , 是人

的最高财富。他在“公正即和谐”思想指导下 , 构建起一个由

哲学家治理的“理想国”。在这个国家中所有人向着同一目标

努力而达到和谐。

2.基督教兴盛时期的和谐社会思想—————虚幻的永恒和

谐的“上帝之城”。

基督教哲学家极力宣扬上帝创造了和谐的有序的世界。

公元 410 年 , 当罗马被哥特族劫掠的时候 , 异教徒将这场灾

难归咎于不再信仰古代诸神的结果。奥古斯丁马上写了《上

帝之城》一书为基督教辩护。他追述罗马的历史和宗教 , 指出

罗马的危难实系罗马人罪孽深重 , 咎由自取。在其皈依基督

教之前 , 就遭受过比现在更多更重的灾难 , 他们信仰的异教

神并没有保护罗马。而在这次罗马遭劫时 , 许多异教徒躲进

基督教会避难 , 因为哥特人信仰基督教 , 他们尊重教会。奥古

斯丁以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作比较 , 以基督教象征天上乐

土 , 对照充斥罪恶的世俗国家。上帝之城是选民的社会 , 上帝

至善至美 , 百姓和平安乐 , 充满永恒的和谐。世俗之城是要与

魔鬼撒旦一同遭受永远折磨的社会 , 人欲横流 , 充满邪恶。巴

比伦和罗马就是典型的代表 , 穷奢极欲、醉生梦死 , 终究受到

毁灭和审判。他认为这两座城由两种爱造成 , 世俗之城由爱

己之爱建立 , 上帝之城由爱上帝之爱建立。世俗之城和上帝

之城在现世是混为一体的 , 但在来世 , 被上帝所预先选定的

得救者同被上帝厌弃者将被分开来。因此 , 那些沉沦于世俗

之城中的人一旦摒弃声色官能的欲求 , 也会成为上帝的选

民 , 蒙召进入上帝之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是个虚幻的和

谐社会 , 即便它在人间的体现—————教会 , 在中世纪也搅得

社会极不安宁。

3.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时期的和谐社会思想—————文学浪

漫气息浓郁的“乌托邦”。

文艺复兴后 , 16 至 18 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把古希腊和

基督教的传统结合起来 , 构想乌托邦式的和谐社会。莫尔的

《乌托邦》(1516 年)、康 帕 内 拉 的《太 阳 城》(1623 年)、安 德 里

亚的《基督城》(1619 年)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的三颗明

珠 , 三本书都描述了海外仙岛上新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

会制度。英国的莫尔爵士书中描绘的乌托邦是南半球的一个

岛屿 , 同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 , 是由一个终生任职的“哲学家

的皇帝”领导的国家 , 所有的东西都归公有。乌托邦中有 54

个城市 , 每个城市有 64 户人家分为四个区 , 每家成年人在

16 名以内。城市之间还有农村 , 农村到处是农场 , 每个农户

不少于 40 人 , 外加 2 个农奴。每 30 户设一官员。每户每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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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人返回城市 , 与城市中 20 人轮换。他们从事农业、手工业

劳动 , 每天 6 个小时。清晨有讲演 , 晚饭后有娱乐。他们生活

富足 , 却讲究朴素。乌托邦每 30 户选出的官员叫飞拉哈 , 10

名飞拉哈又选出首席飞拉哈。凡涉及国家大事均由议事会讨

论 , 议事会由总督和 2 位飞拉哈组成。《基督城》也对人们的

吃、穿、住、用、婚姻、生、老、病、死等日常生活作了很详细的

描述。在这些作品中 , 继承头衔或者血统都没有什么价值 , 只

有品德才值得称道 , 一律平等、渴望和平和蔑视金钱是良好

的品质。

4.中期空想社会主义时期的和谐社会思想—————唯理论

阶段的“理想社会”。

18 世纪 , 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中期阶段 , 即唯理论的阶

段。在此阶段摆脱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采用文学作品形式对

理想社会的虚幻描绘 , 着力从理论上探讨和论证理想社会的

基本原则和实践的具体途径等重大问题。法国的摩莱里在其

《自然法典》中 , 论证了“人的本性”从古到今一直是合乎“自

然状态”的 , 合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起点———原始社会 , 就

是按照人的本性和自然状态建立起来的。当私有制出现后 ,

人们心灵受到毒害 , 没有自觉认识到理想社会是合乎人性、

理性的 , 道德水平降低 , 再加上人口增长 , 社会流动增大 , 社

会秩序建设落后。摩莱里在批判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弊端

后 , 论证了从私有制回到公有制的必然性 , 并为未来理想社

会制定了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共产主义法典草案。规定未来理

想社会最基本的原则 : 一是公有制 ; 二是保障公民的劳动和

生存的权利 ; 三是各尽所能为社会服务 , 体现了公民在公有

制基础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2]与摩莱里同被恩格斯誉为

“社会主义的最初代表”的是马布利 , 也是法国人。他在《论法

治或法律的原则》一书中 , 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实现有一非常

有见地的观点 , 即从私有制到理想社会要有一个很长的过渡

时期 , 因而他设计了一个过渡时期的社会改革纲领。马布利

的法律精神不是取消私有制 , 而是用通过限制和分散富人财

产逐步达到人们财产平均和地位平等的目的。他清楚认识

到 , 私有制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 , 其阶级冲突不可调和将会

导致武装暴乱和革命战争。他主张用和平途径消灭阶级特权

和阶级差别 , 因而其社会改革纲领提出取缔豪华法、财产继

承法 , 限制官吏的待遇和特权 , 等等。与他提倡苦修苦炼的、

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来实现和谐社会

理想。[3]

5.晚期空想社会主义时期的和谐社会思想—————理论与

实践并行的“价值追求”。

到了 19 世纪 , 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伟大的空想社会

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构建模式中 , 让和谐社会成为共同的价

值追求。傅立叶对未来和谐社会作了尽心描绘 , 在私有制基

础上 , 主张阶级调和 , 用和平方式把人类引向社会主义。在

《新世界》一书中 , 他向我们提供了几乎无所不包的庞大的社

会改革计划。和谐社会的基层单位是“法郎吉”(希腊文“方

阵”之意), 固定人数 1620 人 , 同住在一个设备齐全舒适的大

厦里。法郎吉下属 200 个称之为“谢利叶”的小组 , 小组在乡

间还有别墅。法郎吉设立股份公司以筹集资金 , 最高权力机

构是评判会。被委托来领导日常事务和关怀公共福利的机构

是管理处 , 其成员由谢利叶的首脑、尊敬的长者及股东组成。

谢利叶小组是按照情欲和对某种活动的嗜好相同进行自由

组合 , 每人可以参加多个谢利叶小组 , 以充分发挥情欲引力

作用。在劳动管理中 , 不必用强制、命令的方式 , 使大家视劳

动为享乐的手段 , 无论富人和穷人 , 每天可以从事八九种诱

人的工作。对于缺少引诱力的工作则采取精神和物质相结合

的鼓励方式。法郎吉要采取各种各样手段来满足人们的虚荣

心 , 促使人们爱好科学、艺术等各类活动。傅立叶主张不搞平

均主义 , 他认为在和谐制度下 , 任何平均主义都是政治毒药。

他还在教育、婚姻、家庭、妇女解放、宗教信仰、人口控制等方

面也作了详尽的描述。欧文设计的“公社制度”, 在他的《致拉

纳克郡报告》中有了详尽的论证和规划。他的理想制度要使

全国人民分享到科学的生产力带来的利益。他设计的社会基

层组织协作社是以农业为主的农、工、商、学结合起来的大家

庭人数大约在 800 到 1200 人之间 , 土地面积 1200 亩左右。

欧文不仅做理论上的论证 , 而且将理想付诸实践 , 在美国的

印第安纳州建立“ 新 和 谐 ”共 产 主 义 移 民 区 , 成 立 新 和 谐 公

社 , 制定《新协和公社组织法》, 由公社总理事会统一管理。

(三)中西方文化中的和谐社会思想的共同特质。

综观中外和谐社会思想 ,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第一 , 和谐

社会不是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 , 它是各个社会历史阶段思想

家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状态。有世俗的和谐社会 , 也有宗

教的上帝选民的和谐社会(奥古斯丁); 有以公有制为基础的

大同世界(孔子、康有为)和乌托邦(莫尔等), 也有以私有制为

基础的小康社会(孔子)与和谐公社(欧文 等); 有 以 小 农 经 济

为基础的和谐社会(孔子 等), 也 有 以 合 作 经 济 即 现 代 农 业 、

工业为基础的和谐社会(欧文等)。第二 , 这些和谐社会思想

摆脱不了社会历史的局限性 , 都具有明显的阶级烙印。有奴

隶制度等级观念(柏拉图), 有封建制的等级观念(儒家), 有资

本主义制度的等级观念(欧文等), 但他们都深深关切人类的

命运 , 尊重每一个生者的权利 , 期望上帝、统治者、明君、圣人

能创造一个使每个人各得其所、各尽其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

秩序 , 使社会能够稳定地发展。第三 , 中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和

谐社会理想都无法实现。有的和谐社会的设计过于虚幻 , 如

大同世界、上帝之城。有的虽然贴近现实 , 如小康社会、和谐

社会 , 但因其实现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不够 , 也无法达到 , 如欧

文实践了 4 年 , 仍然以失败告终。中西方关于和谐社会的畅

想源远流长 , 为我们积累了丰厚的文化沉淀 , 要想推动当代

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 必须深入挖掘、分析、提炼中西

方传统文化中和谐社会畅想的丰富思想内涵 , 继往开来 , 才

能使人们长久以来的追求和梦想逐步变成现实。[2]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

然产物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理论

渊源。

实现社会和谐 , 建设美好社会 , 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

一个社会理想 , 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和剩

余价值学说为理论武器 , 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的秘

密 , 指明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 , 找到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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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 , 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

为科学。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及在马、恩

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书中, 都一再提倡

社会和谐, 并提出了关于未来和谐社会的设想。其一, 实现和

谐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文明虽然超过

了以往一切社会的文明, 但是它却造成了社会不平等和两极

分化、人的畸形发展及异化。[4](p75)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 用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和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其二,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

条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绝对必需的实际前

提”。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 社会实行“各尽所能, 按需分

配”, 才能实现真正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其三, 未来和谐社会

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适应。

阶级对立消失 , 阶级消亡 , 社会关系和谐 , 人们的精神境界极

大提高等。其四,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

件, 人的各种能力和潜能充分发挥, 人的多样性需求不断得到

满足 , 人的社会关系日益丰富 ,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人的自由

个性充分发展。[4](p73)马、恩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 指明了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进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和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

和谐的社会 ,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以社会主义社会历

史条件为基础的、以共产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的现实运动。

中国共产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 , 逐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

发展规律的认识 , 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

和战略任务 , 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符合马克思主

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 , 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

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5](p603)

( 二)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

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新中国成立后 , 我党对和谐的理想境界的追求和探索 ,

可以说一直没有停止过 , 几代领导人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关于

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

随着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 我国开始进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正确判断国内外形势的基础

上 , 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 , 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

理论 , 创立了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 强调

我们党要学会用民主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 并高瞻远瞩

地指出 , 我们的目标 , 是想造就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 又

有纪律又有自由 , 又 有 统 一 意 志 , 又 个 人 心 情 舒 畅 、生 动 活

泼”的政治局面。虽然这些思想由于“左”的错误路线指导没

有能够付诸实践 , 但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形

成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 , 对于如何建设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 , 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全

面协调发展的思想 , 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 社会主义要消除

贫穷; 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 , 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 , 什么

事也干不成 ; 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 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

因素 ,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 坚持“两手抓 , 两手都要硬”

等思想。又特别强调“中国的问题 , 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 尤其强调安定团结的重要性 ,

并指出“要安定团结 , 也要生动活泼。生动活泼也来之不易 ,

但它是随着安定团结发展起来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下 , 这两者是统一的”。邓小平关于中国的改革、发展、稳定的

思想实质上已经包含了和谐思想的因子 , 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高举邓小平

理论伟大旗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

的过程中 , 特别强调必须“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 , 正确处

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

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

发展 , 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在十六大所确定的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蓝图中 , 首次将“和谐”包含其中 , 提出要在

21 世纪头 20 年 , 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使经济更

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 , 社会

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

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并强调巩固和发展民主

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

我党要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明确提出来 , 这在我党历次

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是第一次。在此 , 和谐社会的概念虽然没

有明确提出 , 但已是呼之欲出。

2004 年 9 月 ,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这一重要概念 , 并对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了全

面部署。2005 年 2 月 19 日 ,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开班式上深

刻阐释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 并明确提出“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

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6]从此 ,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了

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七大指出 ,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为此 , 我们要为形

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而努力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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