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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和谐社会的表征是人与人、人与政府、人与自然之间的相生相长、共生共荣。契约精神是基于契约关

系的一般要求而焕发出的平等自由精神和尚法、守信品格。“和谐”与“契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即两者皆立基

于人们之间利利相生的合意。契约精神蕴涵的平等自由理念、法律信用机制对重塑人与人、人与政府、人与自

然关系有重要价值: 平等自由是和谐社会的精神向导; 法治是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 ; 信用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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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 , 那么如何建立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呢?本文从契约精神的视角出发 , 提出并论

证了和谐社会必须弘扬契约精神的观点 , 以就教于诸位方家

同仁。

一、和谐社会与契约精神的内涵

( 一) 和谐社会的表征。

“和谐”一词 , 蕴含均衡发展、和衷共济、内和外顺之意 ,

是对立统一的最高境界。古往今来的思想家历来重视“和谐”

或“均衡”。比如老子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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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

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行为的基本准则。孔子主张以

“仁”待人、以“仁”待物 , 即所谓“推己及人”、“成物成己”。依

谭嗣同的解释 , 仁者 , 通也 , 通达无碍为仁 ; [1](p4- 14)而 所 谓“ 通

达无碍”是指达到一种无分别、无对待 , 个人与宇宙融为一体

的澄明和谐的境界。《中庸》所谓“致中和 , 天地位焉 , 万物育

焉”( 《中庸》第一章) 及孟子提出的“尽其心者 , 知其性也 ; 知

其性 , 则知天矣”( 《孟子·尽心上》) , 皆强调天、地、人的和谐

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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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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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中国人信奉中庸之道相契合 , 古希腊人也有深厚的和

谐观念。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人们认为 ,“整个天是一个和

谐”; 宇宙的基础有三 , 即平均、秩序与调和 , 并在数量的比例

中展现着音乐式的和谐 , 而毕氏本人提出的“万物皆数”与

“黄金分割律”更因其不朽的价值而传扬后世。按照他们的理

解 , 不仅整个自然界存在着普遍的和谐( 即他们所谓“天体的

和谐”) , 人类社会存在着普遍和谐(“美德即是和谐”) , 而且

在 天 人 之 间 也 存 在 着 普 遍 和 谐( 即“ 天 人 同 元 ”和“ 天 人 同

构”) 。[3](p79- 88)在《理想国》中 , 我们也可以看到柏拉图的“整个

国家将得到非常和谐的发展 , 各个阶级将得到自然赋予他们

的那一份幸福”[4](p134)的和谐状态的描述。和谐或均衡思想对

希腊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希腊所取得的全部

成就都打上了这种平衡的烙印”。[5](p290)后世的西方思想家也

继承了这一观念。以“前定和谐论”而闻名的莱布尼茨系统阐

发了其和谐思想。在他看来 , 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上帝依

照最佳原则即和谐原则创造出来的。因此 , 事物在其整个发

展过程中 , 自始至终都将同其他事物保持和谐。

尽管先哲们关于和谐的思想有着“先天和谐论”和“后天

和谐论”、“客观和谐论和主观和谐论”、“积极和谐论和消极

和谐论”与“外在和谐论和内在和谐论”等诸多分歧 , 但是我

们还是可以从中归纳出“和谐”概念的基本含义 , 即和谐乃指

系统内部诸要素间的相生相长、共生共荣的一种理想状态。

就社会而言 , 和谐 系 指 社 会 诸 要 素 之 间“ 各 取 其 利 , 利 利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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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因此 ,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 和谐社会至少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 和谐社会是社会资源兼容共生的社会 , 是社会结构合

理的社会 , 是行为规范的社会 , 是社会运筹得当的社会。[6]

一般认为 , 和谐价值的客体主要包括以下四类关系 : 人

自身组成部分间的关系(身心和谐),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

和谐), 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群己和谐),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

系(天人和谐)。但我们认为 , 就当下中国的社会和谐而言 , 当

务之急要处理以下几类关系 :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人与政府

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 , 即和谐社会的表征是人与

人、人与政府、人与自然之间的相生相长、共生共荣。

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 , 人们之间应该是平等、团结、

友爱、互助的和谐关系。要实现“各取其利 , 利利相生”, 同时

又要“和而不同”( 《论语·子路》) , 而非消除差别。为此 , 我们

尤其要强调平等 , 特别是起点平等和过程平等 , 因为马克思

主义向来认为 ,“一切人 , 作为人来说 , 都有某些共同点 , 在这

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 , 他们是平等的”。[7](p142- 143)

就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言 , 只有权力来源于权利 , 权

力服务于权利 , 权力以权利为限 , 权力由权利制约 , 才能实现

权力———权利的和衷共济。尽管 20 世纪以来 , 众多思想家逐

渐扬弃了古典“ 有 限 政 府 ”的 理 念 , 但 是 权 力 的 变 异 性 这 一

“附在权力上的咒语”[8](p377)决定了只有以私权利限制公权力 ,

才能防止“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语), 从而有

助于权力———权利之间的和谐。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 , 一方面 , 人要适应自然。另一

方面 , 人要遵循自然规律对自然界的适度改造 , 使自然界

更适合人的需要。正如联合国首次人类环境会议于 1972 年

通 过 的《人 类 环 境 宣 言》指 出 的 ,“ 人 类 既 是 他 的 环 境 的 创

造物 , 又是 他 的 环 境 的 塑 造 者 ”,“ 为 了 在 自 然 界 里 取 得 自

由 , 人类必须利用知识在同自然合作的情况下建设一个美

好的环境”。 [9](p156- 160)

( 二) 契约精神的意蕴。

按照民法学界的通行说法 , 契约主要有以下特征 : 首先 ,

契约立基于双方合意 , 无合意不成契约。古罗马的法谚“合意

创立法律”正是强调合意之于契约的重要性。其次 , 契约自

由 , 即契约产生一般情况不受诸如政府或立法干涉等外来约

束所妨碍 , [10](p343) 契约是当事人不受干预地自由选择的结果。

具体表现为 : 意思表示的自由 , 选择缔约方的自由 , 决定缔约

内容的自由和选择缔约方式的自由。再次 , 契约原则还隐含

着契约各方地位平等的原则。契约的缔结是以主体地位平等

为前提的 : 在这里 , 身份不再起作用 , 人们已经消除人格上的

歧视 , 缔结契约完全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事。最后 , 契约是当事

人之间的“法锁”, 每个人需对自己的承诺负责。法国 13 世纪

《博韦的习俗和惯例》就有“合同胜过法律”之说。梅因也说 ,

法锁把各当事人拘束在一起 , 锁链只有通过清偿的程序才能

解除。[11](p183)只要是立约人自己作出的承诺 , 无论多么不合理 ,

按照“买方自应注意”的原则 , 就只能自认倒霉。因此 ,“契约

必须信守”是契约的一个原则 , 这就需要相关机制予以保障 ;

正如下文将要指出的 , 法律和信用是保障契约实现的基本机

制。

西方文化中的契约范畴不仅具有私法上的涵义 , 而且被

广泛地应用于公法之中 ; 它不仅局限于法律范畴内 , 而且被

赋予了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当上述契约原则广泛运

用于其他领域就陶冶出了契约精神的理念 , 而所谓契约精神

就是导源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所派生的契约关系及其内

在原则 , 是基于契约关系的一般要求而焕发出的一种平等、

自由精神和尚法、守信品格。

这里有必要就尚法、守信品格作一说明。我们认为 , 法治

和信用是现代社会保障契约实现的基本机制 , 因此 , 尚法、守

信品格是契约原则的内在要求 , 也是契约精神的重要内容。

契约(交易)缔结的一个前提是 , 契约(交易)能带来总收益(社

会效率)的增加 , 从而使得契约(交易)双方受益 ; 契约(交易)的

实现还必须以当事人都能有充分的信心预期对方能履行承

诺为条件。[12](p30)“在古代 , 为了保证契约的履行 , 人们认为诅

咒和最隆重的仪式还是不够的 , 因此他们想出了喝掺血的

水、相互刺胳、在祭坛前立约、折断稻草以及其他许多使立约

者的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的仪式”。[13](p149)在现代社会 , 就契约

(交易)的实现而言 , 保证契约履行的“制度”主要是法律这种

靠第三方(法院)执 行 的 交 易 规 则(third- party enforcement)和

主要靠第一方执行(first- party enforcement)的信用机制。法律

是保障契约(交易)实现的最有效的机制。若缺少法律的最终

保障 , 契约赖以生存的权利义务机制就会“失灵”, 契约关系

就无法实现 , 契约精神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因此 ,“充满

交易的社会一定是充满法律的社会”。[14](p5) 信用是保障契约

(交易)实现的最基本的机制。法制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不完

备契约的广泛存在 , 以及法律执行对契约完备性的依赖决定

了信用制度是一种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维护市场正常运转

的机制。而且 , 法律制度的正常运行本身也离不开信誉基础。

二、和谐社会与契约精神的契合 : 和谐社会呼唤契约

精神

事实上 ,“和谐”与“契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 即两者皆

立基于人们之间利利相生的合意。社会的“和谐”要求“合而

不同”、“利利相生”, 这就要求人们之间相互包容、妥协 ,“每

个人必须转让一部分权利”; 而“契约”正是人们之间的合意 ,

是人们在互相包容和妥协的基础上“利利相生”、“共生共荣”

的表现 , 正如霍布斯所言 ,“权利的相互转让就是人们所谓契

约”, [15](p100)韦伯从另一角度也指出 , 在法律秩序的框架内 , 契

约交易就是“法律的交易”, 即法律权利要求之转让、放弃或

实现。[16](p101)因此 ,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契约的形式 , 我们可以说

社会和谐的理想状态就是人们之间一部“人际和谐”、“家国

同构”、“天人和一”的良好的“社会契约”; 社会的和谐内在地

呼唤契约精神 , 即内在地呼唤我们用平等理念、法律信用机

制重塑人与人、人与政府、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唯有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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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才能实现胡锦涛同志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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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平等自由 : 和谐社会的精神向导。

1.和谐社会必定是公正社会。①

平等和自由是契约精神的主要内容 , 也是达到社会和谐

的精神向导和理念基础。这是因为 :

首先 , 从理论上看 , 资源的相对稀缺和人类“大体上的平

等”性决定了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在资源的相对稀

缺的前共产主义社会 , 各种不平等的安排是一种客观存在 ,

也是一个良性社会正常运行所必需的。换言之 , 资源的相对

稀缺性决定了“公正的社会不是一个无差别的社会 , 公平分

配也不是要消灭差别”, [17] 正如孟德斯鸠所言 ,“平等的真精

神的含义并不是每个人都当指挥或是都不受指挥 ; 而是我们

服从或指挥同我们平等的人们。”[18](p114)这也是罗尔斯在其著

名的正义原则中 , 特别强调“差别原则”的原因所在。但社会

的和谐则取决于是否会形成某一阶层对另一阶层的绝对优

势地位乃至“宰制”(domination)以及各阶层是否皆有自己的

价值与尊严 , 即取决于社会是否公正。依哈特之见 , 人类“大

体上的平等”性是人类生活的五个自然事实之一。这就决定

了“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比其他人强大到这样的程度 , 以至没

有合作还能较长时间地统治别人或使后者服从”; [19](p190) 这也

决定了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 哪里就有社会不和谐 ;

这还决定了各种稀缺资源的分配必须对所有人开放 , 而不能

专属于某一特定群体(如阶层或地区)。因为“如果某些地位

不按照一种对所有人都公平的基础开放 , 那些被排除在外的

人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感觉就是对的⋯⋯他们

的抱怨有道理不仅是因为他们得不到职位的某些外在奖赏

例如财富的特权 , 而且是因为他们被禁止体验因热情机敏地

履行某些社会义务而产生的自我实现感。他们被剥夺了人类

的一种基本善”。 [20](p84- 85)这样 ,“当一种现存的不平等安排因

情势的变化或科学知识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被认为不再不

要、不再正当或不再可以接受的时候 , 正义感通常就会强烈

地表现出来”。这种情绪可能是暴力形式的革命 , 也可能是

“非暴力不合作”形式的上访等 , 但无论哪种形式都是社会和

谐的障碍。平等价值之于社会和谐的重要性决定了我们必须

注重“分配正义”, 追求“机会均等”, 即各项稀缺资源要向所

有人开放 , 要在保证起点公平和过程公正的前提下 , 通过给

予弱势群体以更多关怀而达到结果的相对公正 , 从而获致

“利利相生”的社会和谐局面。

其次 , 从实践上看 , 我国社会的不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

正是由平等自由理念特别是“分配正义”的缺位造成的。有资

料显示 , 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 , 2000 年在我国

已达到 0.4 的国际警戒线而与美国不相上下。南开大学陈宗

胜先生的研究表明 , 如果加上灰色收入 , 中国基尼系数可能

已达到 0.59。[21]这都是源于未能有效规制的“特权”的广泛存

在 , 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SSIC)与新浪网的联合调查也表明 ,

近九成公众认为收入差距主要源于机会不平等。 [22]因此 , 我

们可以说 , 正是平等自由理念的缺位使社会公正成为社会问

题 , 从而影响着社会的和谐。

2.平等自由促进社会和谐的主要表现。

首先 , 就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言 , 只有树立人人平等和

机会均等的理念 , 确保人们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 才能促进

人际和谐。对中国这样有着“身份社会和伦理法律”(梁治平

语)传统的国家来说 , 社会和谐事实上意味着社会关系和生

活方式的革命 , 因为“不管人们意识到没有 , 也不管他们承认

与否 , 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正是要以契约取代

身份”。 [23]而要促成上述变迁 , 我们必须弘扬契约精神 , 把人

们从各种“人对人的依赖关系”( 传统的“伦理身份”和新型的

“计划身份”②) 中解放出来。正如马克思多次指出的 :“商品生

产者的关系是法制国家公民权利平等和自由合同等等原则

的基础⋯⋯”[24](p129)只有弘扬契约精神 , 建立起平等、和谐的新

型人际关系 , 才能为和谐社会奠定深厚的价值底蕴和牢实的

社会基础。

其次 , 就人与政府的和谐而言 , 契约精神所蕴含的平等

自由理念和社会契约理念有助于将传统的“权力———服从”

理 念 提 升 为“ 权 力———合 作 ”理 念 , 为 人 与 政 府 的 和 谐 提 供

精神向导和理念基础。传统观点认为 ,“权力”的对称是“服

从 ”, 但 这 种 威 权 主 义 的 言 说 方 式 显 然 已 不 符 合 当 今 情 势

发 展 的 需 要 。 只 有 弘 扬 契 约 精 神 , 树 立“ 权 力———合 作 ”运

行理念 , 才能提 高 人 们 的 公 民 意 识 、权 利 意 识 、自 由 意 识 和

责 任 意 识 , 从 而 防 止“ 权 力 造 租 ”、“ 权 力 市 场 化 ”等 权 力 失

约行为 , 为限制 权 力 、监 督 政 府 及 实 现 社 会 和 谐 创 造 条 件 。

正如卢梭所言 :“ 要 寻 找 一 种 结 合 的 形 式 , 使 它 能 以 全 部 共

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 , 并且由

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不过是在

服从其本人 , 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

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25](p19)

再次 , 就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言 , 只有树立“代际契约”理

念 , 将当代人的发展纳至整个人类发展史考量 , 才能避免“吃

祖宗饭 , 断子孙粮”的悲剧 , 实现“天地与我并生 , 而万物与我

为一”( 《庄子·齐物论》) 的和谐局面。在某种意义上 , 我们可

以说 , 正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为人类施加的这种“代际契约”

制约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此 , 我们必须引入“代际公正”

的理念 , 运用“正义的储存原则”③处理好代际自然资源的分

配问题。

( 二) 法治: 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

l.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

从法律人的视角看 , 我们要建立的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

社会。达到社会和谐可以采取很多方式 , 息事宁人、大事化小

甚至暴力打压和“暴政”都能维持一定的秩序 , 达到社会表面

的“和谐”。美国著名中国法专家陆思礼的研究表明 , 在儒家

和谐观念的影响下 ,“传统中国的民间纠纷大都是在‘法庭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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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以外’而不是通过诉讼方式解决”。[26](p1295)可见 , 中国古代的

和谐观念催生了社会关系领域的无讼主义。尽管这种无讼主

义传统仍是我们重视民间调解的“本土资源”, 但在“中断中

国文化传统”(刘小枫语)的现代 化 的 话 语 背 景 下 , 在 法 治 成

为当下中国一种意识形态[27](p297)的语境下 , 在依法治国成为基

本治国方略 , 依法执政成为基本执政方式的条件下 , 我们所

追求的和谐社会只能是法治社会。而且从总体上看 , 经过中

国人民百年艰苦奋斗 , 中国的社会转型已基本完成 , 中国现

代法治形成的基本条件已基本具备 ; [28](p42- 43)现代世界治理的

理论和实践也表明 ,“法理型统治”是和平时期政治管理的内

在要求 , 是社会自治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因此 , 无论是在国

家政治事务治理层面 , 还是在社会治理层面以及国家与社会

关系的处理方面 , 其制度安排、规则程序、合作参与、责任分

担、利益共享都离不开法治。只有将法治的原则和机制引入

公共治理之中 , 才能有效克服集权制、官僚制向社会渗透可

能造成的弊端 , 从而提高社会结构的协调性和社会发展的合

理性。因此 , 现代社会能否实现和谐主要取决于是否具有完

备的法律 , 无法律则无和谐社会。

2.法治促进社会和谐的主要表现。

就人与政府的和谐而言 , 法治有助于限制政府权力以保

障公民权利 , 从而使权力制约于、服务于权利 , 以实现权

力———权利之间的和平共处 , 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法治与

“有限政府”、“保障公民权”是血肉融合、器官共用的“连体婴

儿”。从亚里士多德法治要求“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

从”到富勒法治需要“官方行动与法律的一致性”, 从洛克“法

治的真正含义就是对一切政体下的权力都有所限制”到威廉

韦德“法律必须平等地对待政府和公民”, 从戴雪明确提出

“法的统治”(rule of law)到诺 内 特 等“ 法 治 期 待 于 公 民 和 官

员的都是对法律的绝对忠诚”, 无数思想家关于法治的洞见

都表明只有法律把公权力驯服的像俯首帖耳的羔羊 , 才有真

正的法治。可见 , 法治的核心在于“控权”, 法治的倡行有利于

制约权力的变异 , 从而有助于人与政府的和谐。

就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 , 也离不开法治。“法乃

善良公正之术”; 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

明、秩序、效率和合法性的完美结合。在法治社会 , 蕴涵平等

自由等价值的良法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相生相长 , 最终使

人际之间、代际之间的利益分配趋向正义 , 通过公正司法来

整合利益冲突 , 必将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事实上 ,

当下中国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甚和谐的原因要么在于

立法本身不具良善性 (分配正义的缺位), 要么在于执法不

严、司法不公 , 而这都是法治本应解决的问题。

( 三) 信用: 和谐社会的基本机制。

1.和谐社会必定是信用社会。

和谐社会也必定是信用社会。制度经济学认为 , 人类的

各种交往 , 都依赖于某种信任。信任以秩序为基础 , 而要维护

这种秩序 , 就要依靠禁止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 , 建

立人们之间交往的确定预期的“制度”。“制度”可以分为“内

在制度”和“外在制度”, 前者指称习俗和惯例 ,“通过一种渐

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而发展起来”; 后者指称因设计

而产生的法律和正式制度 ,“最终要靠强制性法律手段来执

行。”从建立人们之间预期的功能看 , 这里的“内在制度”和

“外在制度”大致相当于现代社会的信用机制和法律机制。这

表明 , 信乃立身之本 , 更是立国之本 ; 信用意味着秩序 , 而秩

序是社会的表征———一个信用缺失、预期混乱的社会不可能

和谐。从实践上看 , 信用缺失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障碍。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 , 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混乱造成的

无效成本 , 已占到中国 GDP 的 10%～20%, 直接和间接的经

济损失每年高达将近 5000 亿元。国家审计署审计的 1500 家

国家控股企业的财务报表 , 分析发现有 60%的企业报表存

在不实。由于缺少信用 , 非正常的信用支付使得每年增加的

财务费用大概是 2000 亿元 , 银行逃废债的直接损失每年是

1800 亿元 , 现在连注册会计师每年都会有 400 人因为各种

失信、造假受到处分。[29]在这样的一个“信用危机”如此严重

的社会怎能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信用促进社会和谐的主要表现。

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论 , 守信品格是人际和谐的道德基

础。孟子曰:“诚者 , 天之道也; 思诚者 , 人之道也。”( 《孟子·离

娄上》) 人际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契约交往 , 人际关系在一

定意义上就是契约关系。因此 , 要想人际交往顺利进行 , 人际

关系和谐共处 , 守信是必不可少的。当下中国影响人际和谐

的因素很多 , 但是最基础的大概就是出现了所谓的“信用危

机”。“信用危机”的存在不仅使得人际交往的交易成本大大

增加 , 而且会导致许多本不该有的社会矛盾 , [15](p6)从而严重影

响着社会的和谐。唯有重建高度信任的社会才能实现“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论语·公治长》) 的人际和谐关

系。

就人与政府的和谐而论 , 信用特别是政府的诚信也是

极其重要的。美国学者古德诺指出 :“整体意义上的人民所

不信任的政府必须退出对政府的实际控 制 。 ”[30](p80- 81) 这 表

明 , 信用对人与政府的和谐共处极其重要 , 其价值主要表

现 在 两 个 方 面 : 其 一 , 基 于“ 社 会 契 约 论 ”和 人 民 主 权 的 思

想 , 公 权 力 来 源 于 私 权 利 的 让 渡 , 因 此 , 政 府 必 须 守 信 , 防

止权力 失 约 , 才 能 不 负 民 众 对 其 产 生 的 基 于 宪 政 的 信 任 ;

其二 , 在公权力的具体运行中坚持信赖保护原则也有助于

人与政府的和谐共处。 [31]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论 , 守信品格也有重要的意义。如

果我们把一部良好的环境法看作是一部“代际契约”的话 , 那

么守信品格无疑有益于法律的实施 , 从而有助于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处。当前 , 不少地区推行的环境信用等级制度无疑也

是积极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不错尝试。

三、结语

当前 , 党中央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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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们当前社会人与人、人与政府、人

与自然之间恰恰是不甚和谐的 , 这些不和谐主要表现在 : 社

会治安问题严重 ; 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成灾 ; 偷税、骗税、骗汇

和走私活动猖獗 ; 抽逃资金 , 拖欠账款 , 逃避银行账务 ; 以地

区差距和阶层差距为核心的贫富差距扩大 : 反腐倡廉任重道

远 ; 环境保护任务艰巨 , 等等。所有这些 , 归根结底无不是分

配不公、法治孱弱、信用缺失所致。而要解决这些问题 , 我们

就要弘扬契约精神 , 用契约精神蕴涵的平等自由理念和法

律、信用机制重塑人与人、人与政府、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其中 , 平等自由是和谐社会的理念基础和精神向导 , 法治是

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和根本保障 , 信用是和谐社会的道德基

础和基本机制。契约精神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和谐社会的美好

画卷 : 在这里 , 蕴涵平等自由等价值的良法使得人际之间、官

民之间、代际之间“相生相长”、“共存共荣”, 法律的信誉基础

又使得良法得以实施 , 从而形成人与人之间“人际和谐”, 人

与政府之间“家国同构”, 人与自然之间“天人和一”的和谐局

面。

注释:

①严格说来 ,“平等”和“公正”是有区别的(参见洋龙

《平等与公平、正义、公正之比较》,《文史哲》 2004 年第 4

期), 但我们认为其共同点远远大于其区别 , 一个不公正的

社会多是机会不平等的社会。

②学者的研究表明 , 梅因所说的那种从身份到契约的

运动在中国显示出一个从伦理身份到计划身份再到契约

的变异形态。参见唐志容、苏治《“从身份到契约”新读》, 载

《研究生法学》2002 年第 2 期。

③罗尔斯认为 ,“正义的储存原则可以被视为是代际

之间的一种相互理解 , 以便各自承担实现和维持正义社会

说需负担的公平的一份。”前引 30, 罗尔斯书 , 第 2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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