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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发展新阶段的
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

编者按: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社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一

些新兴经济体率先走出危机，拉动国际经济开始复苏，而西亚、北非众

多国家如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发生持续政治动荡，甚至导致国家权力易

位。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中国，在成功地抵御和渡过国际金融危机之

后，进入一个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总体特征表现为经济持续

快速增长、政治格局总体稳定、社会问题多发凸显。这种新的阶段性特

征有巨大社会变迁的深刻社会背景，也促使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成为

我国发展的新的核心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巨大社会变化，其涉及的人口规模之大、

地域范围之广、变迁速度之快，以及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和文明兴衰的

影响之深远，都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罕见的。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

看，我国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面临着一些重大变化的挑战。一是阶级

阶层结构变化的挑战。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

简单阶级阶层结构，已经转化成由许多不同利益诉求群体组成的复杂

多样的阶级阶层结构; 干群关系、劳动关系、贫富关系成为新形势下要

解决好的基本利益关系。二是城乡结构变化的挑战。继工业化之后，

城市化目前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动力，两亿多世世代代的农民离开土地

和村庄，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流动人口; 如何使转变了职业的农民能够

在社会体制上融入新的城市生活，成为处理好城乡关系和城乡统筹发

展的关键问题。三是收入分配结构变化的挑战。改革开放 30 多年，我

国从一个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很高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在国际比较中收

入差距很大的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一些分配不公，以及与此相联系

的腐败问题，成为引发很多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 如何调整收入分配结

构、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需要解决的

深层问题。四是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变化的挑战。我国人口结构的深

刻变化，加速了家庭小型化和老龄化过程，很多过去由家庭和代际帮助

可以解决的问题，如养老、单亲抚养、心理障碍、残疾、代际冲突等，都逐

步成为新的社会问题。五是社会组织方式深刻变化的挑战。在政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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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的“社会人”之间，原有的“单位”管理网络在弱化，而新的“社区”
管理网络还没有完全建立，自上而下社会事务的任务落实和自下而上

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受到阻碍，一些社会问题的积累和长期得不到解决，

导致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增多。六是社会规范和价值理念变化的挑战。
市场转型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显著地改善了民生，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也

获得了正当性和合理性，但约束、监督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规范却没有

建立完善，价值理念、职业道德和诚信体系建设远远滞后于社会健康发

展的需要。
面对这些挑战，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成为我国发展新阶段的一个

核心议题和突出任务。这个核心议题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其深刻

含义: 一是从发展的中心任务上去理解。发展的竞争，说到底是生活水

平的竞争。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就是要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进一

步解决好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公共交通等民生

问题，而这些问题多数属于不同于一般商品供给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

务问题，这是更高层次的发展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依然是硬道

理。二是从体制、机制上去理解。除了政府的调控机制和市场的竞争

机制，实际上还存在社会的治理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社会建设、
创新社会管理，也是一场社会改革，要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体制改革，建

立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体制、机制，形成政府

有效调控、市场合理竞争、社会有序治理的局面。三是从利益格局上来

理解。构建和谐社会也好，实现包容性增长也好，关键是要创造一个既

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会，这个社会要靠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

互助、共同富裕等一些基本价值和制度来维系，涉及到一整套的顶层制

度设计和利益大格局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

管理这个核心议题，远远超出社会安全综合治理的内容。
本刊此期设立“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专栏，发表三篇在社会学界

其观点有代表性的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对社会建设和社

会管理这个核心议题的认识，希望有助于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化这一核

心议题的讨论和探索。

( 李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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