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谐社会及其机制”

研讨会纪要

　　2004 年 11 月 24 日由中国社会学

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及“当代中国社会

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联合举办的“和

谐社会及其运行机制”学术研讨会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举行 ,

来自北京 、天津 、上海等地的专家学者

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

组成员约 2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中

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研究员主持 ,清

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做了主题发言。

孙立平的主要观点是:现在我国

面临的问题不是能否建立市场经济的

问题 , 而是能否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

济问题。这一问题是吴敬琏首先提出

的。好的市场经济? 不是市场本身 ,

而是一套与市场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机

制。没有这样的机制 , 是当前我国利

益格局失衡的重要原因。如何建立利

益均衡机制呢? 孙立平认为 , 首先必

须要处理好利益均衡机制与经济增长

的关系。利益均衡机制主要表现在两

个领域:一是再分配领域;一是市场领

域。他分别从这两个领域分析了我国

利益均衡机制的情况以及建构意见。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副教授指

出: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已显露出局限

性 , 现在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表现出

来 ,需要社会学去研究和解释。 进入

社会重建时代 , 社会学应该有更多的

作为。避免调节机制非意识形态化 ,

从技术层面寻找解决方法 , 需要有一

套技术手段让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出

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

培林研究员提出:对于和谐社会 , 中国

社会学做好准备了吗? 社会学是否需

要回归到古典社会学时代去寻找解释

我国当今面临的问题的理论? 古典社

会学中的 solidarity 相当于团结的意

思。古典社会学家所处的时代社会转

变也是很快的 , 与我国当前的情况有

许多相似之处。当然我国还存在更复

杂的情况 , 除了工业化 , 还有后工业

化 、全球化 、农村传统等 , 多种情况叠

加在一起 , 增加了我国现实的复杂性。

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王处

辉教授认为: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

利益均衡;不存在体制外群体。现在

首要的问题是要回答和谐社会是什

么? 和谐社会不是单方面的 , 而是综

合性的社会。我们社会学应该做些理

论探讨 , 做出全面回答。探讨当今妨

碍和谐社会的因素有哪些? 如何破

解? 不要套用西方概念 , 正像陆学艺

教授所说的 , 中国社会学要用自己的

话语来解释中国现实 , 从理论上创新。

陆学艺研究员最后作了总结发

言 , 他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面临的问

题是如何把经济发展上去。 时隔 20

年 ,今天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针

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 , 社会学的解

释力越来越强 , 学科的重要性也越来

越突显出来。建造和谐社会 , 更是今

天社会学工作者的职责所在。

谢寿光 、戴建中 、郭于华 、单光鼐 、

刘少杰等人也在会上作了简短发言。

(王春光　吕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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