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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和谐社会是每一个时代人们的理想追求。然而，

不同的时代，和谐社会的设想具有不同的性质，即使

同一个时代，人们对于和谐社会也有不同的理解。从

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角度看，历史上的

种种和谐社会构想，可以从其性质方面大致区分为

三种：人依赖人的和谐社会；人依赖物的和谐社会；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

人依赖人的和谐社会，指的是以农业经济为基

础的人们的社会理想。这种和谐理想具有两个主要

特征：一是等级性。儒家和谐社会思想明确地表达了

这一点。孔子主张“和”、“中庸”，其具体的历史内容

和尺度乃是“礼”的各种规范性要求，“礼”的基本内

涵是主张男女有别，尊卑有序。儒学后来作为占统治

地位的意识形态，强化了等级特征，把人分为三六九

等，强调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政治上强调集权，与此

相应的社会主流道德观念就是忠诚和服从。柏拉图

在《理想国》中构想的和谐社会，也表现了类似等级

的特征。柏拉图指出：“国家的正义在于构成国家的

三个阶层的人各司其职。”［1］（P421）二是封闭性。其典

型的现实表现是家族的、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

和彼此的相对孤立隔绝，歧视商业贸易和交往，贬

低技艺，崇尚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

人依赖物的和谐社会，指的是资本原则占据

统治地位的社会理想。它的最大特征在于，以财产

私有为前提，通过市场经济方式实现社会的繁荣

发展。它强调秩序、理性、市场的良性运行，认为其

实现动力在于“经济人”的出于利己心的理性最大

化行为。亚当·斯密深信，由于“看不见的手”的调

节，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必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和

谐与繁荣。他说：“他（指经济人———引者注）所考

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

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

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2］（P25）“他追求自己的

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

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2］（P27）然而，随着自由主

义市场原理局限性的暴露，越来越多的人质疑斯

密的和谐之梦。而且，人们逐渐认识到，资本原则

意味着人的价值必须通过物的中介方式表达、衡

量和实现，结果导致人性的存在降低到物的水平。

人和物的颠倒，使得自由、平等、民主等和谐社会

理念流于空洞和抽象的形式，使得秩序和规范只

是人对于自己的异化生存的无批判的接受和认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属性

张有奎

摘 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属性关涉现代化实现途径和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之间的

关系问题。当代中国力图构建具有和谐社会的三个本质性特征: 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人的自由

个性的发展、个体和社会的关系的和谐。这些特征是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属性相吻合

的, 反映了现代化实现途径和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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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样的和谐社会，并没有消除资本和劳动的根

本对立，只是用接受这种矛盾的方式驯服和控制

了人的批判意识。换句话说，这种和谐社会只是以

资本自我实现为标准的和谐。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指的是共

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其

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

件”。［3］（P294）共产主义的最大特征在于，资本性质的

私有财产消失了，人的尊严和自由权利得到真正

的保障和维护，每个人的潜力和个性得到最大可

能的发展。它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采取了各尽

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真正实现了社会财富的共

同占有，而根本不是狭隘的平均主义的实现。平均

主义并没有真正摆脱私有财产的束缚，而只是私

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区分三种不同性质的和谐社会理想，对于我们

准确定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避免不应有的混淆，深

化和谐社会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二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前面三种和谐社会理

念中的任何一种的简单复制或者移植，而是当代

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

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

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提出的新的社会理念。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构建条件具有两个

基本特征：一是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过程。改革开放

二十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生产力明显提

高，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

性跨越，民主意识加强，文化生活活跃，同时，伴随

着现代化的过程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收入分配

差距过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市场运营不规范，法

治建设有待加强，社会福利和保障机制尚未健全，

生态失衡等。解决这些问题，要求我们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进一步走向现代化。二是共同富裕的内在

要求。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跨越了资本

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根据邓小平的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

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

到共同富裕”。［4］（P373）也就是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

义的内在要求。这样，进一步现代化和走向共同富

裕就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两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经验上真正成为可能的

根本保证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这是由社

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根本对抗性决定的。

第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我国目

前实行的经济制度，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

济构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经济制

度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关于私有制的辩证分析

和个人所有制的理论。马克思对私有制采取了辩证

的立场和态度。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

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分离，并通过资本又把二者连

接起来。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关系，乃是资产阶级国民

经济学家秘而不宣的真理，蕴含着资本主义私有制

的全部秘密。对于马克思来讲，“消灭私有制”是共产

党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任务。但是，马克思虽然极

力批判私有制的罪恶，并没有否认资本来到世间的

积极意义。他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

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

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P277）中国建立市场

经济，承认私有制和资本的合法性，并不是否定社

会主义，而是在充分考虑国情和现阶段具体状况

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提出的切实可行的方案。而

且真正说来，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价值目标才

能够遏制私有制和资本的弊端。

第二，以人为本，强调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

资本主义状况造成的人和物的颠倒与对立，主要

表现在物充当了人的价值实现的中介和尺度，人

的东西不得不依靠物来表达，人被贬低为物的层

次，人的身份和内在的丰富性不见了，真正的自由

没有了，尊严成为可以买卖的东西，人的对象性的

本质活动仅仅成为人的生存的手段。马克思指出：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

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3］（P287）“在资产阶级社会

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

有独立性和个性。”［3］（P287）工人成为商品和机器的

附属品。换句话说，资本成为统治一切的现实力

量。诚然，这样的社会也可能会强调人的重要性，

科学发展观研究

9



2006.2高校理论战线

但那只是为了给资本带来更大利益，就根本性质

而言，人依然被看作和资金、设备、土地同等层次

的存在，只是更贵重一些而已。所谓的“人性化管

理”，只是要求按照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活动规

律”管理人，最终目的是资本的最大化，而不是人

的价值实现和个性自由，因而依然属于以物为本

的社会形态。人的不可替代的高贵价值只是宗教

性活动中的一种呼吁而已，并不能真正地实现。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人的价值和个性自

由，乃是要求真正恢复人的地位和尊严，颠倒人和

物的颠倒关系，纠正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思路。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追求人的价值和个性自由

并不执意反对物的合法性存在价值，只是要求给

它以恰当的位置罢了。

第三，消除个体和社会的对立，达到二者的真

正和谐。社会是个人的联合体，个人的本质在社会

关系当中得到发展和确认。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

下，人的社会本质成为抽象的、与人对立的控制和

支配人的力量，个人和社会处于根本的对立之中。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社会和谐只能是一种想象和

虚构，不可能成为现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

本之点就是 “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

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

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

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3］（P122）“联合起来

的个人”支配和控制的社会及其物质条件，不再压

迫人并和人对立，而是构成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

条件。也就是说，个人和社会达到了真正的和解。

总之，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

个体和社会矛盾的和解，体现了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

性质。只有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坚持了以上几点，才能

够真正克服目前社会中的不和谐现象，坚守共产主义

的坚定信念，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

三

追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属性，直接关

涉的是“构建怎样的和谐社会”和“怎样构建和谐

社会”。此一追问的意义在于：

其一，明确和谐社会的性质和方向。历史不同

时期的人们对于和谐社会的具体内容有不同理

解，不同的和谐社会具有自身独特的规范内容和

制度安排。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牵引，提升

了和谐社会的理论高度，有助于人们清醒地把握

现实的历史运动，尤其是当我们认识到当代资本

主义、霸权主义及恐怖主义的内在联系的时候，更

加能够深刻体会到这一点。

其二，凸现社会公平理念，走出效率至上的误

区。公平和效率的张力关系表现为二者互相对立

又互相联系，其联系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机会公

平和分配公平是效率的保证和前提。诚然，市场经

济要求注重效率，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不要公平。

追问和谐社会的制度属性，首要目的就是要求重

视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克服现代化过程中贫富

分化现象。邓小平早就主张通过税收的方式调节

贫富差距，并认为在“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

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4］（P374）。当然，公平不

是劫富济贫式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绝对平均

恰好体现了不公平，打击了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其

结果只能导致共同贫穷。

其三，促进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和能力的提

高。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是共

产主义，共产主义奠基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充分发

展。在中国，使得社会主义得到充分发展的关键在

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贯彻科学发展

观，整合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处理

好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实现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的整体协调均衡发展。这就要求明确党

的目标和方向，促进党的执政水平和能力不断提

高，保证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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