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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中国内外治理的新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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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设“和谐社会 ”与“和谐世界 ”是我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内政外交上提出的两大战略目标和任务 ,反映了中

国对自身社会问题与世界全球问题的全新治理思路和构想。建设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 ,建立和谐世界是构建和谐社会命题的延伸和升华 ,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国构建和谐

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论和实践将造福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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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 on ious Soc iety and Harm on iousW orld

———New Thoughts of Chinaπ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L I D an

(School of Public A ffa irs, X iam en U niversity, Fu jian X iam en 350001, China)

Abstract: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a harmonious world, as two great strategic goals and tasks p roposed by Chinese leaders, not

only reflecting a new concep tion of Chinaπs domestic affairs, but also manifesting a new thought on global governance.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tructing the harmonious world is the extension and subli2

mation of building the harmonious society. These two factors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restricted by each other and supp lementary with each

other. The theory and the p ractice of constructing the harmonious society and world will benefit the Chinese as well as the peop le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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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大以来 ,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

提出构建“和谐社会 ”和推动建立“和谐世界 ”的主

张和倡导 ,有人简称为“两个和谐 ”[ 1 ]
,有人归纳为

“双和模式 ”[ 2 ]。对内构建“和谐社会 ”,对外共建

“和谐世界”,形成了我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对内对外

治理的两大思路与构想。这两大构想的立足点是中

国社会转型和世界转型的客观现实 ,目标是中国的

和平发展与世界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对内建设

和谐社会是和谐世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中

国倡导构建和谐世界的基础和前提 ,对外建立和谐

世界是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命题的延伸和升

华 ,二者是统一的整体。

　　一、和谐社会体现了中国新的社会治理观

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之一 ,是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继前三代领导人回答和

解决“怎样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 ”、“什么是社会

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

建设党 ”等历史性课题后形成的新的思想理论体

系。在冷战结束十五年后 ,在新世纪全球化呈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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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的背景下 ,这一理论进一步回答了中国要“为

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怎样建设和谐社

会 ”这一重大时代问题。和谐社会的命题植根于现

实之中又越乎现实之上。全球化把各国的命运、利

益、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 ,普世观念和价值正在形

成 ,和谐社会正是在洞察这些变化的基础上提出的

社会主义新的目标价值。同时 ,该理论并非无视现

实中种种不和谐的现象 ,而是主张通过发展社会事

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

理、增强社会活力 ,走共同富裕道路 ,推动社会建设

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从而推

动社会从不和谐走向和谐。

和谐社会的提法最早来自于党的十六大报告 ,

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强调建

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体现在“六个更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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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次把“社会更加和谐 ”作为我们党要为之奋斗

的一个重要目标明确提了出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

会 ,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 ,强

调建设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

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2005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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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历史背景、重大意义、理论渊源、基本特征、重

要原则和主要任务等作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十六

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原则

和要求。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这是

改革开放以来 ,首次把社会建设列为中共中央全会

的主要议题。会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本质属性 ”、中共“不懈奋斗的目标 ”和“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十七大报

告进一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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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

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

社会结果。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

善人民生活 ,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

促进社会和谐。”从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目标 ,到把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

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 ,到把和谐社会建设作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 ”总体布局的基本任

务 ,再到把和谐社会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贯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 ,体

现了中国对国内社会治理过程和规律的认识深化 ,

“表明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治国理念和治理社会的

理念有了新的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和谐社会成为

中国新的主题。”[ 3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进一

步完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思路具有重大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把注意力放

在了政权的巩固和稳定上 ,虽然也提出了发展现代

化经济、民主政治及安定团结社会的各种措施和纲

领 ,但基本上属于政权统治的范畴 ; 20世纪 80年

代 ,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 ,我们的治理主题是经

济 ,经济发展问题是国家压倒一切的绝对中心问题。

在经济发展中效益问题又是重中之重 ,“效益优先、

兼顾公平 ”成为全国上下的一片共识。20世纪 90

年代初 ,中国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 ,改革进入治

理整顿时期。加上苏东剧变和天安门事件的双重影

响 ,我们的改革开放受到很大的外界阻力 ,西方国家

对华全面制裁 ,世界银行也把“改善治理 ”与提供贷

款相联系。这时中国开始思索如何营造良好的国内

国际政治氛围 ,于是政治治理开始提到议事日程 ; 20

世纪 90年代中后期 ,改革的负面效应不断叠加 ,社

会危机在积累 ,我们的城乡关系、社会发展、经济社

会存在着种种不和谐、不协调 ,贫富差距、城乡差距、

地区差距很大 ,人与自然关系失衡、资源环境与工业

化的矛盾突出 ,种种积聚起来的矛盾迫使我们转换

新的思路。怎样在坚持走自己的路的情况下兴利除

弊、有效地进行社会治理并减少经济发展的成本和

代价 ,成为中国进入新世纪后实现健康发展的重大

课题。在这种情况下 ,新一代领导人明确提出加强

和谐社会建设的新理念 ,既追求经济发展和政治目

标 ,也追求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进步 ,努力构建一个

有利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环

境。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 》指出 :“要适应我

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

注重激发社会活力 ,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十六届

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整合社

会管理资源 ,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健全社会管理格局

的具体战略部署。至此 ,构建和谐社会、完善社会治

理的思路已然清晰可见。

目前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 ,如

果我们正确把握航向 ,成功化解社会危机 ,就能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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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流险滩 ,平稳健康地过渡到一个“黄金发展期 ”;

如果处理不当 ,就有可能陷入矛盾漩涡 ,使改革发展

稳定的大局出现危机。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 ,是社

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的社会治理问题和社会全

面发展进步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就是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重构中国的治理思路 ,在把

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的基础上 ,为适应经济

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而进行新型的社

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思

路 ,抓住了新形势下中国治理的关键 ,对解决我国社

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协调

多元力量之间的关系、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概

念的提出 ,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来讲 ,还是对

国家经济治理目标和治理模式来讲 ,都是一种创新 ,

将对国家的未来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 4 ]

表 1　不同时期中国国内治理的重点

不同时期 中国国内治理的重点

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 政权巩固 (阶级斗争 )

改革开放后到八十年代 经济治理 (改革发展 )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后 政治治理 (稳住阵脚 )

新世纪之初 社会治理 (和谐社会 )

　　二、和谐世界体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和谐社会中的“社会 ”,主要是指国内社会。与

国内情况相比 ,国际环境要复杂得多 ,问题和矛盾也

要深刻得多。尽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流 ,但主

流之外暗流汹涌 ,波诡浪急。一则战争和冲突连绵

不断 ,一些国家和地区还处于战争、战乱、无序和失

控状态 ;二则全球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穷困饥饿与财

富奢侈共同增长 ;三则全球天灾人祸和各种危机频

繁发生 ,并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难以预防、控制和消

除。现实情况表明 ,国际社会更加迫切需要和谐。

面对纷繁复杂的全球社会 ,中国发出了热诚的呼吁 ,

“让我们携手合作 ,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

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 !”建设和谐世界 ,是中国在

全球化条件下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

这个世界问题的回答 ,反映了中国政府对于当今世

界局势的深刻洞察 ,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关于世

界发展的正确主张 ,全面体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思

路。

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是和平、发展、合作、包容

的世界。首先 ,和平是和谐世界的基本规定性。没

有和平 ,世界乌烟瘴气 ,和谐无从谈起。但和平却远

不止不发生战争 ,好的真的和平是持久和平 ,不是霸

权压制下无奈的屈服 ,不是恐怖均衡下不得已的言

和 ,也不是联合国制裁规制下的停战 ,而是各民族国

家之间达成的以民主为机制、公正为原则、和谐为目

标的自觉的和平。因此和谐世界追求的和平内在地

包含了民主、公正、和谐 ,是一种稳定、安宁、祥和的

状态和局面 ,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和平。其

次 ,发展是和谐世界的关键因素。和谐世界谋求的

发展 ,是一种均衡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可持续的发

展 ,是普遍发展、共同繁荣 ,不是富者大富、贫者小

富 ,更不是贫者愈贫。这样的发展是有道德规范的 ,

它要求在合作中发展 ,这样才有普遍的发展 ;它要求

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发展 ,这样才有持续的发展 ;它

要求在协调中发展 ,这样才有全面的发展。第三 ,合

作是建设和谐世界的保证。合作是构建和谐世界的

基本途径、方法和手段 ,是中国外交一面新的旗帜。

“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

家发展友好合作。”[ 5 ]我们将深化同发达国家的务

实合作 ,妥善处理分歧 ;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合

作 ,共同营造良好的地区环境 ;重视同广大发展中国

家的团结合作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

利益 ;积极参与多边合作 ,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合

作是新形势下实现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惟有合

作 ,我们才能超越彼此分歧 ;惟有合作 ,我们才能不

断扩大共同利益 ;惟有合作 ,我们才能有效应对各种

挑战 ,抵达共赢的彼岸。”[ 6 ]第四 ,和谐世界的真谛

还在于它的包容性 ,也即制度、文化、价值上的多样

性。承认多样性是首要的基础 ,它体现了一种客观

精神 ,认识到“你和我不同 ”,这是“各美其美 ”;但光

有这种承认的态度还是不够的 ,还要尊重多样性 ,尊

重是一种包容态度 ,认为“你的也不错 ”,这是“美人

之美 ”;促进多样性是把态度落实到行动上 ,共同促

成多元共存的局面 ———“你我来对话 ”,这是“美美

与共 ”;还有一个最高境界是大家共同分享五彩缤

纷的文化、共同受益协同共荣的世界 ,“大家共和

谐 ”,这是最终目标“天下大同 ”。构建和谐世界的

过程就是文化之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

共、天下大同 ”[ 7 ]的过程。

关于如何治理世界、解决全球问题的理论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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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很多 ,现实主义强调权力和利益的重要性 ,理想主

义注重规范和制度的作用 ,建构主义民主制度诉诸

文化和观念的力量 ;霸权稳定论强调西方“仁慈的

霸权 ”有助于维护世界稳定 ,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

共和能保证安全和平 ,文明冲突论倡导以普适文明

制止战乱冲突 ,新帝国论寄希望于新型“帝国 ”对付

各种挑战。这些理论在内核上非常接近 ,都是西方

大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而构建的全球治理理论 ,它单

方面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意愿 ,无视世界发展越

来越不平衡的现实 ,无意解决甚至还在制造新的冲

突与矛盾 ,建立在这些理论基础上的全球治理只能

离理想的世界越来越远。不同国家的人们高举反全

球化运动的大旗 ,提出建立“另一个世界 ”,选择“另

一种全球化 ”,就是对西方国家这种唯我独尊式的

全球治理观的否定和抗议。“建设一个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这是中国人对建设一个什么

样的国际社会的回答 ,它立足于解决当前世界一系

列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反映了国际社会和

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体现了全球治理的合作精髓 ,

代表了国际发展方向和时代进步趋势。“‘和谐世

界 ’论述可以看作是中国官方提出的‘全球治理 ’版

本 ,是理想的现实主义 ,具有深刻而重大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 8 ]构建和谐世界抓住了当前全球范围内

的基本矛盾和主要问题 ,找到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

题的核心理念 ,有利于获得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人

的认同与支持。

表 2　和谐世界的构建目标和层次

目标 构建层次和内容

和平

和平的外在表现 :不战
和平的内在机制 :民主
和平的原则保障 :公正
和平的最高境界 :和谐

发展

横向 :普遍发展
纵向 :可持续发展
静态 :均衡发展
动态 :合作发展

合作

深化同发达国家的务实合作
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合作

重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
参与多边合作 (充分利用国际机制 )

包容

承认多样性 :“各美其美”
尊重多样性 :“美人之美”
促进多样性 :“美美与共”
共享多样性 :“天下大同”

　　三、构建和谐社会与构建和谐世界的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是中国为适应国内

社会转型与国际社会重大变化的趋势 ,长远谋划中

国发展战略、倡导有效全球治理的新构想。这两大

战略内外呼应 ,相辅相成 ,浑然一体。

首先 ,构建和谐社会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基础前

提。从逻辑思路上看 ,中国只有成功解决国内和谐

才能为倡导和谐世界提供有说服力的回答。国内不

和谐就谈不上建设和谐世界 ,若想在国际社会有力

地倡导和谐世界 ,就要先实现中国自身的和谐发展。

国内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不仅显示了中国构建和谐

世界的愿望和诚意 ,更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建设和谐

世界的能力和决心 ;从构成上看 ,构建和谐社会是构

建和谐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一个和平、和谐、和

美的世界中生活 ,是人类普遍的愿望和要求。作为

一个拥有 13亿人口的大国 ,中国率先垂范 ,走和平

发展道路 ,并用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的和平 ,

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 ,这一伟大实践必然会在客观

上对世界形势及人类未来的发展走向产生重要影

响。因此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迈向和谐世界

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过程上看 ,构建和谐社

会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切实途径。构建和谐世界是总

体的大目标 , “建设和谐世界所需要的能力、智慧、

气度、胆识要比建设国内和谐社会大得多 ,因此建设

和谐社会是提高我们建立和谐世界能力的途

径。”[ 9 ]构建和谐世界是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新倡议 ,

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 ,构建和谐世界的实践应

该从中国自身做起。通过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 ,不

断积累经验 ,才能对外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中国建

设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必将为全球治理模式增添新

的内容 ,必然增强中国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能力。

其次 ,和谐世界是中国和谐社会的延伸和升华。

从客观要求看 ,和谐世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不可

少的外在环境。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是在国内创建一

个和平与发展的环境 ,国内小环境离不开国际和平

与发展的大环境。“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否和谐 ,能

否实现长治久安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是否

和谐。国家和地区和谐是国际社会和谐的基础 ,国

际社会的和谐反过来又能够促进一个国家和地区实

现和谐。如果把一国的和谐建立在国际社会的动荡

之上 ,这样的和谐是不可能持久的。”[ 10 ]营造和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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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是建构和谐社会对外部环境条件的基本诉求 ;从

主观愿望看 ,构建和谐世界是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美

好理想的扩展和分享。“和平、开放、合作、和谐、共

赢是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理念、我们的原则、我们的

追求。走和平发展道路 ,就是要把中国国内发展与

对外开放统一起来 ,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

系起来 ,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

利益结合起来。中国对内坚持和谐发展 ,对外坚持

和平发展 ,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整

体 ,都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

界。”[ 11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 ,中国的发展也是世界的

发展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 ”,不是只扫“自家门前

雪 ”,还要兼顾“他人瓦上霜 ”,我们希望与呼吁全世

界人民一起营造和谐、和睦的氛围 ,走向持久和平和

共同繁荣 ;从内在联系看 ,建设和谐世界是对和谐社

会思想的必然发展和深化。从“和谐社会 ”到“和谐

世界 ”,也就是从表达中国到表达世界 ,从关注中国

到关注世界。[ 12 ]欧盟驻华大使赛日 ·安博在接受采

访时说 :“‘和谐世界 ’构想是中国政府提出的‘和谐

社会 ’思想的延伸。[ 13 ]“构建和谐社会 ”是“中国走

和平发展道路 ”的“内功 ”,“建设和谐世界 ”则是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 ”的“外应 ”。“内和 ,必然期

盼外顺 ;内和 ,必然力求外和。对内致力构建和谐社

会 ,对外就要努力协和万邦 ,共建和谐世界。”[ 14 ]

再次 ,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思想是高度统一的

整体治理战略。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是人类社

会孜孜以求的共同理想 ,是全球社会向善趋美的内

在要求 ,是和平与发展的具体深化和进一步升华。

和谐是自然界的最高秩序 ,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

和谐社会思想不仅与中国人民千百年来所追求的

“大同 ”、“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思想相一致 ,体现了

我们祖先在两千多年前阐发的社会理想 ,而且也体

现了现代社会发展理念。如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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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

思想的精髓 ,又吸纳了新的时代精神 ,其中“民主法

治”、“平等 ”、“环境保护 ”等体现东西方某些共同的

价值目标。和谐世界思想不仅体现了我国的利益与

目标 ,而且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所倡导的宗旨也是

一致的。如和谐世界特征中的“持久和平 ”、“共同

繁荣 ”、“合作共赢 ”、“求同存异 ”与《联合国宪章 》

所倡导的信条 ,“我联合国人民团结起来追求更美

好的世界 ”、“力行容恕 ,彼此以善邻之道 ,和睦相

处”也是完全吻合的。“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

荣的和谐世界 ,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也是人

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15 ]因此 ,“两个和谐 ”思

想的提出 ,顺应了人类社会崇高的理想 ,是对人类共

同理想的弘扬。“和谐社会 ”与“和谐世界 ”思想体

现了中国内外政策的高度统一。在全球化背景下 ,

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 ,世界的发展也越来

越需要中国。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关系反映的正

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统

一关系。“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主张相辅相成。

和谐中国是和谐世界的重要‘细胞 ’和基础 ,和谐世

界是中国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 16 ]如果说和

谐社会体现了中国富民强国的治国理想的话 ,和谐

世界则体现着中国共济天下的治世理想。这两者相

互辉映、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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