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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有两个重大理论贡献，一个是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另一个是提出社会建设这个概念和理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有三个大的理论，第一个是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第二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三个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和 

谐社会符合中国的传统，跟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社会是一样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就关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做了决定，谈到了今后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国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不能动摇，但同时要把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 

会的建设放在特殊重要的地位。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把社会建设修改到党章里面去，使我们 

原来的总体布局，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又加入了社会建设。 

和谐社会跟现代化一样是一个宏大的战略目标。社会建设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手段，和谐 

社会要通过社会建设 ，当然也需要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等方面，现在又提了生态建设的问题。 

社会建设的主体可以是政府，可以是社会组织，比如说企业、团体、民间组织等等，第三个 

是公民，是群众。社会建设的原则即公平公正，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和谐的进步。社会 

建设的目的是社会安全运行。社会建设的动员机制是建立各个阶层的利益协调机制，充分动 

员民众建设社会，重建社会管理体制。十六届四中全会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都被称作社会 

发展，具体研究一下，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还是有区别的：社会发展是指社会由简单到复杂、由 

初级到高级的一个有规律的变化过程，它本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社会建设则是社会的某 

一 个阶段有目的、有计划进行的社会变化，是有主观意识的行为。社会发展是各种主客观因素 

相互作用的。马克思说的社会发展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而社会建设是有 目的的社会行为。 

社会发展本身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控制的，而社会建设是比较具体的，可以控制的，因而也 

可以量度、可以调控。 

关于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有的人把它理解为社会事业的建设，就是科、教、文、卫、体的建 

设。在国外有很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这叫公共产品的提供。显然，如果把社会建设单单理 

解成是社会事业的建设就不够了。社会事业的建设是社会建设的一部分。从大的方面来划 

分，社会建设可以划分实体的建设跟制度的建设。社会实体的建设，如社区建设、发展社会组 

织、办学校、办医院等等都是实体的建设，社会环境的建设。至于社会制度的建设，比如社会结 

构的调整、社会流动机制的建设、社会利益关系的建设，这是看不到的，但是它很重要，当然还 

有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社会安全体制的建设等等。从我们国家来看，社会建设可以包括三个 

方面：一个是社会事业的建设，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一个大的建设，第二个就是社会管理，第三个 

本文根据作者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学术报告录音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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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构建。 

社会事业是科、教、文、卫、体、社会保障、社会实力环境等，党的十七大把它概括为民生事 

业，这是我们重点要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把民生作为重要的社会建设放到特殊重 

要的位置上。这些年民众呼声很高，现在“两会”期间，许多代表、委员都提出“四大难”问题， 

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住房难，特别是上海、北京没有买到房子的人是一个大问题。这些问 

题怎么解决好是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而且是整个社会安定的问题。这是社会事业。 

第二个就是社会管理。社会管理也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建立相应的社会组织，社区、社 

会工作、社会治安，这是我们政府要管的事，搞社会规划、社会评价等等。这些年我们医院、学 

校、政府大楼造得富丽堂皇，硬件可以，但是我们的管理有问题，我们的学校管理，我们的医院 

管理，我们的社会管理，这是个大问题。 

社会组织总体来看包括三部分，企业组织、国家组织和民间组织。民间组织在中国现在发 

展得很不理想。咱们原来是卡经济，办一个公司办一个企业很难，后来通过经济改革解决了。 

现在有很多的卡口卡社会组织。按说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以后，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应该承担 

起原来政府无暇顾及的那部分职能。但是咱们一边管不了，一边又不放心，所以建一个社会组 

织、民间组织很难。有人要搞一个基金会，办一个什么民间组织，很难。现在人家搞一个组织 

咱们就很紧张。全国现在为止只有3O多万个民间组织，万分之几的事，国外是三百人左右就 

有一个组织。总体来说市场经济以后，政府不要管那么多事了，它应该把这些事让给民间组 

织，社会组织本身是一个综合社会、综合帮政府搞好管理的机构。 

社会结构调整与构建的核心任务是要构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社会建设要解决这个 

问题。我们现在地方干部也好，学者也好，对经济结构已经很明白了。我们比如说到县里去、 

到区里去，县长县委书记给你介绍说我的GDP是多少，一产多少，二产多少，三产多少，张口就 

来，但是你问他社会结构就不行了。社会结构跟经济结构一样，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最基本 

的两个结构。这两个结构是相辅相成的。经过改革开放 30年建设，通过经济的发展，我们把 

经济结构改变过来了，但是社会结构还没有改过来。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中占有 
一 定资源或者是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社会成员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现在我们的 

社会结构，它跟经济结构原则是互相支撑的。经过多年的建设 ，我们的经济结构已经达到了工 

业化的总体目标，但是我们的社会结构还是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工业化国家的总体社会结构 

应该有好几项，比如城市化应该是 60％以上，在就业结构里面农业劳动力应该占到 16％以下， 

阶层结构里面，中产阶层应该是在 40％左右。但是我们一直到 2008年，城市化是在45．7％， 

农业劳动力占到39．7％，中产阶层是 23％。这个数据只相当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数据。我们 

国家现在麻烦就是这样的，你的经济结构已经往前了，经济已经搞得很不错了，国外都很羡慕， 

但是社会结构还在工业化的初期。两个基本结构一个是木结构的，一个是砖结构，这个就麻烦 

了。理论上分析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人家不好理解的就是说你原来不是穷吗，现 

在好了，你怎么还有这么多的问题?原因就在于这两个结构不协调、不切合。所以要解决这些 

问题，必须要调整社会结构，使这个社会结构能够跟现在的经济结构相吻合。这就要通过我们 

的社会建设，这是我们社会建设工作者的任务。 

和谐社会的目标大家清楚，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要更加和谐，公民安居乐业，现在乐业了 

不安居，社会安定不行。社会治安情况怎么样看一个地方窗户封的铁窗就知道了。一层楼那 

是防君子的，这个没事；二三层有铁窗户，坏了，你要小心了；四层五层楼有铁窗户相当严重了。 

现在南方有些市里面到 18、19层还有，有的连阳台都封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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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社会学的队伍实在太小，国外我去调查过，经济跟社会两大学科，社会学有 100 

人的话，经济学就是 150、160这样的比例。中国因为一是这几年搞经济建设为中心扩大了，另 

外呢，社会学受到建国以后的打击，1952年把这个学科给取消了。原来中国的社会学还可以， 

学苏联把它取消了。我 1957年进北大的时候没有社会学这一专业。苏联 1956年恢复了社会 

学。北京被取消的社会学家们在 1957年大提意见，当然还有别的原因，结果把他们遣散了。 

他们也开了一个会集合起来，上书要求恢复社会学。1957年一网打尽，社会学家基本上都是 

右派，从费孝通先生到费先生的老师吴文藻等。所以不光是社会学取消了，而且是把这批人都 

打在地下了，1979年才得以恢复。现在社会学发展得很快，全国大概有 200个社会工作系，有 

8O多个社会学系，但是硕士点很少，博士点更少，所以它培养的师资更高端一点的人才就有问 

题。社会学的博士点 16个，上海 3个，北京 4个，武汉3个，这三个地方就占了 lO个，西南、西 

北这两个大区，一个博士点都没有。社会学界的学风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把 

美国来的、欧洲来的、香港来的那一套作为经典，现实问题研究的少，包括社会建设研究等等。 

我觉得社会学到了应该为国家、为社会建设、为和谐社会构建起作用的时候了。中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社会学，社会学要在参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间成长和发展 

起来。 

要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必须有组织上的保证。凡是要实现重大的战 

略任务，理论再好，写得再完美，文件再精彩，但是没有人去落实，没有组织去落实它都不行。 

举个修地方志的例子。全国2000多个县志目前已全部修完，现在第二次又在搞了，这是历史 

上从来没有过的。你甭管再穷的县，都有一个县志办，都有几个人在那里搞。而且几次机构改 

革都没有改动它，不管怎么样也是一个局级单位。县委书记县长都很重视这个事，再穷的地方 

出版经费也都有保障，因为它可以出书立传。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两个农业文件。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农业，先搞农村改革，先搞农 

村建设，先建立中国农业委员会，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农委主任。现在有人说农村率先改革什么 

的，其实哪是农业率先改革啊，早改革肯定是大儿子那里，是工业，国有企业，问题是改不动，改 

了多少年还是改不动。农业是计划经济里面的薄弱环节，它在计委里面是根本领不上户头的。 

你们去翻 1978、1979年的文件、报纸看看，改革率先突破农村，因为它是计划经济的薄弱环节， 

跟革命一样的。有的国企地方大厂，行政级别比当地的行政领导都大，他们怎么改得动?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真是不得了，城乡差距在缩小，农村那几年好得很。后 

来把农村政策研究所砍了，农村要搞城镇化，几千万、上亿人的行动，没有人去制定政策，没有 

党委来牵头，没有这个组织，其他地方也不管，你说怎么弄。 

关于计划生育，上世纪 80年代国外骂我们的声音不得了，另外中国的多子多孙、多子多福 

传统概念，我们中国从孔夫子、孟子那里都是这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孩子不行。我们 

先搞了计划生育，特别是到了80年代初更是下决心搞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如果不采取这种 

断然措施，现在人口不得了，到底是多少人我说不清楚，但是肯定是超过13亿了。中国太大 

了，各种情况复杂，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花了好几十亿，几百万人去调查，最后合成的时候跟 

头一年的人口还是对不上茬。如果我们不搞计划生育，今天l6亿人你再有本事也不行了。如 

果早听马老先生的话，那么咱们可能现在是10亿人左右。经济政策弄错了，三年两年可以把 

它弄回来，冷了可以热一点，热了可以冷一点，社会学一错就是几十年，所以，我觉得社会政策 

研究者身上的担子是很重的。 

社会建设一定要有投入。前几年经济搞得好是牺牲了农业，牺牲了农村，牺牲了社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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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牺牲了环境。教育改革搞教育产业化，卫生改革搞医疗产业化，这个国外都叫公共产品，应 

该是政府干的事。国外的建飞机场、造大飞机、建汽车厂那都是老板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c 

咱们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是干这个了。卫生部副部长有个讲话，说群众医疗费用负担 

的比例比改革前高，那你的财政干吗去了?教育也是，教育经费 4％是已经立了法的，到现在 

还是实现不了。国外叫多建学校少建监狱。学校不是要提高素质嘛，你教育好了，犯罪率就低 

了，所以监狱就少了。你现在学校建少了，那你的的监狱就大了。搞社会建设一定要进行改 

革。我们现在的社会体制或者叫社会事业体制，或者叫社会管理体制，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年计 

划经济体制时期留下来的，包括我们社科院，包括大学。这两个地方我工作了几十年，不能说 
一 点没有改，但是基本格局没有动。改革的任务还很重，潜力也很大。我们现在很多问题与原 

来计划经济时期提出的东西有关，因为它牵涉到利益。比如现在要搞城市化，城市化里面就有 
一 个户口改革，户口改革已经讨论多少年了。发展乡镇企业，来了一个离土不离乡，国外听了 

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又加了一个叫农民工。农民工是什么意思?农民是个职业，工人 

也是个职业，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我说农民是身份，工人是职业，戴了这么一个帽子，几十 

年都不变。现在有些人觉得，户口制度改不改跟我没关系。我说你应该问问农民，这个紧箍咒 

啊，就是孙悟空头上这个紧箍咒愣是不肯改。2007年公安部找我们去帮他们修改这个文件， 

我原来以为是公安部反对改革，事实上他们也想改啊。后来他们跟我说，在国外户口是民政系 

统管的，公安部肯定不是管这个的。他可以有户口的指标，但他不是搞户籍管理的，国外有些 

护照根本不是在公安部门拿。我说户口制度改革真要通过了，九亿农民都要感谢你，这远比公 

安部门年年搞“三个严打”效果都好。农民工已经三十年了，现在是第二代农民工了，九零后 

的都来了，都是咱们 自己教出来的孩子，而且这些农民工跟他们的父辈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 

现在还用老办法对待他肯定会出事。我为什么说社会学这么重要，跟这个有关。我们社会建 

设改革的任务很大，有的很不容易改，但是不改的话有很多东西过不去。 

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是很乐观的。经济 7％一8％的增长保持到 2020年不会有问 

题。有的同志说我们这个资源缺那个资源缺，你知道世界上最缺的资源是什么吗，就是市场。 

现在讲日本、德国啊，他不是生产上不上去，而是没有市场。中国有这么一个大市场，是有潜力 

的市场，所以中国再搞十年二十年的8％不会有问题。只要保持这个 8％，经济再翻番是没有 

问题的。未来二十年到三十年是中国城镇化的大浪潮。农民变成市民这是拦不住的，因为农 

业不需要这么多人，同样的这些粮食能够保持得住。：2010年,Afl'J的总人口是 13．3亿，如果城 

镇化可以搞到47％，城市化的总人口6．3亿；2020年人口到 14亿两千到三千万，城市化搞到 

56％，那么城市人口到 8亿 ；2030年总人口达到 15亿，城市化率达到65％，那么城镇人口总体 

上能达到 l0亿。农业社会的主体是农民，工业社会结构的主体是工人。现在看来农业也不需 

要这么多人，工业也不需要这么多人，所以将来第三产业服务业或者是白领或者是中产阶层会 

越来越多，这是世界的格局。Et本、欧美都是中产阶层在 60％以上，有的到 70％。在中国，我 

们估计2010年末达到24％到25％，现在已经23％、24％了，那么中产阶层的人口1．9亿，中产 

的人口包括家庭一共是3．3亿。2020年中产阶层达到35％以上，总人VI中产人口有5个亿。 

到2030年中产阶层达到45％，它的总人 口中产人lZl是6．8到7亿。中国不能说我们经济搞好 

了什么都好了，不是的，还要进行社会体制的改革、社会建设，未来三十年经济建设还要继续， 

但是要以社会建设为重点，把社会结构建设起来，经济结构跟社会结构相吻合，有一个现代橄 

榄性的社会结构建起来了，这个社会就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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