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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社会矛盾频发，社会问题增多，采用传统的方法难以管好。这是社会
建设和社会管理中面临的一个难题—— 
 

社会建设的“四个抓手” 
 

 李强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 
 

  学者·语萃 
  网络上某一个涉及“不公平”、“不正义”的话题，往往引来网民的群起而攻之，这种现象在

一个心态平和的社会中是很少发生的，而我们这里却时有发生，甚至动辄就“人肉搜索”。我将

这种现象称作“社会结构紧张”。 
  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人民安居乐业，也是我国当前具有重大理

论和现实意义的事情。今天，社会管理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推进社

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呢？ 
  为什么要高度关注社会建设、社会管理？ 
  当前，社会矛盾频发、社会问题增多，群体性事件多、上访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

蓝皮书》显示，每年发生的群体事件，多达数万起。这些群体事件往往是突发性的。有些事件起

因很特殊，人们没有想到会引发大事件，结果出乎意料。这种不满情绪的群体、愤愤不平的群体，

有必要引起重视。比如，网络上某一个涉及“不公平”、“不正义”的话题，往往引来网民的群起

而攻之，这种现象在一个心态平和的社会中是很少发生的。而我们这里却时有发生，甚至动辄就

“人肉搜索”。从一定程度上说，我们处在社会矛盾紧张期，我在研究中将这种现象称作“社会

结构紧张”。 
  为什么会这样呢？社会学常常从社会变迁上解释，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带来巨大的社会变迁。 
  首先，社会阶层结构巨大变化，群体之间、阶层之间的地位关系发生变化。过去地位高的现

在低了，过去地位低的现在高了，有的人富有了，有的人贫穷了。 
  其次，社区结构巨变。有的住在豪华小区、别墅小区，也有的则住在“脏、乱、差”的城乡

结合部；有的单位因资源充沛而繁荣发展，有的则因为单位解体或单位失去了经济支持而破烂不

堪。 
  再次，就业体制也变了。过去成绩好的去好单位，成绩不好的去差一些的单位，现在找工作

与学习成绩没有关系了。还有，住房体制变了，人们或者成为“房产主”，或者成为买不起房的

“愤青”。人口居住变迁，全国数亿人成为流动大军，而且是年复一年的循环流动，如此大规模

就业的流动现象，世界罕见。 
  此外，舆论形成也变了。过去舆论靠报纸、电视、广播等传媒导向而形成，现在是网络社会，

数以亿计的网民可以直接形成舆论。所有这些变化出现之后，采用传统的方法管不了了，或者不

容易控制了。这就对各级管理者提出了怎样管理的难题。 
  当前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究竟怎样进行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我认为，有四个方面很重要，可以称之为“四个抓手”。 
  第一个抓手：社区建设。社区建设既包括城市社区，也包括农村社区，两种社区的性质很不

一样，农村社区，农民有土地经营权、有宅基地，与经济利益直接相关，建设难度更大一些。农

村社区建设与乡村基层政权建设联系在一起，目前，多数比较涣散，难度很大。城市社区现在也

是多元主体，这里有业主房主、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居委会、基层党组织、开发商。以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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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管社区，责权利比较一致，社区矛盾要小得多。今天，利益多元化，矛盾常常很复杂。 
  社区具有很大的自治性，好的社区管理一定是比较好地解决了自治问题的社区。目前，全国

有不少城乡社区、和谐社区成功的案例。如果社区稳定了，社会也就稳定了。很多群体事件都是

起源于社区，所以，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往往是在社区中形成的。老百姓对于社区生活有很大期盼，

改善民生与百姓联系最直接的也是改善社区生活。我国人口老龄化越来越突出，未来中国老人也

会是居家养老为主，所以，提供多方面服务的社区建设越来越重要。 
  第二个抓手：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组织、各种社团、各种协会和学会、生产者组织、生产者

协会等，是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最重要的内容。正像我们经济改革中，政府将更多的任务交由企

业去做，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经济活力一样，今天的社会管理、社会建设也应该更多地交由社会组

织去完成。 
  目前，在社会管理上，各级政府承担任务过重，政府责任太大，实际上，政府也管不过来。

比如，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面对上亿的农户作为食品的生产者，仅靠政府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累死也管不过来。其实，真正有效的管理机制是依靠“生产者协会”自管，若生产者自己监

督，任何一个农户种菜、种姜施了“神农丹”，别的农户肯定要揭发，因为“毒姜”事件会毁掉

这个村庄生产者协会的信誉；任何一家奶农如果添加了“三聚氰胺”，同样会毁掉奶农的整体利

益，所以生产者一定会互相监督。当然，怎样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建设的相互信任关系，是今天

面临的很大难题。 
  第三个抓手：单位、组织的社会责任建设。最近，比较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其实，不仅企

业，全社会的任何一个单位都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单位应当承担员工的责任、雇员的责任、所在

社区的责任、环境的责任等，企业也不仅仅是捐款、慈善的责任。比如，日本企业在雇用员工时，

还要承担员工妻子（如果没有工作）的社会保障金。所以，表面看来企业仅仅是管经济的，其实

不然，企业雇用了众多的，甚至成千上万的职工，要对职工负责。所以，企业也应该成为社会管

理的主体之一，如果所有企业都承担起了应负担的社会责任，社会的和谐就要容易得多。 
  第四个抓手：老百姓个人的社会责任教育，诚信教育。每一个老百姓都有监督违法行为的社

会责任，如果每一个老百姓都承担起社会责任，法治社会就更容易实现。反之，如果将所有的社

会事务都推给政府，政府一定是不胜其负的，这样的社会是很难和谐的。 
  主题链接 
  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热点 
  关于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发展社会事业，改善民生；二是发展社会组织，

建设社会；三是加强社区建设，促进社会融合；四是优化社会结构，畅通社会流动渠道；五是加

强思想道德建设，完善社会规范体系。 
  关于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关系。社会建设是社会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应把社会管理纳入社

会建设之中，以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 
  关于社会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社会稳定是相对社会不稳定而言的，在我国政治生活中，

社会不稳定有两个最重要的参照物：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另一个是各种社会冲突事件。社会

建设与社会管理就是要避免社会不稳定的发生。 
  关于社会建设的价值取向。主要是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其中，坚

持以人为本是首要原则，维护公平正义是根本保障，促进社会和谐是根本目标。 
  关于社会结构建设。社会结构问题是导致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推进社会建设，

要求建立合理、均衡的社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建设,是现阶段优化社会结
构的重点和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