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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 辛鸣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下大力气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在全社会也日渐形成

浓厚氛围。这种态势很好，有了认识就有了自觉，有了自觉

就会转化为行动。这表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有

了一个很好的起点。 但同时也需要进一步看到，要真正完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单单有认识是不

够的，还需要有保障认识付诸行动的制度安排。邓小平同志

曾经讲过，“还是制度靠得住”。我们要通过既科学规范又

切实可行的体制创新与制度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提供制度保障。 完善制度保障，最为重要的就是除旧布新，

消除阻碍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旧的制度体制，建立与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相适应的新的制度体制。和谐社会的体制

创新与制度建设，必须建立在对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基本特征的全面把握和科学应对上。 在经济建

设方面，要有针对性地消除导致产业结构低度化和经济增长

方式粗放的体制性根源，形成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

度保障。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在政治建设方面，紧紧围

绕民主法治和充满活力等和谐社会基本特征的要求，积极稳

妥地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健全社会



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通过完善深入了解民情

、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

，推进政务公开，发展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选

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

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

和谐的政治局面。 文化建设方面，既要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

理想信念，确立起良好的道德规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又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在制度建设方面，要区别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特点，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

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以创新体制

、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为重点，发展经营性文化

产业。从而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 我们目前的

社会建设与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相对照，

还有不小的差距。经济社会转型导致的波动，利益群体分化

引发的冲突，使得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面临着极大挑战。我

们要适应新情况、新变化、新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利益协

调和社会纠纷调处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

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促进社会成员和组织的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建立健全维护公共安全的有效机制，保障广大人

民群众安居乐业；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

民意反映渠道；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救援、社会动

员机制，提高处置突发性事件能力。 此外，完善制度保障，

还要注意各项制度体制之间的配套与协调。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经济体制的单兵突进



实现了经济发展一定程度的突破，但若持续深入，则有待于

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的协同跟进。我们目前遇到

的很多问题，都与制度的不配套、不衔接、不协调有关。 最

后，完善制度保障，要选准突破口，抓住关节点，在人民群

众最关注的问题上取得新进展。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构建

和谐社会，一定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在实现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

医疗、环保和安全这些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

上下功夫。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矛盾比较突出，以广大

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如果不能实

现对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就谈不上社会和谐和进步。通过政

策导向和制度安排，遏制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使相对低收

入以及一般收入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准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准

保持着一种大体同步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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