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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 , “发展是硬道理”成为

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对于发展 , 在当

时的国情条件下突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

生产力的发展 , 而对于社会发展还缺乏深刻

的认识。经过近 30 年的努力 , 我国的经济发

展水平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 人民群众的生活

水 平 也 有 了 不 同 程 度 的 提 高 。 与 此 同 时 , 社

会问题也日益突出。为此 , 中共中央提出科

学发展观 , 把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

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作为发展

的重要指导思想。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目标 , 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理解得更为全面 , 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

明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

一体。但是 , 从理论上来看 , 对于社会发展更

系统和明确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 对于

历史上的包括我国与外国的经验还有待系统

地总结。本文试图在发展的整体框架内从社

会维度来讨论发展的含义 , 其中两个核心概

念是社会代价与社会进步。

一、对社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过程

1992 年 , 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

鉴于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训 , 邓小平特

别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 我们党形成了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但是, 对于发展, 邓

小平关心的并不只是生产力的水平 , 除了人们

熟知的“共同富裕”以外 , 他还关心在生产力发

展以后“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1983 年, 在

对当时工农业总产值已接近人均 800 美元的

苏州考察后 , 他总结道: 第一 , 人民的吃穿用问

题解决了 , 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第二 , 住房问题

解决了, 人均达到 20 平方米; 第三, 就业问题解

决了, 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 第四 , 人不

再外流, 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

改变; 第五, 中小学教育普及了 , 教育、文化、体

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安排了; 第六, 人

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 犯罪行为大大减少。①

由此可见 , 邓小平设想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 不仅包括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等民生问

题 , 还包括争取实现人民群众的充分就业 , 实

周建明

建立发展的社会维度
———对 发 展 中 的 社 会 代 价 与 社 会 进 步 的 探 讨

[摘 要]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 人们很容易重视发展的经济指标而忽视社会代价, 也很容易把

社会进步等同于经济发展。国内外实践经验的考察表明: 一方面, 如果缺乏对社会发展的自觉, 经济发展就可

能伴随着巨大的社会代价; 另一方面, 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要件, 但不是唯一条件。我国正在经历着市场化

改革和迅速的工业化过程, 只有确立“社会”这个维度, 才能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

程中处于自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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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建明 ,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 , 研究员。

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第 24、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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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农村与城市发展的平衡 , 发展教育、文化、体

育和各项公共福利事业———其中应该包括各

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以及人们精神面貌的

改变、社会秩序的改善和社会的稳定。这些内

容显然已超出生产力发展的内容 , 甚至“共同

富裕”也不能充分涵盖这些内容。这反映了在

生产力发展以后党和政府在社会建设和人的

精神面貌、社会进步等方面的目标。重温邓小

平的这些思想 , 对于理解为什么要把“社会”作

为发展的重要维度具有现实意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我国经历了以市场

经济为导向的改革。这既是一场经济大转型 ,

也是一场社会大转型。这一时期 , 各种社会问

题凸显 , 城市社区建设和农村建设都出现了新

的尖锐的问题 , 社会发展成为整个发展过程中

的薄弱环节。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提出 , 是中共中央对这些尖锐的社会问

题的回应 , 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认

识的深化。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宗旨 , 把

社会建设与经济、文化、政治建设并列 , 共同作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 , 是我们党对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一次飞跃。在落实科学

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 还

需要进一步深入认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

的关系, 自觉地把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作为衡

量发展的尺度。应该说, 在这方面, 许多认识问

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无论历史还是现实, 无论国

际还是国内, 都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

二、经济发展与社会代价

———对国外经验的考察

如何评价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

早期的工业化过程, 这一过程是否存在一场社

会灾难 , 这引起了 20 世纪世界范围的激烈争

论。回顾这场争论, 对今天如何看待以市场经济

为基础的工业化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 世纪关于英国工业化争论的焦点不在

于工人是否受到剥削 , 而在于社会是否付出了

巨大代价。这是因为 , 如果只是工人受到了剥

削而没有付出太大的社会代价 , 整个社会的生

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 , 就可以把这种剥削看作

“必要的恶”; 如果存在着巨大的社会代价甚至

灾难, 就不能只关注经济的发展和平均生活水

平的提高而放弃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批判。这

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对英国早期工业化过程

也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场重要争论 ,

它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国家后来的社会发展。

一些主张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学者否认英

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伴随着一场社会灾难。他们

希望从历史的、实证的角度否证英国的工业化

过程中工人阶级经历了一场社会灾难。他们认

为, 英国工业化过程中一般工人的生活水平并

没有降低。一般而言 , 他们的生活比以前明显

改善, 尤其是引进工厂制之前。如果用经济福

利的指标———真实工资和人口数———来衡量 ,

可以认为早期资本主义中的灾难并不存在。①

他们提出的问题是 : 如果当时经济确实在发

展 , 工人的收入又有所提高 , 怎么可能会有社

会灾难呢? “总之 , 他们提出 , 从许多方面来衡

量 , 1840 年产业工人的状况比 1790 年家庭工

人的状况更好。工业革命不是一个灾难性的、

激烈的阶级冲突或阶级压迫的时代 , 而是一个

不断改善的进步时代。”[1](p.213)

对于这样一种论调 ,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E·P·汤普森和匈牙利裔的人类学家卡尔·博兰

尼予以了坚决批评。他们的研究证明, 19 世纪

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工人阶级确实经

历了巨大的社会灾难。

博兰尼认为, 资本主义文明最大的问题不

是剥削 , 而是由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导致的市

场社会。市场经济自古就有 , 但是一直没有发

展成“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社会中 ,

原来不是商品的劳动力、土地、货币都变成了

商品 , 市场凌驾于社会之上 , 导致资本主义的

文明无法持续。

在分析市场社会的过程中 , 博兰尼发现 ,

工业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不是剥削 , 而是从社

会维度来看发生的灾难 , 即社会灾难。所谓社

会灾难的起因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人受到

剥削, 而是受害一方( 工人阶级) 在文化上被瓦

解。社会赖以生存的制度被破坏了 , 结果 , 在

① 参见[美]保罗·萨缪尔森: 《经济学》, 萧琛等译 ,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年版 , 第 9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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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中受保护的劳动者失去了自尊与品

格。①他借用印度被英国占领而其传统的社会

制度被破坏最终导致饥荒的事例 , 说明为什么

原有的社会关系与文化被瓦解会带来社会灾

难。“在英国的统治下 , 印度发生三四次大饥

荒 , 这并不是剥削或其他因素的结果 , 而是新

的劳动、土地之市场组织打破了旧有之村落社

群, 却未能实际上解决其问题的结果。在封建统

治下与村落社群中, 贵族义务、民族的团结以及

谷物市场的规律都有助于防止饥饿。‘剥削’一

词无法贴切描绘当时的情形, 印度的饥荒实际

上是在东印度公司之残酷垄断被取消, 而代之

以自由贸易以后才益发恶劣的。⋯⋯在自由交

易与等价交易之下, 印度人的死亡以百万计。就

经济而言, 印度可能是———就长期而言, 确实

是———得利者, 但就社会而言, 印度的社会却被

肢解了, 并且沦为悲惨与沉沦的牺牲品。”[2](p.267)

博兰尼从文化和社会的维度深刻地指出

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代价。他给我们的启示

是 : 除了剥削 , 衡量一种生产方式的合理性还

应该有社会的 ( 是否具有社会关系的保护) 和

文化的( 是否有利于维护和提高人的品格和道

德) 维度。一种生产方式即使在经济指标( 生产

力、各方的收入) 方面是进步的 , 但如果原有社

会关系和文化被瓦解而缺乏新的、保护人的社

会关系和文化的建立与建设 , 那么 , 从文化和

社会的维度来看 , 人的生存、安全与发展也会

出现严重的问题。这是一种社会代价 , 如果不

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种生产方式就无法持续。

汤普森生活在英国的资本主义已完成了

巨大转型的时代, 那时 , 英国已经建成“从摇篮

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受到社会的规范与制约后 ,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

的问题又重新浮现。汤普森面对的主流观点

有: 费边社把工人群众看成是自由放任政策的

被动的牺牲品。经济史学家把工人看成劳动

力 , 看成移民 , 看成一系列统计数字的原始资

料, ②甚至否认英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发生了社

会灾难。汤普森力图还原工业化早期的历史面

貌, 特别是要把生活在那个动荡时代的工人的

经历、理想和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 , 总之 , 工人

是如何成为一个阶级的过程记录下来 , 为整治

今天仍须整治的英国的社会弊病 , 也为其他国

家的工人运动提供经验。③

汤普森坚持 , 剥削的加重是英国工业化过

程中导致工人阶级经受灾难的原因之一。他认

为, 雇佣工人这种生产关系本身就带有剥削和

压迫的基本特征。“工业革命中典型的剥削关

系是非个人化的 , 也就是说 , 它不承认相互间

的长远义务 , 如家长式的或服从式的义务、‘行

业’利益的义务等等。不存在与自由市场理论

的作用相对立的‘公平’价格的余地 , 也不允许

有受到社会和道德观念支持的工资的默契。对

立被看作是这种生产关系中固有的特征 , 管理

和监督职能要求压制除了能够从劳动中攫取

最大剩余价值以外的一切特征。⋯⋯工人已经

变成了单纯的‘工具’, 是各种投入成本中的一

项。”[1](p.222)

汤普森进一步指出 , 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的

问题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剥削的生产方式代替

原有的生产方式 , 而是从整个社会来看这个过

程是工人阶级受剥削及其在社会和文化上受

苦难的汇合。④他考证了当时工人阶级的生活

条件: 土豆代替小麦成为工人阶级的主食 ; ⑤城

市化导致的环境恶化 , 工人阶级居住过分拥

挤、缺乏供水和卫生设施 , 导致传染性疾病流

行和儿童的死亡率很高; ⑥劳动条件恶化、劳动

时间过长对工人健康的损害 , 大量地使用童

工, 严重影响了童工的发育; ⑦城市中大量存在

的“妓女、酒鬼、窃贼”。⑧

汤普森的结论是: 如果只是从数据上看 ,

“1790 年到 1840 年之间, 平均的物质生活水平

略有提高。在这同一时期, 剥削加强了, 不安全

加剧了 , 人类的苦难也增多了。到 1840 年 , 与

50 年前的前辈相比 , 大多数人‘生活改善了’,

但他们已经忍受的并将继续忍受的这一略微

改善, 却似一种灾变性的历程。工人阶级的意

识 , 在政治文化上的表现就是从这个经历中产

① 参见[英]卡尔·博兰尼: 《巨变: 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 黄树民等译 , 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9 年版 , 第 263 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参见 [英]E.P.汤普森: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钱乘旦等译 , 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 , 第 4、5, 5, 216, 361, 366、

367、374、375, 378、379、381- 396, 47、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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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1](pp.231- 232)

博兰尼和汤普森的分析表明 , 对于工业化

的历史不能只从经济维度来看 , 还必须从社会

维度来看。也就是说 , 从经济维度来看工人的

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虽然有所提高 , 但如果这

种经济在发展时以社会灾难为代价的话 , 从整

体发展来看它也是应该而且必须被批判的。博

兰尼和汤普森的思想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韩国

开始了以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为背景的 “经

济起飞”, 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然而 , 韩

国在迅速工业化的过程中 , 也出现了人均收入

迅速提高但工人阶级却经历了一场社会灾难

的 现 象 。 旅 美 韩 国 学 者 具 海 根 的 《韩 国 工

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生动地描述

了这种社会性灾变 , 以及那些大量从农村来到

城市的“打工仔”、“打工妹”在一代人的时间里

发展成为工人阶级的过程和当时韩国爆发的

世界上最激烈、规模最大的工人运动。这是因

为, 70 年代韩国工人 “最迫切得到的是得到像

人一样的待遇和公正 , 而不是提高工资改善工

作条件。”[3](p.21)

考察英国和韩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

代价, 是因为我国也正经历着以市场经济为基

础的工业化过程。我国的经济和社会正经历着

前所未有的转型 , 遇到了许多与英、韩等国类

似的问题。但是 , 如果只从经济维度来看工业

化过程 , 迅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有没有

社会代价 , 有多大的社会代价 , 诸如此类问题

就会被忽视 , 许多社会代价就会被经济方面的

成绩掩盖。理解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社会大转

型过程中的代价 , 特别是从文化的和社会的维

度来理解这种代价 , 对于认识和解决我国面临

的问题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

社会代价———对我国经验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经历了近 30 年的经

济高速增长和以市场化为基础的快速的工业

化、城市化。估计这个过程至少还会持续 10 多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社会发展维度回顾这个

过程可以发现 , 如果对经济的转型及伴随的社

会转型缺乏清醒的认识, 对社会建设缺乏自觉,

就会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付出巨大的社会代

价。这里仅举几个突出的显而易见的事例: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改

革的一项最重要的举措 , 它对于调动农民的积

极性、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解放农业劳动力使

之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起了积极的作用。但

是 , 与集体经济解体的同时 , 覆盖全国 90%以

上农村居民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解体了 , 农

民失去了来自社会的医疗卫生方面的保障 ; 由

集体经济负责的农村“五保户”失去了依托; 在

血吸虫病流行区依靠集体力量灭钉螺、有效防

止血吸虫病流行的机制也不复存在了 , 血吸虫

病重新蔓延; 依靠集体经济修建的水利工程难

以继续建设和维修 , 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下

降 ; 依靠集体力量的公共设施难以建设 ; 依托

于集体经济和集体生活的农村文化活动难以

开展。这些事例表明 , 虽然传统的农村集体经

济有不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一面 , 但是

它在承担社会公共职能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如

果不考虑它的这个功能或没有设置替代这些

功能的制度安排, 而只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衡

量改革成果 , 难免会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其

实 , 所谓“三农”问题 , 不只是农业经济和农民

负担 ( 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财富分配不合理) 问

题 ,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 , 就是与集体经济联系

在一起的农村社会组织的解体。对农民起着重

要保护作用和提供公共服务功能的 “社会”的

解体付出的社会代价 , 目前还没有被充分地认

识。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 , 国家正在采取措

施, 由公共财政来负责一些原来由集体经济承

担的功能 , 如农村义务教育从由农民负担改为

由国家负责、在政府投入为主的条件下重建农

村合作医疗、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等 , 这些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公共服务的不足和

农民社会保障的缺乏 , 但是 , 这并不能代替农

村“社会”的重建。如果农民如何组织干的问题

不解决,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仍然缺乏必要

的社会基础。

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是与人口的大

规模流动联系在一起的。大量农业人口走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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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涌入制造业和服务业 , 对经济的发展做出

了重大贡献。但是 , 与此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

社会代价。主要特点之一就是 1 亿以上的农民

工没能够确立应有的社会地位 , 在许多方面没

有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 , 无法融入城市社会 ,

只是作为劳动力在城市中存在。围绕着农民工

这个群体 , 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 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问题一度非常严重 , 虽然中央和各级政府

已经采取了积极措施 , 但这类现象至今还没有

杜绝 ; 农民工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 , 安全生产

事故频发 , 工伤甚至死亡事件时有发生 ; 农民

工在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不享有政治参与

权利 , 政治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 大部分农民

工没有社会保险 , 他们必须自己承担工伤、生

病、养老、失业的风险; 农民工除了被管理几乎

享受不到公共服务 ; 大部分农民工的子女在城

市没有享受到义务教育的权利 , 他们不得不支

付学费或借读费; 因外出打工 , 夫妻、父母与子

女不得不长期分离 , 家庭成员天各一方。据估

计 , 全国有 2000 万留守儿童 , 他们在一种极不

正常的环境中成长。

国有和集体企业转制造成大约 4000 万职

工的分流和下岗。这些下岗职工面临的不只是

再就业问题 , 更重要的是 , 他们失去了在国有

和集体企业中体现的各种权利和社会保护 , 在

心理和社会关系方面受到重大打击。

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 , 市场不仅是资源配

置的有效手段 , 同时也是一个由利益驱动的价

值运作体系。经济学把市场经济的人性假设为

“经济人”, 在我国现实的语境中 , 他往往具有

三种特点: 个人主义, 把个人利益置于整体利益

之上, 反对把社会作为一个休戚与共的生命共

同体; 利己主义, 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生最主

要的目的, 将占有和享受私人财富、满足物欲作

为人生的最高境界; 理性主义, 将人的理性堕落

为单纯的利益算计。这种价值观的传播, 导致理

想和信念的虚无化, 社会的凝聚力下降。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 人们却越来越觉

得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也成为人们

普遍反映 , 大部分人在收入增加的同时 , 不安

全感也在明显增加。

解放后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内地近乎绝

迹的性交易、毒品重新泛滥 , 艾滋病流行并蔓

延, 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 刑事案件高发 , 假

冒伪劣事件不绝 , 等等 , 这些都是改革开放以

来为经济迅速发展而付出的社会代价。

这些社会代价作为具体问题都曾引起重

视 , 但就总体而言 , 由于缺乏衡量“发展”的社

会的和文化的维度 , 没有在“发展”的整体框架

内对成效( 主要是经济方面的) 和代价( 主要是

社 会 方 面 、文 化 方 面 的 ) 统 一 认 识 、思 考 与 衡

量, 没有在发展的过程中自觉地采取有效措施

预防和尽可能地减少社会代价 , 在促进社会进

步方面还做得很不够。

四、对社会进步的历史考察

把社会维度纳入发展的框架 , 还需要提出

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社会进步。社会进步是我们

一向追求的目标。但是 , 过去人们比较强调生

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 , 而没有看

到 , 社会进步的条件不是唯一的 , 在生产力发

展的前提下 , 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 也可以

通过其他方式促进社会进步。

建国后 , 我国社会面貌发生根本变化 , 不

仅“黄、赌、毒”一下子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

扫除, 而且人们的整个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

变化 , 这是通过革命而发生的不同性质的政权

更替实现的社会进步。

抗日战争时期 , 中华民族面临危亡 , 中国

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领导了一场社会变革 , 这

就是建立“三三制政权”、“二七五减租”。这场

社会变革把各个阶层的抗日和民主改革的积

极性都调动起来了 , 并且极大地推动了妇女解

放, 向农民群众提供了过去难以想象的公共服

务 , 在每个村庄都建立了小学 , 实行了基层政

权的民主化 , 农民中出现了 “变工队”、“互助

组”等新型合作组织 , 以至于晋察冀边区成为

全中国最民主与最进步的地区。这种社会进步

是通过社会改革实现的。①

不仅我国 , 其他国家也有通过社会改革而

实现社会进步的典型事例:

① 在这里 , 社会改革是指引导各阶级、利益集团在服从整体利益( 抗日救亡) 的前提下实现妥协与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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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初 , 美 国 的 “进 步 时 代 ”对 美 国 建

立基本的国家制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 它在

四个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 : 扩大民主 , 把政府

权力从特权利益集团手中夺回来 ; 管制经济 ,

减少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危害 , 实行

了反垄断、关税和所得税的改革 , 建立了联邦

银行体系和储备体系 , 使经济活动受到政府

的有效监管 ; 提倡社会公正 , 劳工、平民党、城

市中产阶级改革者、妇女改革者和社会福音

教派结成广泛联盟 , 这对劳工争取基本工资、

提高工作环境的安全保障、保护女工和童工

的福利、治理贫困、加强对食品和药品的监督

等方面的立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 提高政

府 效 率 , 减 少 浪 费 , 建 立 理 性 、有 效 、科 学 、透

明的政府。①

20 世纪 40 年代 , 瑞典 “人民之家”建立。

“人民之家”的基本主张是消除把公民划分为

特权者与不幸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穷人与

富人、优裕者与贫困者、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

各种社会与经济的界限 , 使各种社会力量从对

抗走向合作。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 , 瑞典实行

了经济社会化 , 以消除基于财产所有权的贫富

差别,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②

联邦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社

会市场经济, 它不排斥市场经济的作用但又把

社会置于市场经济之上 , 主张劳资和解 , 使他

们成为合作伙伴 , 从而实现了社会团结与社会

进步。③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 , 社会进步的形式、

内容、方式和途径是非常丰富的 , 有些社会进

步是通过革命来实现的 , 但大多数情况下是通

过改革、改良、阶级 ( 利益集团 ) 间由基于对共

同利益的认同达成妥协与合作来实现的。但

是, 这些社会进步的运动过去没有能够引起我

们足够的重视。

在政策范畴 , 与社会发展有关的过去使用

比较多的概念是“社会事业”, 具体指的是社会

保障和公共服务有关的事项。社会进步较之社

会发展包含的面要更广 , 它包括接受一种更为

先进、文明的价值观 , 使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

进步性变化; 各阶级或利益集团对共同利益的

认同和服从而实现某种程度的妥协、合作、团

结 ; 对人的尊重和公民权利的保护 ; 消除社会

排斥和实现社会融合; 社会在公平、正义、平等

方面的进步 , 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增加 ,

对自然的保护, 等等。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业化过程中 , 社会

进 步 集 中 体 现 为 防 止 “市 场 社 会 ”的 出 现 , 这

无论是从价值观、社会政策、社会组织还是从

各 阶 级 、阶 层 、利 益 群 体 的 互 动 方 式 上 看 , 都

会面临尖锐矛盾和艰巨任务。这一过程中社

会进步的核心是对社会整体利益认同的确立

和 把 人 与 自 然 从 “商 品 ”的 地 位 中 解 放 出 来 ,

从而把市场经济重新置于社会的监控与规范

之下。它是通过价值观的改变、社会的组织

化、政治参与的普遍化的制度确立和文化建

设逐步实现的。

无论国际还是国内的经验 , 都表明社会代

价和社会进步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尺度。只关

注生产力、平均收入水平 , 可能导致忽视甚至

掩盖社会代价。因此 , 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出发 , 必须把社会

( 以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为内容) 作为发展这

一整体框架的一个重要维度。只有这样 , 才能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保持一种自

觉状态 ,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发展得更

好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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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g Xiaoping’s Thought against Polar iza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 Many times Deng Xiaoping had

emphasized the organic integrity of “allowing part of people to become rich first,”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and

“preventing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o solve the issue of the larg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we have to scientifically evaluate the size of the gap, improve allocation system step by step and strengthen measures

in fighting against and preventing corruption.(DENG Wei- zhi)

To Construct a Developmental Social Dimension—On the Social Pr ice and Social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Guided by the thought with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er, it is easy for people to attach much importance to

economic index but ignore the price paid by the society, and even consider social progress as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 The practice and experiences abroad and at home show that, on the one h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ay be

followed by tremendous social price in case of lacking self- awaren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progress is not necessarily take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 as the only prerequisite. Now our

country is undergoing the reform of marketization and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On the dimension of “society”is established,

can we reach the state of self- awareness in carrying out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ng socialist

harmonious community. (ZHOU Jian- ming)

On China’s Diplomatic Conception and Its Practi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ew diplomatic concept with “har-

monious community”as the core, new development has taken place in China’s diplomacy, a series of breakthroughs have

been achieved, an all- dimensional and multi- field strategic change realized and a harmonious diplomatic situation with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peripheral countries and big countries as the key. (YU Zheng- liang QUE Tian- shu)

China’s Peaceful Rise and the Strategy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China’s peaceful rise is conducive to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s. The steady rise of China’s position and role in dealing with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

al problems proves China’s success in “cooperative diplomacy”. To construct the security order in the Asian- Pacific re-

gion provides important guarantee to China’s peaceful rise;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ity by way of the important

means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free trade is an important route to guarantee China’s peaceful rise and construct the

security order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China’s peaceful rise and the “cooperative diplomacy”is the collective em-

bodiment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China’s traditional strategic culture, which will greatly guar-

antee China’s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ecurity of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QIU Hua- fei)

Harmony and Contradiction: Harmony is not a state without contradiction, but a contradictory state predominated by

identification of nonantagnistic contradictions. To realiz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we must stick to the theory of contra-

dic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 The so- called “struggle philosophy”and “peace philosophies”are in fact against the theory of

contradic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 In practice, we should obey materialist dialectics. If we avoid or cover contradictions,

we won’t be able to realiz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ut even deteriorate contradictions. In solving contradictions, we

should prevent undue struggle to destroy stability and harmonious state. (LIU Lin- yuan)

From Harmony within the Par ty to Harmony of the Community: “To promote harmony of the community by

harmony within the Party”is a specific requirement proposed by the Sixth Plenum of the 16th CPC Central Commit-

tee 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armonious community”, and is also a

new saying in the Party’s formal document,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fine the con-

notation and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harmony within the Party, analyze its difference and relation with the harmony of

the community and propose our basic thought as to how to promote the harmony of the community by harmony with-

in the Party.(DAI Yan- jun LI Ying- Tian)

On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Spir i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Culture: National spirit is an important com-

ponent of a country’s soft strength and spiritual and cultural resource full of values. To construct harmonious culture, we

must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national spirit, which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cul-

ture. As an important part and a subsystem, the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spirit is a hard tas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

nious culture.(FANG Shi- nan)

Deng Xiaoping’s Thought on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Deng Xiaoping’s Thought on the R ural Collective E-

conom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Deng Xiaoping’s Theory. The total direction is to develop the collective economy, which

is an important conclusion made by Deng Xiaoping after his careful thinking of the agricultur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To systematically and accurately understand Deng Xiaoping’s thought o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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