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2007 年 10 月党的十七大报

告首次提出了“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总体布局战略思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有机

统一、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的整体。 ”[1]（P663）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其中，变为“五位一体”。

社会建设这一概念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

义的社会建设， 是指与自然相对的整个人类社会

的建设，即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

在内的整个社会系统的建设。 狭义的社会建设，则

特指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并列的社会领域的建设， 是一个具体的发展

领域的建设，包括社会事业建设、社会制度和体制

机制建设、社会结构建设和社会管理 [2]。 本文内容

即是依狭义社会建设概念而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以实现社

会和谐为目标追求、 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

会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发展， 公平正义价值理

念日益深入人心，人民生活实现安居乐业，社会保

障获得均衡增强，和谐社会奠定牢固基础。 但不无

遗憾的是，就学术积累而言，由于我党明确提出社

会建设的概念与政治建设、 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相比时间较短，理论尚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之中，故

学界对其研究也还刚刚起步， 系统性成果欠缺①。

有鉴于此，值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笔者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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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较为系统的探讨， 以期推动该专题研究的进

一步深入。

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建设
基本思路的初步形成

从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

放总方针的确定至 2002 年 10 月党的十六大召开

之前， 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建设基本思路的初步

形成阶段。

（一）基本思路初步形成阶段社会建设的主要

内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围绕着“什

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

本问题，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重要

论断。 譬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

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

会主义；等等。 这里面就包含了对大力发展经济，

防止贫富分化， 社会主义各项建设要综合协调等

关于社会建设方面的思考。 由此进一步揭示出社

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

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3]这一

论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公平

正义等社会建设理念，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建设确立了基本目标。

在这一阶段， 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推动社会建设， 对传统的社会体制进行根本性改

革，取得了重大突破。 特别是 1992 年 10 月中共十

四大和 1993 年 11 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

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以后， 社会体制的改革开始渗透到

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 社会建设的基本思路日益

清晰，社会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逐步丰富，主要表

现为：第一，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从 1977 年恢复

高考开始， 国家对教育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

革。 1993 年 2 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

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在深化体制改革、普及基础教育、保障

教育经费等方面作出了重大部署[4]；1995 年 5 月党

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强调要“把经

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

道上来”[5]。 同年 9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开始施行，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走上了法

律的轨道。 第二，在劳动就业制度方面，1984 年我

国开始了以建立新的社会统筹体系为主要内容的

劳动保险体制改革 （主要是退休养老金和医疗费

的统筹）；1987 年正式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

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1994 年 12 月，国家

劳动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标志着

我国劳动就业体制的市场化转变， 并且以此为核

心，国家又颁布了一系列配套的劳动法规，初步构

建起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劳动就业体制。 第三，在收

入分配方面，1993 年 11 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我国要建立起按劳分配

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公

平和效率的关系上，强调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

基本原则；收入分配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多劳多

得，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在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

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6]。 这些

内容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收入分

配制度的基本框架， 极大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第四，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中共

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

决定》要求建立起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

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和个人储蓄保障的多层

次社会保障制度， 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

适应的社会保障，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由此基

本形成。 1994 年，国家将 20 世纪 80 年代的“八七

扶贫攻坚计划”内容扩大为全方位的开发式扶贫，

即注重提高贫困人口的生产自救能力和向其提供

最低生活保障救济。 同时，党和政府针对城市贫困

人口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并将过去直接由

单位负责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转化

为由政府、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的制度，实现了社

会化管理体制的转变。 第五， 在医疗卫生制度方

面，1997 年 1 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了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的目标，即到 2000 年基本实现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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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到 2010 年在全国建立起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人民健康需求的、 比较

完善的卫生体系。 1998 年 12 月，国务院颁布了《关

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从此

我国开始在全国推行新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所

谓的“公费医疗”开始得到彻底转变，建立起由国

家、 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的医疗费用分担机制。

2000 年 2 月，国务院体改办等部门制定了《关于城

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此次城

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 即用比较低廉

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医疗服务， 满足城镇广大

职工基本医疗服务需求。

（二）社会建设基本思路初步形成阶段的基本

特点

总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大召开之前

这 20 余年间社会建设基本思路初步形成阶段的

历史进程，可概括出如下基本特点：

一是彰显了社会建设服务于经济发展的主旨

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国

情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 作出了我国处于并将

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 指出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

之间的矛盾。 这就要求，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

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目的是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 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据

此，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建设思想，自基本思路产生

伊始 即 确 立 了 旨 在 服 务 于 经 济 发 展 的 方 向 和 目

标，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建设的一个最根本的

特征。

二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为本理念的传承

性。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即坚持了 “以民为

本”的理念。 毛泽东曾经指出:“解决群众的穿衣问

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

问题，婚姻问题。 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

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7]正是在中国共产党

群众路线这条完整的工作路线和领导方针的正确

指引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第一部宪法把人民享有的

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利用国家基本大法的形式给

予了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逐步确立，在经济上

保证了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平等， 并为在全体

劳动者之间实现“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诸如城

乡劳动就业尤其是妇女就业问题的相继解决、人

民教育方针尤其是国家办学和群众办学相结合的

“两条腿走路”办学方式的提出和实行、发展医疗

卫生尤其是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等一系列政策的制

定，以及社会福利、劳动保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

等方面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陆续建立等等，

无不彰显了我党以民为本的理念。 不难理解，改革

开放以来社会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正是中国

共产党以民为本理念的传承和弘扬。

三是显示了社会建设成效的有限性。 在这一

阶段， 尽管我们党已经进行了诸如上述对社会建

设的理论思考与践行， 但是在党的各种文本上对

于“社会建设”这一概念却从未明确提及。 同时，由

于集中几乎全部力量进行经济建设， 因此对社会

建设投入相对不足，致使其成效不大。 譬如在社会

管理方面，虽然体制改革打破了传统的单位体制，

但只是随着改革的推进， 针对不适应经济体制改

革 的 社 会 管 理 体 制 部 分 内 容 进 行 了 小 范 围 的 调

整，结果社会管理实行的是一种“单位办社会”的

模式，工作单位为职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

揽子社会福利， 甚至承担一部分政府的行政管理

职能。

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建设
理论体系的正式确立

从 2002 年 10 月党的十六大关于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指导

方 针 的 确 立 至 2012 年 10 月 中 共 十 八 大 召 开 之

前，是社会建设理论体系的正式确立阶段。

（一）理论体系正式确立阶段社会建设的主要

内容

历史进入 21 世纪以后， 经过 20 余年的改革

开放，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我国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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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转入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开

始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

阶段。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思想最鲜明

的特点是社会建设的理论体系正式形成， 以社会

公平正义为价值目标，以改善民生为战略重点，社

会建设得以全面推进。

首先，社会建设被列为我国社会主义“四位一

体”的发展目标之一。 2004 年 9 月，在中共十六届

四中全会作出的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

力建设的决定》中，首次使用了“社会建设”这一概

念，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

协调机制，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

理体制创新；健全工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注重

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8]这表明党

中央在思考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己经纳

入社会建设的内容。 随后，2005 年 2 月，胡锦涛在

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 对构建

和谐社会的内容、意义等做了进一步阐发，同时把

社会建 设 纳 入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事 业 的 总 体 布

局，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 更加明确地由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

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四位一体。 ”[9]同年 9 月，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

利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要促进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社会建

设全面发展，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要，继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10]

接着，在 10 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中，进一步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任务

简明表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和社会建设”，更加完整地揭示了我国社会主

义“四位一体”的发展目标。

其次， 社会建设思想体系逐步完善。 2006 年

10 月，中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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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 目标任务和

原则， 进一步明确了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 《决定》要求各级党

委“加强对社会建设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提高政

策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解决好本地区本部门

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坚持正确的用

人导向，选好配强领导班子，注重培养选拔熟悉社

会建设和管理的优秀干部。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

革， 认真实施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综合考核评

价办法，把领导社会建设的绩效列为考核内容，增

强 领 导 班 子 和 领 导 干 部 统 筹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能

力。 ”[11]党中央对领导干部社会建设能力提出的具

体要求，不仅表明其对社会建设的高度重视，同时

也使得社会建设的内容更加明晰和具体化。 2007
年 10 月，中共十七大报告将社会建设问题单列一

章“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以强调，并

提出了 教育、就业、收入分 配、社 会 保 障、医 疗 卫

生、 社会管理等六大领域社会建设的具体目标和

任务。 大会强调“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

关。 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社会建

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

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1]（P36）

至此， 社会建设的理念和目标又得到进一步的强

调，社会建设的思想体系得以正式建立。

（二）社会建设理论体系正式确立阶段的基本

特点

总结从 2002 年 10 月党的 十六 大 至 2012 年

10 月中共十八大社会建设理论体系确立阶段的历

史进程，可概括出如下基本特点：

一是体现了我党社会建设理论形成过程的渐

进性。 早在改革开放伊始，党中央即确立了社会主

义各项建设必须按照事物发展规律，有计划、按步

骤、 循序渐进地逐步推进的指导方针；1987 年 10
月党的十三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及其战略步骤；

1997 年 9 月党的十五大根据第二步战略目标即将

实现的客观情况而对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作了进

一步规划，提出了新的“三步走”发展目标。 两个

“三步走”战略决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把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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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每一步的并列目标同时提

出。 之后我国的社会建设就是以这一战略决策所

设计的阶段而循序渐进逐步进行的。 需要指出的

是，在实行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社

会建设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分布于经济、政治、文化

这三个方面， 即是说， 党和政府关于社会建设公

平、 正义价值体系的认识还没有形成为相对独立

且较为系统的理论， 社会建设的战略地位尚未被

提到与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同样的高

度， 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

2003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可谓是一个转

折点， 会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 “五个统筹”（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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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对外开放的新要求。 2004 年 9 月十六届四中全会

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明

确指出“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特征之一。

2005 年 10 月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更加

注重社会公平， 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2007 年 10 月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则明确把社会

建设单列一节，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并列为四位一体。 至此，党和政府主导下的公平、

正义的价值体系渐趋完整， 社会建设得到可持续

的发展。 上述这些无不充分说明了我党社会建设

理论循序渐进的形成过程。

二是展现了社会建设内容的丰富性。 随着社

会建设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社会建设的内容也

日益丰富。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到 2020 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就社会建设来说，就是要加

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现代国民教

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

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 社会就

业更加充分； 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

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合理有序的收入分

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

象基本消除；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管

理体系更加健全。 届时， 人民富裕程度将普遍提

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

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1]（P20）。

三 是 表 现 了 社 会 建 设 理 论 发 展 进 程 的 夯 基

性。 历经 10 余年而逐步建立起来的社会建设理论

体系，是一个以共同富裕为基本目标，以公平正义

为价值取向，以经济建设为基本途径，以循序渐进

和统筹兼顾为基本方法，以民生为重点内容，以社

会事业、 社会关系和社会管理等为主要内容的理

论体系，其体系科学，内涵深厚，这些无疑为后来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

社会建设思想的形成及发展，明确了方向，夯实了

基础。

三、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建设
理论体系的深化与完善

从 2012 年 10 月中共十八大做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至今，是改革开

放以来社会建设理论的深化与完善阶段。 在该阶

段，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的时代

条件和实践要求， 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建设理论

之大成，将之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使其理论体系愈

益缜密，践行成效更加显著， 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新时代习近平社会建设思

想内容极其丰富而深邃，突出表现在保障和改善民

生及打造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两大方面。

（一）理论体系深化与完善阶段社会建设的主

要内容

1.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习近平在 2017 年 10 月 18 日 党的十九 大报

告中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必

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

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

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

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

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平

安中国，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12]（P19）十

八大以来党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 主要采取了

如下举措：

（1）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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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

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加快

教育现代化，力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具体表现

为：第一，强调创办双一流高校。 2015 年五四青年

节期间，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进行考察时强调：“要

努力创办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并将其作为战略

决策进行严格执行。 ”要求“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高

等教育学校的整体全面发展， 提高我国的整体教

育质量水平。 ”[13]第二，确立“立德树人”的目标。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 “立德树

人”，并将其作为发展现代教育的根本任务，指出

“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
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培养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4]第三，重

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016 年 12 月 7 日至 8
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

平在会上做了题为 《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报告，强调只有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校才能牢牢抓住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 完成好培养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重大任务，更好地服务大局，不断增强国家核心竞

争力。 ”[15]第四，全面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

2015 年 12 月 16 日， 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上，审

议通过了 《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基本办学条件工作专项督导办法》等相关文件，由

此在促进教育工作、推进教育改革、实现教育公平

方面实现了跨越式进展。

（2）注重创新公共服务供给。 2015 年 11 月 10
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

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 针对近些年供

需关系存在的严重失衡问题，首次提出了“加强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命题，旨在改革产业结构、

动力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等结构性问题， 会议要

求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

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经济结构，使供给更有

效、更灵活，从而达到提高综合生产力的目的。 习

近平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

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 不断升级和

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 从而实现社

会主义生产目的”[16] 。

（3）致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 由于产业结构

升级、区域经济格局调整、教育培训体制改革滞后

等因素的叠加， 导致现阶段结构性就业问题越来

越突出。 譬如，劳动力就业市场“招工难”与“就业

难”现象并存，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错配，“硕士博

士满街跑，高级技工难寻找”，结构性失业问题突

出等。 针对这一问题，习近平于 2013 年 5 月 14 日

至 15 日在天津考察时就曾经指出:“就业是民生之

本，解决就业问题根本要靠发展。 要切实做好以高

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 加强城镇困难

人员、退役军人、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工作，搞好

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缓解结构性失

业问题。 ”[17]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大

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

盾，鼓励创业带动就业。 ”[12]（P19）这是实施就业优

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的重要举措， 对进一步提

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遵照十九大报

告的精神， 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大幕随后在全

国各地拉开，诸如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制度；

坚持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推进工学结合、知行合

一、德技并修、建立以能力为导向的职业技能等级

制度； 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 大力发展技工教

育；建立政府帮扶困难群体就业的责任制度；不断

强化就业创业服务；等等。

（4）实施脱贫攻坚工程。 据国家统计局 2014
年底数据， 全国尚有 14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

区，592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2. 8 万个贫

困村，2948. 5 万个贫困户，7017 万贫困人口。 贫困

人口超过 500 万 的 有 贵 州、云 南、河 南、广 西、湖

南、 四川 6 个省区， 贫困发生率超过 15%的有西

藏、甘肃、新疆、贵州和云南 5 个省区，国际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收入还不及全国平均水平

的 65%[18]。 早在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在湖南湘西

考察时就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

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 翌年 1 月，党中央详

细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 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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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思想落地开花，各地践行举措包括：利

用特色产业如发展乡村旅游业、 特色农产品加工

等促进脱贫；鼓励农村劳动力外出择业就业，并给

予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相应的政策、技术、财力方面

的支持；对搬迁出不适宜居住地的贫困人口，进行

自愿基础上的妥善、稳妥安置；在社会保障方面，

兜底政策实现大范围覆盖， 通过健康扶贫工程保

障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质量， 低保政策同时

强化以达到贫困人口应保尽保的基本保障水平；

等等。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让贫困

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

我们党的庄严承诺。 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

区贫困任务， 确保到二○二○年我国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

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12]（P38）。

（5）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2013 年 2 月 5
日，国务院批转了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制定的 《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

干意见》，指出“收入分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

一项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石”。 目前“收入分配领域

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城乡区域发展

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 收入分配秩

序不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部

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意见》强调“深化收入分

配制度改革，要坚持共同发展、共享成果。 倡导勤

劳致富、支持创业创新、保护合法经营，在不断创

造社会财富、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普遍提高人民

富裕程度。 坚持注重效率、维护公平。 初次分配和

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19]。

（6）推进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2014 年 2 月

21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 明确提出其任务目标是

“坚持和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

模式，巩固和拓宽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

相结合的资金筹集渠道， 完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

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待遇支付政策， 强化长缴多

得、多缴多得等制度的激励机制，建立基础养老金

正常调整机制，健全服务网络，提高管理水平，为

参保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十二五’末，在全

国基本实现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合并实施， 并与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2020 年前，全面建

成公平、统一、规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

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相配套，

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等传统保障方式的积极作用，

更好保障参保城乡居民的老年基本生活”[20]。 中共

十九大报告号召要“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

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

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12]（P38）。

（7）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2016 年 12 月 27 日，

国务院制定印发了《“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规划》，提出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的主要目标是，“ 到 2017 年，基本形成较为系统的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政策框架。 分级诊疗政策体系

逐步完善，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和综合监管制度建

设加快推进，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更加高效，药品生

产流通使用政策进一步健全。 到 2020 年，普遍建

立 比较 完 善 的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体 系 和 医 疗 服 务 体

系、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比较规范的药品供

应保障体系和综合监管体系、 比较科学的医疗卫

生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经过持续努力，基本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实现人

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多

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 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比

2015 年提高 1 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 18/10 万，

婴儿死亡率下降到 7.5‰，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

降到 9.5‰， 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

列， 个 人 卫 生 支 出 占 卫 生 总 费 用 的 比 重 下 降 到

28%左右。同时，《规划》强调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是“要在分级诊疗、现代医院

管理、全民医保、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监管等 5 项

制度建设上取得新突破， 同时统筹推进相关领域

改革”[21]。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

重要标志。 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

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报告强调“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 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

度、 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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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12]（P38）。

（8）实施人口平衡战略。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到 80 年代定为基本国策，总

的基调是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提

高人口素质。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人口和

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 国家开始调整生育政

策，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一

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单

独两孩政策），同年 12 月 28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六

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 2015
年 10 月 29 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

施一对 夫妇可生 育两个 孩 子 政 策”（全 面 两 孩 政

策）。 同年 12 月 27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十八次会议

通过决议，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

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

育两个子女。 从总体上看近年来党和国家对生育

政策的调整已初见成效。 2016 年出生人口 1786 万

人，出生率为 12.95‰，比上年提高 0.88 个千分点；

人口自然增长率 5.86‰， 比上年提高 0.9 个千分

点。 同时，近年来人口老龄化明显加速，全国 60 岁

及以上年龄人口自 2013 年超过 2 亿人以来，每年

增加 1000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 16.7%，高于世界平

均水平， 而 0-15 岁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劳动力平均年龄不断提高， 赡养老年人负担越来

越重，这将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程，削

弱我国的国际竞争力[22]。 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强

调，“促进 生育政 策和相 关 经 济 社 会 政 策 配 套 衔

接， 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

进医养结合， 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12]（P38）。

党中央的这一号召， 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人口结

构的良性变动和长期均衡发展。

2.打造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

治理体系就是 “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

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

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

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23]。习近平有

关社会治理的思想，最明显的创新就在于从“社会

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 2013 年 11 月 12 日，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 首次提出了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并将其

定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社会治理思想

由“管理”向“治理”的这一变化，深刻体现了党中

央的“人本”精神。 “管理”一词的“权威性”、“指挥

性”更主要地将主体直接指向了政府，而“治理”一

词中渗透的“社会参与性”、“服务性”表明，在社会

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是由多方参与构成的， 更加突

出了“人”的力量。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于打造共建共

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新要求。 一

是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

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

水平；二是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

命至上、 安全第一的思想， 健全社会公共安全体

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

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三是加快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建设， 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违

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四

是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

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五是加强社区治理

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

会基层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

自治良性互动[12]（P30）。 这五个方面的新要求，无疑

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和体系完善指明了前

进的方向。

（二）社会建设理论体系深化与完善阶段的基

本特点

总结从 2012 年 10 月中共十八大以来社会建

设理论深化与完善阶段的历史进程， 可概括出如

下基本特点：

一是凸显了新时代从严治党在社会建设中的

引领性。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

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进行的一项宏伟工程。 党的队伍状况如何，直接影

响到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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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号召力，影响到社会建设的成功与否。 党的十

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

未有的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着力解决人民群

众反映最强烈、 对党的执政基础以及社会建设事

业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

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取得

历史性成就， 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

患，得到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从而大大增强了

党的领导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社会建设等各项

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二是体现了社会建设理论体系的统筹性。 习

近平新时代的社会建设思想，充分体现了全面性、

具体性和可持续性的统筹结合。 作为一个整体存

在， 社会建设理论主要包含了民生建设和社会治

理两大要素。 这两大要素在实践发展中存在着有

机联系，如民生建设通常包括公共服务供给、脱贫

攻坚、国民教育、就业创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

健康中国、人口发展等方面，而任何一方面的实际

展开又是一个社会治理的问题。 对社会建设包含

的“大面积”内容，习总书记强调要认真安排、统筹

布置，有计划地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办到实处，切

忌架空政策， 让政令失色； 既要 “撸起袖子加油

干”，又不能操之过急、事倍功半。

三是昭示了社会建设思想的深邃性和意境的

深远性。 在这方面主要表现如深刻鲜明地践行了

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时刻将“以人民为中心”

的理念主线贯穿在社会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中。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业；又

如始终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增进人民福祉贯穿

于社会建设内容的各个方面。 前述党和国家在教

育资源、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

服务等社会建设领域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法律规范、制度安排等举措，无不是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的生动写照。 再如把实现共享发展作为社会

建设各项事业所要达到的发展目标。 实现共享发

展，是党中央部署“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容之一。 共享与公平相互联

系却又不尽相同，公平的发展侧重的是地区间、城

乡间、阶层间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是对人民群众

生活方面一些基本权利保障的结果。 而实现发展

的共享则侧重于全面， 是实现全体人民群众共同

富裕的目标。 这一共享发展理念不仅内涵深刻，而

且意境深远， 为社会建设起到了理论上的先导性

作用。

四、改革开放以来社会
建设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 40 年来，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虽然

较之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起步较晚，

时至 2004 年 9 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方才提出

这一概念， 但我们党自改革开放开始起即已对社

会建设进行了理论思考与践行， 其发展历程经历

了从 1978 年 12 月至 2002 年 10 月党的十六大召

开之前基本思路的初步形成、 接着到 2012 年 10
月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理论体系的正式确立，以

及再发展至今的深化与完善三大阶段。 这充分体

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建设发展进程的渐进性、

服务于经济发展的主旨性、 以民为本理念的传承

性、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性、理论体系的统筹性、

思想 内 容 的 深 邃 性 以 及 意 境 的 深 远 性 等 基 本 特

点。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有 4
个方面。

第一， 公平正义是贯穿社会建设始终的价值

理念。 40 年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建设的实践中，

不仅把公平正义作为方向指针， 作为制度建设的

重要依据， 同时也始终将其作为评价制度合理性

和检验社会建设成效的重要依据。

第二，实现社会和谐是社会建设的目标追求。

即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努力形成全体社会

成员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在

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

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同时，使社会

更加和谐。

第三，改善民生是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 习近

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满足人民群众 “幼

有所育、学有所 教、劳有 所得、病有 所 医、老 有 所

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基本需求，正是社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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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对改善民生提出的具体要求。

第四，利益整合是社会建设的基本途径。 利益

整合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全过程的重要

内容，也是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社会建设实践中采取了多种利益整合措施，

诸如从 2000 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从 2003
年开始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从

2000 年开始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及从 2004 年起对

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制度、从 2006 年起在全国各地

农村普遍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以及从

2009 年起实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尤其是最

近几年来税收等一系列收入再分配调节手段的逐

步完善，等等。 正是这些利益整合措施的推行，促

使我国城乡差距出现了逐步缩小的显著变化。

注：
① 目前学界有关社会建设思想的研究成果论文主要有：

郑杭生.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几个问题[J].江苏社会科

学，2005，（5) ；郑杭生.社会建设:改善民生与公平正义

[J].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院 报 ，2007，（11）；孙 显 元 .总 体 社

会、主体社会和社会建设[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

（2）；吴忠民.论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J].中共中央

党校学报，2007，（2）；李强.和谐社会与社会建设 [J].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6）；陆学艺 .关于社会建

设的理论和实践[J].理论前沿，2008，（11）；等。 另外，主

要著作有：梁树发.社会与社会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7；陆晓文 .社会建设 :世 界 经验 与 中 国 道 路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丁元竹.中国社会建设:战

略思路与基 本 对 策 [M].北 京：北京 大 学 出 版 社，2008；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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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verall blueprint of China’s socialism. Social construction
has gone through three period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ne is the preliminary formation period of basic ideas
(1978—2002).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important arguments as to “what is
socialism and how to build socialism”, and we, with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ral task to dr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made major breakthrough in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system, employment, income distribution, social
security and health care system, which reflects the purpos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is to serv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tinues adhering to people -oriented ideas,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has met with limited
success. Then is the formal establishment period of theoretical system (2002—2012). During this period, social
construction is listed as one of the development goals of China’s “four-in-one” project, and the ideological system of
social construction w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which reflects the progressive formation of CPC’s 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
the rich content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the steady well-base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
Finally is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and consummation period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from 2012 till now). During this
period, the main task has been manifested in the two aspects of ensuring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and building a
shared social governance pattern, which highlights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party strict with its members in social
construction, reflects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 system, and reveals the profound natur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thought and it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social construction; China’s socialism; historical progress; funda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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