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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关理论及统计

监测问题的思考
朱 孔 来

（山东工商学院 半岛经济研究中心，山东 烟台 ２６４００５）

［摘　要］论证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对和谐社会的系统结构进行了分析；建立了由四
个层次、５０个指标构成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并提出了一套对和谐社会构建进程监测评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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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后，
如何对“和谐社会构建进程”进行监测评价成为统

计界和经济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笔者对此问题进行

了一番研究思考，现提出以下观点和想法，供商榷。

一、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基本特征的理

解和认识

从系统论观点看，要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内涵和基本特征，首先必须对和谐社会

中的“社会”从系统的层面上对其外延（或称边界）

进行科学界定。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方

面组成的共同体。作为描述、概括这一系统的“社

会”范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包括

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狭义的“社会”，

则与经济、政治、文化并列，特指社会关系、社会环

境、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状况。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所说的“社会”也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

理解。深刻理解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构建“民主法

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其中除全

部包括狭义的“社会”内容外，还包括政治、文化、生态

建设方面的内容。由此笔者认为对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不能单纯从狭义“社会”的角度进行理解。胡锦涛

总书记对构建和谐社会所提出的六条要求中，虽未直

接提到经济建设（当然“充满活力”中也含有经济发

达的内容），但经济建设是基础，贫穷不能使社会和

谐，只有加快经济建设，才能给和谐社会提供殷实的

物质基础。基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的角度来全面把

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和基本特征。［１］具体来

说，笔者考虑应有以下１８个方面的内容：
———充分的民主。国民的社会知情权、社会参

与权、意志表达权、民主监督权得到有效保障，国民

参政能力提高，参政渠道畅通，参政热情增强。

———健全的法制。法律体系健全，真正做到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法律

高于人情，法律高于权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

切实落实。

———严正的公平。公平作为价值目标和运行规

则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得到充分体现，社会各方面的

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不仅表现为地区之间的差

距缩小、收入分配公平，而且表现为人们在经济社会

生活中地位公平、机会公平以及整个社会规则和机

制的公平，司法的公正等，整个社会形成完整的公平

发展体系。

———激情的正义。国民遵纪守法，恪尽职守，严

格遵守职业道德，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都能伸张

正义，正气绝对压倒一切邪恶，人人充满激情，社会

充满正义感。

———全社会的诚信。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

意识得到增强，各种欺诈行为逐渐得以消除，诚实守

信的传统美德得以恢复和发扬，达到政府、单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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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人人诚实守信。

———新型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

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形成了文明、健康、

科学的社会新风尚，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蔚然成风。

———完善的体制。通过不断改革，体制上的弊

端已经消除，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富有朝气的经济。经济发展达到较高的水

平，后劲充足，充满活力，并一直保持持续、快速、健

康、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

———繁荣的文化。先进文化激荡着人的心灵，

形成了健康、和谐、文明进步的社会氛围，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

支持。

———蓬勃发展的科技。全社会自主创新意识大

大增强，形成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

重创造”的浓厚氛围，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并成为经

济发展的动力。

———充分的就业。充足的就业岗位，极低的失

业率，只要有劳动能力，基本上就能够找到一个适合

自己的职业，将失业率控制在社会所能接受的水平。

———发达的教育。建立健全教育体系，人人享

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并接受较高水平的教育；在全

社会营造出浓厚的学习型社会氛围，国民素质不断

提高。

———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事业形成

了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及融社会保险、社会

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为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

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稳定的社会环境。建立了完善的社会调解

和治安防控体系，社会矛盾和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

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

———安全生态。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有效保护

相结合，既充分有效保护，又有序利用和可持续利

用，生态环境质量得到可持续改善。

———循环经济。对资源接近循环使用，上游企

业的废物能够被下游企业利用，旧物回收利用在原

料来源中占据重要比重，基本实现无污染排放。

———高素质的人群。人们的文化素质、身体素

质、道德修养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思想开放，创新

意识强，生产技能和精神状态好；人口预期寿命长；

生活方式科学，远离愚昧和迷信，已成为全面发展的

“现代人”。

———高质量的居民生活。人们的吃、穿、用、住、

行等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达到或基本达到富裕

状态的生活水平。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系统结构分析

依据上述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特征与内涵

的认识，笔者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特指各项社会事

业）和生态建设相互交织的过程，其中：民主法治、公

平正义是政治建设的范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性基

础和政治保障；诚信友爱是文化建设也即精神文明的

范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和精神支撑；充满

活力主要是经济建设的范畴（也有精神文明建设的部

分内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安定有序是社

会建设的范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是生态建设的范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生

态基础。［２］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具有高度的物质文

明、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也是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高

度发达的社会。［３］如果把社会事业的发达（更确切地

说是社会子系统的和谐）称之为社会文明、把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或称生产发展、生态良好、人民生活富

裕）称之为生态文明的话，那么构建和谐社会的成果

可以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

态文明建设水平五个方面综合反映出来。

基于上述认识，如果把和谐社会看成一个总目

标系统，其下可以分为五个子系统，即物质文明子系

统、政治文明子系统、精神文明子系统、社会文明子

系统和生态文明子系统。

物质文明子系统分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

宏观经济效益、统筹发展能力、创新能力、发展活力、

居民生活质量等七个子子系统。

政治文明子系统分为民主、法律法规、公平正义

三个子子系统。

精神文明子系统分为文化建设、道德规范、诚信

友爱、文明典型四个子子系统。

社会文明子系统分为社会事业发展、社会秩序

等两个子子系统。

生态文明子系统分为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环

境保护、生态建设等三个子子系统。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

应根据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系统结构

的分析，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统计监测指标体

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一个指标要能够从其所代表

的某一个侧面反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和特

征，所有指标组合起来能够从各个领域、各个侧面全

面系统地反映一个区域和谐社会构建进程的整体状

况。由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

过程，在选择监测评价指标时，不能单纯选择目前能

找到具体数据的指标，应按照监测评价的实际需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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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目前没有数据的指标应进行专题调查来取得）。

在选择指标的过程中，应遵循代表性强的原则、

相对独立性原则、综合指标优先原则、可比性原则、

直观性原则、敏感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等。笔者依

据上述原则，在各个子系统、子子系统中筛选了具有

代表性的指标，从而建立了具有１个总目标系统、５
个子目标系统、１９个子子系统、５０个具体指标构成
的四层次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见表１。

表１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基本框架

子系统 子子系统 监测评价指标

Ａ１物质文明

Ｂ１经济发展水平 Ｃ１人均ＧＤＰ
Ｂ２经济结构 Ｃ２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

Ｂ３宏观经济效益 Ｃ３地方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重
Ｃ４全员劳动生产率

Ｂ４统筹发展能力
Ｃ５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
Ｃ６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差异系数
Ｃ７城市化水平

Ｂ５创新能力 Ｃ８Ｒ＆Ｄ经费占ＧＤＰ比重
Ｃ９万人发明专利授权数

Ｂ６发展活力 Ｃ１０限额以上工业资产保值增值率
Ｃ１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

Ｂ７居民发展质量 Ｃ１２恩格尔系数
Ｃ１３居民消费水平

Ａ２政治文明

Ｂ８民主

Ｃ１４民主制度健全程度
Ｃ１５基层选举投票率
Ｃ１６每万人拥有律师数
Ｃ１７１６～６０岁人口参加各类社团组织及民主党派者所占比重
Ｃ１８公民对行使自身民主权利的满意度
Ｃ１９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

Ｂ９法律法规 Ｃ２０法律法规体系的健全程度
Ｃ２１公民对执法机关司法公正的满意度

Ｂ１０公平与正义

Ｃ２２高中生性别比
Ｃ２３基尼系数
Ｃ２４城镇调查失业率
Ｃ２５公民正义感

Ａ３精神文明

Ｂ１１文化建设 Ｃ２６万人文化娱乐场所拥有量
Ｃ２７生活消费中文化娱乐消费所占比重

Ｂ１２道德规范 Ｃ２８道德规范文本建全制度

Ｂ１３诚信友爱

Ｃ２９银行不良资产所占比重
Ｃ３０万人消费投诉案件数
Ｃ３１爱心捐款占ＧＤＰ比重
Ｃ３２公民对社会诚信满意度

Ｂ１４文明典型 Ｃ３３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村镇所占比重

Ａ４社会文明

Ｂ１５社会事业发展

Ｃ３４大学生毛入学率
Ｃ３５千人拥有医生数
Ｃ３６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率
Ｃ３７参加医疗保险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Ｂ１６社会秩序

Ｃ３８万人信访人次数
Ｃ３９万人家庭暴力案件数
Ｃ４０万人刑事案件立案件数
Ｃ４１万人安全事故死亡人数
Ｃ４２自杀率
Ｃ４３精神病人占总人口比重
Ｃ４４公民对社会秩序、社会安全满意度

Ａ５生态文明

Ｂ１７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Ｃ４５万元ＧＤＰ综合耗能
Ｃ４６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Ｃ４７“三废”综合利用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

Ｂ１８环境保护 Ｃ４８环保投入占ＧＤＰ比重

Ｂ１９生态建设 Ｃ４９森林覆盖达标率（目前的森林覆盖与应该达到的覆盖率之比）
Ｃ５０城镇人均绿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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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进程监测评价的模
型方法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进程监测综合评价的方

法虽然有多种，但笔者认为，只要科学地解决指标权

重问题和指标的无量纲处理问题，量化值加权函数

法更能使评价过程一目了然，且更能发挥指标的导

向作用。因此，笔者倾向于采用量化值加权函数法

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价。采用量

化值加权函数法进行评价，需要解决两个关键性的

问题：一是要科学确定出各个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

中的权重；二是要科学地进行指标的无量纲处理，计

算各个指标实际数值的“量化值”。［４］

关于权重的确定，笔者认为采用美国学者Ｔ．Ｌ．
Ｓａａｔｙ教授提出的层次分析法（ＡＨＰ）来确定各指标
的权重比较合适；关于指标的无量纲处理，笔者认为

运用美国学者 Ｌ．Ａ．Ｚａｄｅｈ提出的模糊隶属度函数
的方法进行处理比较合适。在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过

程中，关键是确定各个评价指标的“优”、“劣”上下

限（也即通常所说的标准值）。基于“和谐社会”是

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动态的概念，笔者认为它不应

该有具体的“和谐社会”的标准值，因此，各指标的

“优”、“劣”上下限，要从区域之间的相互比较中来

确定：指标属于正向指标的，其最大值 ｘｍａｘ取所有评
价区域该指标值最大的那个区域的具体数值（最大

值是所比较的区域中的最先进值，以此为标准，也有

一种向先进看齐的用意）；最小值ｘｍｉｎ因指标性质不
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有些经济类的指标可以规定

为０，一般是通过论证取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最低
不允许的值（当然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这个

“最小值”不一样，就目前阶段而言，应把全面小康

社会锁定为“有限目标”，本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

程中最低不允许的值）。对于适度指标，首先是确

定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适度值”（“适

度值”可以是一个具体数值，也可以有一个区间范

围，如［ｘ０１，ｘ０２］，其次是围绕这个“适度值”分别确
定出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所不允许的“上

限阈值”和“下限阈值”，即ｘｍａｘ和ｘｍｉｎ，在确定ｘｍａｘ和
ｘｍｉｎ的过程中最好与“适度值”呈对称分布。

解决了指标权重和无量纲化处理这两个关键性

的问题后，即可运用量化值加权函数的方法计算综

合评估结果。

一个区域的和谐社会构建程度可用“和谐社会

总目标指数”和“各个子目标指数”即“物质文明指

数”、“政治文明指数”、“精神文明指数”、“社会文

明指数”、“生态文明指数”来表示。

“和谐社会总目标指数”的基本涵义，是指某区

域中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的各个评价指标综合作

用而形成的实际水平与各个指标均处于所有被评价

的区域中“最先进”状态所应达到的“理想”水平相

比较所定义的指数（各个子目标指数的涵义同上）。

通过计算由各个指标的权数及相应数值的“量

化值”组成的线性加权和函数，即可得到上述“总目

标指数”及其相应的“子目标指数”。按照评价指标

体系中各个指标的排列序号，“和谐社会总目标指

数”的计算公式为：

Ｆ总 ＝∑
５０

ｉ＝１
ｆ（ｘｉ）×ｃｉ×１００％．

同理可分别计算各个子目标指数。

依据上述“总目标指数”及各“子目标指数”的

计算结果，即可进行综合评价结果的分析。根据

“总目标指数”的大小，可以看出各个区域构建和谐

社会的进程如何；将各个区域按其“总目标指数”大

小进行排序，则可以明显比较出各个区域之间“总

体和谐程度”的先进与落后的顺序。将各个区域的

“总目标指数”进行横向比较，区域之间“总目标指

数”相差的百分点，即为其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

的差距。分析各个区域彼此之间“子目标指数”以

及各评价指标之间的差距，可以分析出各自的优势、

劣势、差距和不足，有利于找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进而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扬

长避短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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