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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强化历史
思维 

洪大用，社会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本文系作者2019年7月6日在“第九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上的主题发言。*

历史是一面镜子，既能照清当下的状况，

也能启示未来的方向。历史思维是科学思维

的重要内容。无论对于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

象的研究，都应关注历史过程，考虑时间维

度，把当下纳入历史与未来的连续统中。推进

社会治理现代化，既要着力当下，着眼未来，

也要回望历史。甚至说，正确的历史思维，有

助于更好地把握当下，更好地面向未来。

一 般 意 义 上 ， 社 会 治 理 作 为 一 种 社 会

实践，与人类社会相始终，自从有了人类社

会就有了治理实践。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不同的治理理念和各具特色的治理实

践。在“现代化”的情境中提出社会治理，

是一种反思性的概念，这样一种治理理念是

晚近时期的产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

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这是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之一，包含了非常丰

富的内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更加系

统地研究社会治理，为社会治理实践提供更

好的学理支撑。而更加系统的研究和更好的

学理支撑意味着很多方面的要求，强化社会

治理的历史思维就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洪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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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更加系统地研究社会治理，为社会治理实践提

供更好的学理支撑。而更加系统的研究和更好的学理支撑意味着很多方

面的要求，强化社会治理的历史思维就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强化社会治

理历史思维，要求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巨变进行更加深入准确的分析，

要求我们对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有充分的研究和自觉，要求我们对

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保持充分的自信，要求我们对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

代化的历史责任保有充分的自觉。

社会治理现代化  历史思维  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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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70年回顾与前瞻

一、强化社会治理历史思维，要求我们对当

代中国社会巨变进行更加深入准确的分析

当今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深刻而广泛的

社会变革。整个人类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

变局，中国巨变是整个世界巨变的重要组成

部分。

对于中国现代化以来的社会巨变，可以

从很多方面做分析。比如人口流动、城镇化、

产业变化，以及社会组织、社会阶层、社会

结构、社会交往和基层社区等等方面的变化，

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着眼这些变化，

研究这些变化，因应这些变化。但是值得强

调的是，我们要特别关注当代中国社会巨变

的实质。这里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是认为

中国社会巨变是西方现代化的扩展或在西方

现代化冲击下的反应；二是强调中国社会巨

变的内生性，认为中国社会巨变是中国传统

社会的延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当代中国的

伟大社会变革即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设想的模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

的翻版，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

也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可

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这种沧桑巨变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

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在正确认知

变化了的世界基础上的一种伟大创造。这样

一种创造是空前的，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运

用正确的历史思维，而不是戴着各种已有的

眼镜来看中国社会巨变，就会对中国社会巨

变有一种更加深刻、更加本质性的把握。而

这种更加深刻和本质性的把握，恰恰是推进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我们不可能盲

目借鉴照搬什么模式，也不可能再简单地回

到过去时代的传统式的社会治理，我们只能

创造。

二、强化社会治理的历史思维，要求我们

对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有充分的研究

和自觉

一般意义上看，社会治理与人类社会密

切相关，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社会治

理的实践需要。人类历史在演进过程中，不

同地域、不同国家和不同文明都发展出各具

特色的治理模式。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基于

农业社会发展出来的是静态的、伦理的、宗

法的治理模式，这样一种治理模式曾经延续

很长时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实行计划

经济体制，快速推动工业化，采取了高度组

织化的带有行政命令特征的方式来推动社会

治理，这种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刚性和封

闭 性 ， 但 在 特 定 历 史 时 期 也 发 挥 过 积 极 作

用。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走过弯路，以为

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能够自发带来新的社会

秩序，一些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和失控导致

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强调调

整政府职能，把扩大公共服务和加强社会管

理列入政府重要职能。新世纪以来，我们越

来越强调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强调在市场

经济发展基础上要同时重视政府和市场两个

主体，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改善公共服务，

推进社会治理。很明显，在社会治理的不同

历史阶段，其实都有各具特色的治理实践。

现在很多人关注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

化过程中的社会治理实践。自从20世纪90年

代以来，西方公民社会和西方治理模式受到

很多人关注，这对于中国社会治理政策和实

践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今天要推进中国

社会治理现代化，我们需要对历史上不同类

型的社会治理实践及其背景进行更加深入的

分析，保持充分自觉。唯有如此，才能直面

中国社会实际，确立我们创新社会治理的出

发点和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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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社会治理的历史思维，要求我们

对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保持充分的自信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取得

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

的基础上，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整体上保证

了社会的持续安全稳定，促进了社会公平正

义，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际影响力快

速提升，这个成就是史无前例的。新中国社

会治理70年取得了伟大成就，我们对在新时

代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充满自信。这种自

信的基础就在于党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制

度不断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立场和不

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宏伟目标，

这些都是引导全体中国人民积极投身于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重要保证。我们相信

新时代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更加坚

定地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奋

进，将会更加充分地调动广大人民自觉参与

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保证社会即充满活力又

安定有序。只要我们认真总结新中国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治理道路的重要经验，只要我们

坚持这些经验并不断发展完善， 那么我们完全

有信心加快构建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并提

升社会治理能力。勿忘历史，正确看待历史，

是我们对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保持充分自信

的源泉。

四、强化社会治理的历史思维，要求我们

对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责任保

有充分的自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我

们每个人都是当事人，都是推动者，不能做

旁观者。作为学术研究者，我们要努力做到

知行合一。特别是面对中国现代化前无古人

的伟大实践，我们很多的实践经验，很多的

制度设计，很多的治理模式，都是不断摸索

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推进社

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在于创造，在于以目标

为导向，问题为导向的创造，不是简单的借

鉴和复制。我们要更多地深入基层，广泛开

展调研，认真倾听人民群众的声音，尊重人

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者，中国人民有着丰富的实践智慧。我们对

巨变的社会实践保持充分自觉，对人民群众

的创造保持充分尊重，在此基础上，系统性、

学理性地总结推广，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治理体系和模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治

理理论和思想，对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有效

指导，同时也发展社会治理学科，这是我们

学者的责任。

总而言之，我们在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

现代化，必须要强化社会治理的历史思维，

这就意味着对当代中国社会巨变要有更加深

入的分析，对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要有更加

充分的自觉，对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要有充

分的自信，对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历

史责任要有切实的履行。最终，在新时代强

化社会治理的历史思维，意味我们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意味着自觉、自信、自为。

对于研究者来说，我们要更加系统、更加科

学地研究社会治理实践，创新社会治理理论，

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

伟大实践，服务于广大人民的福祉，服务于

社会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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