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

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

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

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

得胜利的重要经验。”①那么，当前我们处在什

么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

新的历史方位。这是一个重大历史判断。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

了一个新发展阶段。

站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

明确要求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②。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是既充

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的社会，呈现出活力和

秩序有机统一。事实证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

题并不比不发展时少。在新发展阶段，推进新

社会治理，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所谓“新社会治

理”到底新在什么地方？笔者认为，主要有三

个：一是新定位，二是新内容，三是新手法。

一是新定位。所谓“新定位”，就是要把社

会治理放在新的更加突出的位置上。虽然国家

提出推行社会治理、进行社会建设已经多年，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

布局中，社会建设也是五个方面之一，但相对

其他四个建设来说，社会建设常常让人觉得不

够实，“天狗吃天，无处下手”，在落实落细的

时候，往往落得不实不细。笔者到基层调研

时，经常听到基层干部抱怨说：其他四个建设

大家一听都知道怎么建设、应当从哪里下手，

唯有社会建设，“说起来重要，干起来忘掉”。

这种感受到底是为什么？因为在实践中很多干

部的确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准确，“社会”涵义很

大，“社会建设”涵义也广，大“社会建设”里

面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而真正做“社会建

设”时不能把其他建设都包括了；小“社会建

设”在传统概念里又很窄，做实做细时缺乏动

力与活力。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建设？如果

说不清楚，在实践中就常常会被忽视。

新发展阶段是两个百年目标交汇的时刻，

人民的追求开始从小康生活转向美好生活。这

一转变意味着质的改变，需要社会环境更加和

谐。以前我们特别强调实现“富”（创造社会财

富），现在富了之后就要更多地考虑“仁”的问

题（社会和谐美好），不能为了“富”而“为富

不仁”，否则再多的社会财富也不会有全体的美

好生活。

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相对于“不充分”，“不平衡”更能挑

动人们的神经。不平衡又分为很多种，有地区

不平衡、阶层不平衡、行业不平衡等，但笔者

认为，根本性的不平衡依然是经济发展与社会

发展的不平衡。因为相对于经济发展，社会发

展还很不充分，“两条腿走路”，社会发展这条

“腿”一直没有跟上。正如国务院研究室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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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院长魏礼群所讲，当年他在主持起草有关规

划的时候，坚持把“经济发展”改为“经济社

会发展”，一定要加上“社会”二字，就是担心

社会发展这条“腿”被忽视。从实践来看，现

在大家还是讲经济发展多、讲社会发展少，由

此导致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常常有获得而无获得

感。有获得，是因为经济发展了，人民有钱

了、腰包鼓了；无获得感，是因为社会发展不

充分、不平衡，社会环境还不够美好、不够和

谐。与此同时，现在许多经济问题的瓶颈，比

如创新创业动力不足、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其

根源还是在于社会问题，就是社会认知、社会

心态、社会品位、社会结构还需要发展与提

高，从而消除社会“内卷”“内耗”现象。如果

不把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上，许多经济问题便解决不了或者难以根本解

决，即使经济发展上去了，老百姓也得不到相

应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是新内容。所谓新内容，是指社会治理

的重心要从“小治理”转向“大治理”，从连接

转向团结。“社会”这个词本身是多义词，它的

内涵大体可以分为“小社会”和“大社会”两

种。在笔者看来，“小社会”通常指那些比较默

默无闻的、容易被忽视的特定群体；“大社会”

则指人类所创造的整个生产和生活系统。以

前，社会治理主要是面向“小社会”，主要任务

是兜底、扶贫、助弱，主要功能是保证弱势群

体不流泪、不掉队，让他们能跟上整个社会的

节奏和水平。也就是针对社会短板拾遗补阙，

把他们与社会的其他部分连结起来。而下一

步，我们的社会治理要转向“大治理”，也就是

怎样使社会的各个板块——政治、经济、文化

等都更好地衔接起来、耦合起来，形成一个更

细腻、更完整的系统，是“系统治理”。社会治

理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拾遗补阙，而是在各个板

块、各个群体之间穿针引线，更好地协同发

展，彼此团结、携手创新。尤其是在新发展阶

段，共同富裕必须取得更加明显的进展，更需

要社会治理的内容从“小治理”转向“大治

理”，从连接转向团结。

三是新手法。所谓新手法，是指社会治理

要更多地从“为社会”转向“靠社会”。也就是

说，要把社会从一个治理的对象和静止的点，

变成一个动态的过程，要让群众更多地参与社

会治理的过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

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从之

前的共建共享，到共建共治共享，共建主要是

讲所有权问题，共享主要是讲收益权问题，共

治则是一个参与权的问题。事实上，从社会学

的角度来说，很多时候群众不但要获益，而且

要参与。参与的过程本身也能创造幸福感。就

像现在很多老年人，光给他送温暖、送福利，

他还觉得不够，并不能带来足够高的幸福感，

一定要让他们参与一些事情，“老有所为”，他

们才觉得自己有价值，幸福感油然而生。

当然，让群众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并

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怎样组织群众参与，既

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难题。但重要的是，我

们党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那就是群众路

线。现在社会治理要从“为社会”治理转向

“靠社会”治理，一个重要路径就是走好新时代

群众路线。重点是要把群众路线的两个方面有

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是继续做好服务和保障

群众的工作，另一方面是要旗帜鲜明地教育和

引导群众。这样才能把群众的创新能力、创造

能力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让群众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充分地涌流，在新时期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更好地

实现。

① 《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人民日报》，2021年1月

12日，第1版。

② 同①。

（责任编辑：朱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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