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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时代
背景，对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渊源、现实依据、国际比较、基本内涵、目标任务、主要原则
、具体路径等进行全面论证，归纳了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揭示了意识形态
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关联，探讨了适应和谐社会构建要求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路径，并对中
外国家或执政党构建和谐社会及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做法和经验进行了一定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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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呼唤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　一、实践性是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
　二、斗争型意识形态与和谐型意识形态　三、社会转型的伟大实践呼唤意识形态的转型与创新第一
章 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正确认识意识形态的地位是构建和谐社会
的重要前提　二、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　三、积极推进意识形态建设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第二章 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　一、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
　二、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　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　四、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
主要功能第三章 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渊源　一、传统社会和谐文化及其对当代意识形态建设
的重要启示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对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意义 　三、我国主
流意识形态在历次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发展轨迹与建设经验第四章 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依据　
一、构建和谐社会对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当前意识形态建设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根
源　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基础与理性选择第五章 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国际比较　一
、发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构建及其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　二、苏联在社会变革中意识形
态建设的经验教训与历史警示第六章 意识形态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关联与互动　一、理论支撑
：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完善与社会和谐理念的确立　二、利益整合：意识形态社会整合功能拓展与和谐
社会多元利益的协调　三、价值导向：意识形态合法性认同与和谐社会价值体系的建构　四、秩序保
障：意识形态调控功能创新与社会和谐秩序的维系第七章 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
、任务与原则　一、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意识形态建设的总体目标　二、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意
识形态建设的主要任务　三、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意识形态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第八章 和谐社会
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途径　一、理论建设层面上意识形态学理权威的积极建构 　二、思想教育层面上
意识形态渗透功能的有效发挥　三、文化建设层面上意识形态引领功能的不断完善　四、舆论宣传层
面上意识形态导向功能的不断加强　五、社会心理层面上意识形态调控功能的切实更新　六、制度创
新层面上意识形态先导作用的充分凸显第九章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　一、主流
意识形态要在为和谐社会构筑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导向中不断巩固和创新　二、坚持以人为本，充
分体现意识形态的人文关怀　三、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有效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　四、增强
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五、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地位结束语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　一、充分认识和谐社会
意识形态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作为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指针　三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　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为不断推进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力保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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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　实践呼唤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我们党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高度，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和奋斗目标。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无非有两种状态，一种是革命转变的质变状态，一种是和平发展的量变状态。
而无论是革命转变时期还是和平发展时期，都需要用相应的意识形态来统一思想和凝聚人心。
在革命转变时期，为了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必须提倡斗争精神、斗争哲学和斗争型意识形态；而在和
平发展时期，为了巩固和发展新的社会制度，则需要倡导和谐理念、和谐哲学和和谐型意识形态。
我国近代从鸦片战争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前，是一个危机、战争与革命时期。
为了推翻“三座大山”，把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无疑必须提倡
斗争精神、斗争哲学和斗争型意识形态。
但在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斗争哲学和斗争型
意识形态，因而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失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随着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历史任务，十六届六中全会进而制定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纲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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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意识形态建设，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当代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崭新领域。
目前，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把意识形态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结合起来加以
专题研究，却是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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