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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在于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健康快速发展。
经济与科技发展是社会和谐与进步的物质基础，必须予以充分重视。
但是，经济与科技发展并不能必然带来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换言之，物质文明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作为和谐社会的政治条件和思想基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物质文明
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生态文明的建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功能与价值，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因此，在重视发展经济和科技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发展，更不能轻视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建设、法制建设、思想道德建设、社会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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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着互惠互利式的交往。
竞争与合作是不可分离的，人们为了生存、发展或占据优势地位而竞争，另外，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
败之地或为了防止两败俱伤式的恶性竞争而开展合作。
总之，现代人的交往所具有的功利色彩比以前更加深厚。
　　正是由于新形势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具有了新的特点，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需要特别注意防止人们之间的利害冲突，化解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矛盾。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有些人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冲突性的矛盾，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存在
是斗争思维的表现，因为消灭了剥削阶级就结束了对抗性矛盾，全体人民的团结一致是社会主义基本
特征和优越性的表现。
其实，这是认识上的重大误区，在理论上它违背了矛盾普遍性存在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上它抹杀了矛
盾存在的客观事实。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党在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实现了拨乱反正，摈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错误观念，实现了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社会中就清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争斗。
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生产能力尚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水平，资源性
的紧缺导致占有性的争夺，供需性的紧张与过剩造成相关利益方的冲突，这些客观矛盾的存在势必形
成人与人之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和谐。
毛泽东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
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
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
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
①确实，存在矛盾和承认矛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矛盾或否认矛盾的存在。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正视矛盾，分析矛盾、化解矛盾。
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并不是要去追求人与人之间毫无矛盾的理想状态，而是要求人们之间求同存
异，彼此理解、相互包容、加强沟通、消除隔阂、化干戈为玉帛，化敌对为友好。
　　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和谐”不等于“同一”。
“同一”意味着毫无差别，它往往建立在某种单向度的意见之上；而“和谐”的内在含义则首先表现
为多样性的统一上，即所谓的“和而不同”。
理解或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不能简单地或单向度地认定为“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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