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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社会建设的逻辑及路径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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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新时代中国社会面临三个新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社会治理进入“新格局冶;
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加强和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 指出中国社会建设需要把握三重逻辑:发展逻辑是

厘清新时代与社会建设的关联,以适应主要矛盾的转化;内在逻辑是把握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关系,助力经济

转型升级;行动逻辑是准确定位社会建设的发展要求,创新社会治理。 中国社会建设应朝着更加“精细化冶“精准

化冶方向发展,实现三大路径创新: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基础,以创新社会治理为渠道,以提升社会组织能力为依

托,激发社会活力,最终实现新时代社会建设体系和能力的综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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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1]。 加快社会

建设是新时代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
我国经过 40 年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发展从传统的

劳动密集型转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资本密集型。 这一

时期,随着我国经济转型步伐加快,发展形式日益多

样化,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催生了新的社会发展格局,
由于新旧经济模式相互交织,转型“阵痛冶凸显。 因

而,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仅制约了经济

的转型升级,也制约了社会转型。 这些新的挑战和

问题在新时代对我国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发展

要求。

一、社会建设相关文献论述与问题提出

新时代,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各种社会矛盾

和问题日益凸显,社会建设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

热点话题。 我国的社会建设是一个本土化的学术语

境,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 党的十七

大报告指出,“社会建设冶最先与经济、政治、文化建

设一并构成“四位一体冶现代化建设格局[2];我国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具体任务[3];党
的十八大正式提出“五位一体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格局[4];党的十九大则进一步提出:“提高保障

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冶 [5] 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提出:“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冶 [6] 由此,我国社会建设

的发展定位、任务和目标逐步明确。
学界关于社会建设的探讨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

研究,近来,有关中国社会建设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

在五个方面:(1)对社会建设的内容和建设领域的

阐述和界定;(2)关注社会建设的经济社会情境;
(3)对社会建设的重点和难点进行探讨;(4)社会治

理逐渐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5)从社会政策托底

层面构筑社会建设的政策框架[7]。 学界现有研究

关于社会建设的内容理解从社会学层面阐述较多。
陆学艺认为,社会建设就是“通过有目的、有规划、
有组织的行动,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增进

全体成员共同福祉,优化社会结构冶 [8]。 郑杭生认

为,社会建设就是建立合理配置资源、社会机会和社

会结构的社会机制,形成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

组织和社会力量[9],民生领域是社会建设的主体内

容[10]。 现代社会建设需要优化人口品质、完善保障

机制、推进自由平等、理顺社会流动[11]。 传统的发

展战略主要缺陷之一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的

复杂性,没有考虑到各种复杂性与其他关键的发展

领域,诸如经济、政治、和环境等层面的互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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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2]。 在对社会建设的社会情景进行分析中,学术

研究领域有两种分析思路。 一是通过探究社会建设

与经济建设的互相作用进一步探讨社会建设。 景天

魁认为,加大民生投入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

用[13]。 李旭辉,朱启贵通过构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

评价体系,证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与民生状

况的改善、社会和谐度的增强密切相关[14]。 二是从

社会结构层面剖析社会建设。 李璐璐认为,以权力

和制度分化为基础的阶层已经构成中国社会的结构

性基础[15]。 宣朝庆进一步指出,社会结构特质决定

了社会建设的基本形态[16]。 李培林主张,我国在治

理中应重视社会结构的变化[17]。 也有学者认为,我
国在快速社会转型进程中,社会建设领域出现了滞

后的现象[18]。 还有学者提出,社会分化、网络对实

体社会的冲击[19],条块结合的治理格局[20],超大规

模的城镇化、社会不平等问题是社会建设迫切要解

决的难题[21]。
进入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上升到国家

战略高度,使得学界对于社会建设的理解逐渐向社

会治理层面转移。 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拓宽了社会治

理的内涵。 学界现有的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层面和

维度较为广泛。 一类学者是从“社会转型冶、现代化

建设看待社会治理问题[22],主张深入分析社会发展

转型的“独特性冶 [23];另一类学者是从人类命运共同

体思维角度理解新时代全球社会治理[24]。 与此同

时,学界有关社会建设的研究相对减少,不少研究模

糊了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边界[25]。 由此,学界也

引发了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关系之争。 有学者认

为,我国社会治理在外延上等同于社会建设;也有学

者则认为,社会治理仅属于社会建设的一个方面。
尽管学界对此存在较多分歧,但已有的研究基本赞

同将社会治理作为社会建设的一个方面来理解。 笔

者认为,社会治理突出调动多元参与主体,采取治理

行动以化解和预防社会风险;而社会建设则除了要

在社会治理层面实现创新,还需要通过保障和改善

民生以实现社会结构的优化、社会秩序的协调。 社

会建设作为“五位一体冶现代化建设总布局的重要

一环,内容更丰富、包涵的范围更广。 新时代我国社

会建设应当顺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安排[26],以
改善民生为基础,以加强社会治理为依托,推动高质

量社会建设,实现社会现代化[27]。
学界关于社会建设的已有研究为我们理解社会

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视角。 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在于它

有助于“柔化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经济的转型升

级创造有力条件。 笔者认为,纵观学界现有的研究,
许多学者不仅依然将社会建设理解为经济发展的

“配套措施冶,而且社会建设在社会实践中也没有得

到应有的重视,且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所带

来的问题比比皆是。 我国在社会转型发展中出现的

一些新态势迫切需要强化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

治理[28]。 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创新社会治理

体制冶“共建、共治、共享冶的新发展理念对我国社会

建设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 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

建设面临的新变化是什么? 社会建设的发展逻辑是

怎样的? 学界和社会如何顺应时代潮流,构建社会

建设的发展路径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

问题。

二、新时代、新变化与社会建设

新时代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创造新的

发展机遇的阶段。 随着经济社会转型进一步深化,
我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许多新的发

展问题。 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

变化:新的社会矛盾的转化、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社会治理进入新格局。 这是三个最为典型的变化特

征。 笔者认为,深入分析这些变化的内在根源,其背

后都蕴含着加强和创新社会建设路径的内在诉求。
因而,新时代、新问题对我国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发

展要求。
(一)新时代的提出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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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 [5]新时代是基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阶段的判断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发展战略,也
是党和国家为了更好地应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的现实需要。 新时代蕴含丰富的理论内涵,学界

对新时代做出了许多界定和理解。 有学者从“历

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冶三个理论层面分析

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9] ;也有学者认

为,新时代是在“站起来冶和“富起来冶的基础上向

“强起来冶迈进的时代。 新时代进一步明确了“三
步走冶的发展时间节点,并成为实现“百年奋斗目

标冶的关键时期。 从学理层面来看,新时代是基于

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矛盾转化、中国参与全球化程

度的判断提出的。 新时代在经济层面的具体表现

特征是,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更加

强调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强调经济社会的均衡发

展;在社会层面的表现是,随着社会矛盾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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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了新的发展理念,更加重视均衡和公平。 同

时,新时代也面临着许多新的发展议题和发展挑

战,如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精准扶贫工程进入脱

贫攻坚阶段、社会治理能力不强等问题,迫切需要

对社会建设进行新的发展定位和战略创新。
(二)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变化与社会建设

当前,学界对于新时代的研究大多将视野聚焦

在政治层面的研究,一般的思路是从宏观的政治视

角来理解新时代以及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
对新时代的理解和定位,需要从更广泛的社会和经

济发展层面来理解。 步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日趋繁复。
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区域经济水

平呈现不均衡的增长,带来的结果是区域分化、贫富

差距拉大,由此进一步引发社会结构失衡、社会问题

频发;而且不均衡的发展成为当前威胁社会稳定、制
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 因而,本文认为,
运用传统或者单一维度理解和认识新时代经济社会

的发展是不充分的,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型需要运

用新的综合分析视角和分析框架。 从这个角度来

看,新时代新的变化不仅包含政治、经济发展的层

面,还广泛的体现在社会建设领域中。 新时代的新

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

化,新的矛盾转化需要在新的发展时期作出新的分

析和解构,二是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更加重视实现

“均衡发展冶目标;三是社会建设进入新格局,需要

创新社会治理。
1郾 新的社会矛盾的转化

我国新的社会矛盾的转化是新时代社会发展

必须优先明确的基础性问题[30] 。 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

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冶 [5] 在这

种新的矛盾转变之下,我国发展建设蕴含着追求

公平发展,重视社会质量的目标要求,而过去关于

社会矛盾的界定主要是依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

和任务目标来进行划分,包含的范围较窄,仅停留

在优先发展经济层面。 我国新的矛盾的转化,则
拓宽了主要矛盾的意涵,并且新的主要矛盾的转

化不仅是对经济发展的重新定位和解读,更是对

新的社会发展理念和思维的新拓展。 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不仅仅是物质的极大满足,更多的是

追求发展型需要的满足和获得感、公平感的增强,
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逐步转向社会层面。 因为

“不平衡不充分冶主要是由于长期优先发展经济所

带来的区域、城乡差距所引发的社会分化,以及经

济发展不完善不成熟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增多造成

的,所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契机是我国面临新

的发展问题和发展变化。 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

发展水平的提升,社会成员对教育、医疗、公共服

务等领域的需求不断提升,对实现自我成长、社会

参与、提升社会价值的需求也不断增强。 这些都

是我国主要矛盾转化后面临的新的发展议题。
2郾 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十三五冶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处在了转型

升级的关键时期。 “经济新常态冶成为这一时期主

要的经济特征。 新常态一词最早来自美国,随着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有学者提出了“新常

态冶一词来形容经济增长缓慢。 相比较国外,中国

的经济新常态不仅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更受

到经济体制自身特点和发展形式的影响。 经济新常

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是指经济增长速度逐

步放缓、“经济结构全方位优化升级冶、经济发展目

标从追求速度向追求质量和效益转变的新阶段[31]。
我国的经济新常态对社会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

深刻地影响,机遇与挑战并存。
经济新常态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机遇主要表现在

三个方面:一是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
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升质量、产业合理布局创造

了契机。 二是催生政治新常态。 在转变经济发展的

方式下,经济现象往往与政治问题密切关联。 三是

社会建设成为重点。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

的劳动密集型转向创新驱动的资本密集型,新的经

济增长方式催生新的社会发展格局。 同时,经济新

常态带来的不利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一是从经济方

面来看,最大的挑战是“经济换挡期冶新旧模式交

织。 传统的产业转型面临升级困难,附加值较低的

行业将会面临破产、被淘汰的局面,可能引发新的社

会问题。 我国转型时期的经济水平提升更加依靠技

术进步和“高端冶技术人才,随之带来劳动力成本的

上升。 虽然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能力提升的直接表

现,但会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劳动力产生较大冲击。
此外,经济转型还会出现所谓的“资本抽离冶现象。
即随着劳动力价格上升,部分资本趋于从内地流向

沿海发达地区流向东南亚等廉价劳动力国家,从而

产生劳动力分化和地区分化问题,导致劳资关系失

衡,社会群体的剥夺感增强,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

棘手的民生问题不断增多。 同时,经济放缓很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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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出现内需不足,通货膨胀、宏观政策不稳等问

题。 如果我国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过程中,经济

发展质量和效率没有明显的提升,将会引发更多的

社会矛盾。 二是从社会层面来看,新时代制约经济

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

决。 其典型表现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严重不

平衡,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 虽然我国社会建

设滞后的因素有很多,但从根本上来看,主要因素为

长期以来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忽视了社会发展。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均衡,导致区域、城乡之

间社会公共服务及各种资源分布不均匀,那么区域

发展差距就会拉大、社会分化增大、社会问题凸显。
三是从政府职能来看,我国的发展战略长期局限于

优先发展经济,使得政府公共职能弱化。 当前,由于

我国公共服务和公共行动的能力不足,效率较低,公
共产品提供不充分等已成为新时代制约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瓶颈。
3郾 社会治理进入新格局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要议题,
也是社会建设的两大主题之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冶,建立“共建、共治、共
享冶的社会治理新格局[5]。 这是新时代我国社会建

设战略的重要定位。 “共建冶侧重社会治理的制度

体系建设,即从制度层面构筑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
消除阻碍社会参与的各种障碍和藩篱,打通社会参

与的多种渠道,确保参与有门,参与有序。 “共治冶
则强调社会参与的途径和方式更加灵活,通过调动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 “共享冶
指的是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社会建设成果,实现社会

公平正义。 这三个新格局的出现要求我们应当重视

运用整体性的发展思维看待社会治理,从制度建设、
参与途径、治理方式层面不断增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从发展的微观层面看,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具体的表

现是社会治理的重心下移,需要充分发挥基层社区

和社会组织的作用。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社会建

设的主战场在基层社区,较为典型的国家是美国。
其社区是高度自治的社会形式,拥有专业化的社会

组织、基金会和社会工作者。 社区承接大量的社会

事务,并在基层发挥着最为核心的作用。 相比较美

国,我国的社区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

务的基层组织形式,理应成为承接各种社会事务和

社会服务的主要平台。 目前,由于我国基层社区参

与社会治理的能力还不够,基层社区面临着公共性

不强、社区活力不足、提供服务的能力不够、资源获

得不充分、人才缺乏等问题。 社区承担着政府的大

量行政工作,对政府的依懒性过强,成为政府在基层

的一条“腿冶。 这也背离了社区的基本发展职能,导
致其自治性和独立性不足。 因而,新时代我国社会

治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社会组织的活力和自主

性尚缺乏活力。

三、新时代社会建设的三重逻辑

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新的社会矛盾的转化,经
济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社会治理进入新格局。 这三

个新变化互相影响且互相作用。 这一时期,由于我

国经济社会处在双重转型阶段,市场利益与社会分

化交织在一起,极易引发社会风险和社会问题。 而

社会建设的本质就是协调经济社会利益关系,化解

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 因此,本文认为,社会建

设能有效应对新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新时代三个新

变化,对应着社会建设的三重发展逻辑。 首要发展

逻辑应当是厘清新时代与社会建设的关系,以适应

新的社会矛盾转化。 新的社会矛盾的转化要求我们

不能再按照传统的思路进行社会建设,需要顺势转

变思维,重新理解新时代社会建设的发展定位。 其

次,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新的生产方式带来新

的社会利益格局和多元社会结构,需要把握好经济

发展和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

转型。 最后,社会治理进入新格局,如何创新社会治

理手段,如何有效调动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如何

通过积极的社会行动化解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建设面

临的新议题。 我们要进一步明确新时代社会建设的

发展要求。 总而言之,我国新的主要矛盾的转化蕴

含着社会建设的发展逻辑;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蕴

含着社会建设的内在逻辑;社会治理新格局蕴含着

社会建设的行动逻辑。
(一)适应矛盾转化:发展逻辑是厘清新时代与

社会建设的关系

社会建设是我国新时代新的发展任务,有助于

弥合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增强发展的动力,为我国实

现新的更大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社会建设的基本

内涵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提升和改善人民群众的

生活质量,通过创造公平的社会机会让全体社会成

员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最终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

的。 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处在双重转型阶段。 这

一时期社会结构趋向多元化,社会关系复杂多样,人
们的生活方式、生活需求、价值观都发生了较大的改

变,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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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形式。 因而,新时代社会建设需要建立一套科学

有效的社会建设机制来适应新的社会矛盾转化。 新

时代的社会建设不再是传统的粗放式管理,而是要

在协调多元主体关系中不断提升社会质量。 从国际

发展趋势来看,社会的转型和变革必然伴随着社会

重要领域的相应调整和创新。 20 世纪末以来,西方

国家开始对“新自由主义冶进行反思,“社会性冶逐步

回归主流。 各国开始重视研究“社会质量冶问题,并
不断加强社会建设,在儿童权利保障和青少年教育、
家庭政策支持、社区管理、老龄化问题等方面都有推

进与发展。 社会建设及社会政策应当有效回应公民

多元化、多层次的需求[32]。 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

化引领新的社会发展方向,需要用新的思维引领社

会建设。 因此,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要朝精准化、
精细化方向发展。 精准化的社会建设不仅需要具备

处理复杂问题、协调复杂关系的能力,更要在保障和

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我们既要注重提供精准的社会服务来增强社会群体

的满足感和获得感,还要不断增强社会安全感和信

任感,并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新时代

社会建设的核心目标[33]。
(二)助力经济转型:内在逻辑是把握好经济发

展和社会建设的关系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进一步把握好经济发展

和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明确发展目标和任

务。 目前,学界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

很丰富的研究,普遍认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相互

支撑、相互促进。 首先,经济发展方式从根本上决定

着社会发展。 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推
动了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的过程中催生了新的社会态势。 如由经济发展差距

带来的社会利益分化、区域差异逐步拉大、职业结构

的多样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兴社会结构、老龄化社

会等,使得社会体制发生了诸多变化。 这些新的社

会结构态势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引发了新的社会

风险,还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我国经

济体制的调整必然伴随着社会体制的变革和调整,
只有两者之间协调发展,才能提升民生福祉,实现社

会和谐,而且社会发展水平深刻影响着经济的进一

步提升。 其次,安定有序,公平正义的社会,有助于

提升生产力水平和质量,帮助激发经济发展活力。
从社会实践来看,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民生事业

及社会政策具有调节经济的作用,能够为经济建设

创造稳定的空间。 社会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

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目前,有经济学家提出“下溢

假设冶,即只要经济持续增长、蛋糕越做越大,其他

所有的问题都迟早会迎刃而解[34]。 笔者认为,这个

观点有失偏颇。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之所以

能一直领先世界,根本的原因是实现了社会与经济

建设的同构。 从北欧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来看,社
会建设在对经济持续增长中的作用是突出的。 例

如, 20 世纪 60 年代,欧洲福利国家芬兰在全国范围

内建立了全民基础教育,同时注重改善人民的健康

状况,并采取积极的社会政策以实现公平的收入分

配。 随之,芬兰的人力资本显著提升,并培育了大量

的健康劳动力,在第三次科技浪潮中再一次抓住了

机遇,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35]。 从理论层面来

看,近年来,第三条道路理论对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

政策的走向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最核心

的观点是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互相促进的,运用

积极的社会政策能更好的实现社会公平和经济健康

发展。 因而,重视社会建设,运用社会政策来解决社

会问题,化解社会风险成为当前全球发展的普遍

共识。
社会建设不充分会使社会结构失衡,进一步影

响经济发展秩序。 未来的经济发展如何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否成功,市场经济体

制下必须要有社会政策来为民生托底,只有市场经

济与社会政策相结合才能达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

标[36]。 从现实看,我国新的矛盾的转变从根本上来

说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 当前,我国的

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 GDP 仍然远远落

后发达国家,社会建设面临突出的困难和多元化挑

战;而社会建设长期滞后经济发展,我国则极有可能

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冶的社会风险。 如果仅仅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而忽视社会发展方式,我国的经济发

展则很难长久可持续运行。 因此,我国要实现高质

量的经济发展,还应该以推进社会建设作为发展的

必要手段,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协同发展才能有效

解决当前存在的棘手问题。
(三)加强社会治理:行动逻辑是明确新时代社

会建设的发展要求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应当要明确社会建设的目

标取向、把握好社会建设新的发展要求、及时调整社

会建设的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 我国社会建设新的

发展需要以加强社会治理为依托,重视提升“社会冶
的发展,提升对“社会冶的认知和重构能力。 新时

代,我国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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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更加重视治理的效果,提升社会建设的弹性和

灵活性。 近年来,以精准扶贫为例,中央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和省级财政扶贫投入不断增加,全国脱贫人

数逐年下降,但脱贫的投入产出比越来越低。 目前,
我国脱贫攻坚仍然面临顽固藩篱,贫困人口仍存在

能力不足、社会资源匮乏、返贫风险增强等问题。 这

反映出我国精准扶贫之路仍然任重道远,同时,也暴

露出社会建设的发展成效需要进一步提升。 二是实

现社会公平正义,推动资源均衡分配。 公平正义是

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

“不患寡而患不均冶的文化传统。 新时代,我国主要

矛盾的转向对社会公平正义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

在资源分配方面,能否实现社会服务与公共资源领

域的机会平等是检验社会治理成果的试金石。 三是

促进社会整合与融入。 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的目

标之一应是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得到温暖和关

爱,同时又不损害社会成员的合理自由。 当前,我国

在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前提下,流动人口在社会、经
济、文化、心理等层面的融入直接关系到城镇化质量

的提升,同时也是社会融合的重要方面。 因此,我国

应妥善处理社会融入问题,帮助促进不同群体间的

沟通和融合,营造健康、充满活力的社会文化环境是

新时代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 当前,由于社会面临

的风险和挑战增多,社会建设和治理的形式日益复

杂,任务更加艰巨。

四、新时代社会建设的三大创新路径

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的三重新变化蕴含社会

建设的三重逻辑,这三重发展逻辑是为了更好的厘

清和应对社会新变化所带来的新挑战。 新时代社会

建设的三重发展逻要求实现三大路径创新:以保障

和改善民生为基础;以创新社会治理为渠道;以提升

社会组织能力为依托,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实现新

时代社会建设体系和能力的综合提升。
(一)不断提升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水平

提升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水平,最基本的就是要

转变社会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 党的十九大提出: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冶的发展理念。 新

时代的发展应当是以全体人民的福祉为本的发展,
全体社会成员应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37]。 这就要

求我们要以人为本,更加重视提升保障和改善民生

的水平。 要运用底线思维适时调整社会结构和多方

利益[38]。

1郾 为脱贫攻坚提供更加有效的社会支持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

目标。 新时代,我们要更加重视保障和改善弱势群

体的基本生活。 社会弱势群体始终是我国社会建设

体系关注的重点与焦点,社会建设的公平性应当体

现在使发展的成果有效地惠及包括社会弱势群体在

内的全体社会成员。 以精准扶贫为例,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要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在 2020 年如期脱

贫冶 [5],吹响了脱贫攻坚的冲锋号,也为社会建设在

新时代实现新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 我们要贯彻落

实精准扶贫政策,确保扶贫对象靶向瞄准、扶贫资金

精准到位,扶贫措施确实可行;同时,精准扶贫需要

专业同构性,应运用增能与社会支持手段,积极调动

社会工作力量参与精准扶贫,帮助弱势群体完成资

源链接与能力建设。 社会组织尤其是社会工作人才

队伍在提供专业性社会服务领域具有先天优势,可
以成为组织与传递社会资源、增强弱势群体脱贫信

心与决心、助力精准扶贫的有生力量。 新时代,我国

社会建设就是要形成多位一体的社会合力,鼓励政

府、市场、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同时,调动贫困人口自

主性、积极性和参与性,建立一套有效的社会治理机

制共同实现脱贫攻坚宏伟目标;在打赢精准扶贫战

的同时,也要重视解决好人们的发展型贫困问题,真
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2郾 促进发展型需求的满足,增强获得感和满足感

“好社会冶的标准是能够让全体社会成员过上

美好生活[39]。 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的重点是进一

步加强社会软实力建设,提升社会质量。 进入新时

代,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更高层

次的发展型需求不断增多。 我们既要推进公共服务

均等化建设,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增强民

众的获得感;同时也要重视和保障人们的社会权利,
通过社会赋权,提升个人价值,增强社会认同和满足

感;此外,还要更加重视社会成员的心理、健康需求,
加强基层的健康服务供给,通过建立社会疏导机制,
提供心理慰藉服务,帮助调试人们的心理健康,提升

国民总体健康水平。
(二)推动创新社会治理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

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冶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建

设,是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推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国需要建立一

套稳定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为化解社会问题,维护

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提供有效保障。 新时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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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建设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实现精细化

社会治理,提升治理的效果。 同时,社会整合的实现

依赖于社会治理的相对协调,其重点在于社会结构

的弥合及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 我们要积极探索建

立合理有效的纠纷协调与利益调节机制,建立健全

社会保护体系,尽可能消除社会整合过程中的阻碍

并降低社会风险。
社会建设的进一步发展目标是构筑多元参与

渠道,实现社会协同参与。 “政府、市场与社会三

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实现社会协调与平衡的必要

条件。冶社会作为联系国家和市场的中间桥梁,对
于挖掘社会发展潜力、实现社会协同具有重要意

义。 目前,相对于政府和市场,我国的社会力量相

对薄弱,需要进加强“社会冶这一缓环节的建设。
本文认为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要推

进社会协同参与,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医疗、养老、
公共服务等领域,更好地满足多层次需求。 例如,
以准市场的方式引入商业医疗保险,在基本医疗

保险之外纳入补充医疗保险,形成多层防护体系;
在养老领域,除了基本养老保险之外,还应大力发

展企业年金等多支柱保障体系,更好的应对老龄

化挑战;在一些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项目中,引入

第三方评估机制参与评估等,不断释放社会活力,
提升社会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提升社会建设的

“社会化冶水平。 其次要提升社区治理活力。 社会

建设的主战场在社区。 社区作为一个长期的自我

管理自我服务的层单位,是方方面面的社会事务

的载体。 新时代,我国基层社区应当以一种新的

形式存在,依托社会治理资源的下沉契机,提升社

区的公共性,激发社区的积极参与活力,使得社区

成为社会建设的主要平台和基础保障,打通基层

社区的“微循环冶途径,实现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一方面,我国需要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构筑社区熟

人社会,加强社区认同和社区融入;另一方面,通
过创新社区自治,将社区的服务职能和管理职能

区分开来,提升社区的公共性;同时,进一步拓展

社区居民参与的途径,通过多方参与,增强社会发

展活力,建立“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冶。
(三)加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
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良性互动。冶 [5] 我国社会建

设离不开富有活力的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作为独立

的第三方,能够积极调动社会各方资源,实现服务和

资源的有效整合和传递,具有弥补政府和市场失灵

的优势。 当前,制约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原

因是社会组织自身能力不强。 我国应加快社会组织

的内部能力建设,特别是要积极引导不同类别的社

会组织有序参与。 例如,草根社会组织应当注重通

过提供专业化的社会服务质量提升社会组织的竞争

力;枢纽型社会组织应当加强内部体制创新,减少对

政府的行政依赖,提升社会信誉和示范作用,提高公

众对社会组织的认可;此外,要积极培育社会组织,
充分利用各类社会组织来疏通社会治理资源下沉的

渠道,提升社会服务的可及性;还可以通过适当的向

社会组织提供公共补贴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直接

由社会组织向社会成员提供社会服务,使其真正成

为有序参与社会事务的核心力量,提升社会建设的

内在价值和参与动力。

五、结语

加强和创新社会建设是新时代我国五位一体现

代化建设总布局的内在要求。 因此,我国加快社会

建设,创新社会治理,应厘清“新时代冶的基本内涵

和新时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的发展要求;理顺新时

代、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和内在逻辑;明
确新时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定位和发展要求;并
依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契机,
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同时,根据新时代的发展

要求,最终实现社会建设在目标定位中的精准性、内
容体系的完整性、行动能力的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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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2018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low efficiency in
implementing the lenient system of pleaded guilty and recognized fine under the present standard of proof.
To solve this, suggestions are made to construct a system of different methods of proof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matching the litigation procedure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different crimes
procedures in China, and choosing different methods of proof, that is, the " rigorous proof method" for
ordinary procedure, medium proof method for simple procedures, and " free proof method" for ordinary
procedure. And according to the order, the requirements could be more fit to the type of evidence and
evidence investigation procedures so as to raise the efficiency.
Key words: the lenient system of pleaded guilty and recognized fine; standard of proof; rigorous proof
method; free proof method; medium proof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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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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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he three new changes the Chinese society is facing are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its transformation: the shif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high鄄quality one, and the entry
of social governance into a " new pattern" . The core of China忆s social construction is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people忆s livelihood and innovate the social governanc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Chinese soci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needs to grasp the triple logics: the first one is the development logic which
should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er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to adapt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jor contradictions; the second is the internal logic which should gras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to help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third is the logic of action which should accurately position the developing requirements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e the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China忆s social construction
should move toward a more detailed and precise direction, and its three major path innovations should
further safeguard and improve people忆 s livelihood, continuously innovate the social governance,
strengthen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stimulate the social vitality,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system and capabilities.
Key words: new era; society building; national governance; social policy; Chinese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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