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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中制度公正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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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和谐社会蕴含制度公正的必然诉求 ,制度公正是和谐社会前提与保障 ,是构建和

谐社会的目标与导向 ,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需要。制度公正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构建

全面、完善的制度体系 ,建立健全制度的监督与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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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人

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 ,社会发展

不平衡 ,贫富差距拉大 ,社会矛盾突出 ,社会不和谐

的因素日渐突显。中共十七大提出民主政治建设 ,

党和国家应势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 ,

以解决以上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

个系统的工程 ,是一项宏伟的目标 ,需要长期努力。

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制度的保障 ,构建和谐社会

以制度公正为前提。

一、何谓制度公正
制度是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为加强对国家事务、

公共事务、社会事务进行管理而进行的抽象行政行

为 ,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国家行政管理机关是制度

制定的权力机关 ,制度在管理辖范围内具有强制

性 ,一旦实施即具有效力 ,是单方行政行为 ,鉴于

此 ,制度要求公正 ,特别是和谐社会的构建对制度

公正提出更高的要求。

制度公正是指规范化、定型化了的正式行为方

式与交往关系结构的公正性 ,包括制度的公平与正

义两个方面。制度公正本身有两种个有微妙差别

的理解 :一是指制度的公正 ,强调制度本身应当是

公正的 ;二是指公正的制度化 ,强调公正的理念与

要求应当具体化为制度 ,在揭示制度化了的公正才

是具有真实客观性的公正 ,制度运行的过程必须公

正 ,即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应该严格遵守制度的规则

和程序 ,防止个人的主观随意性。

二、和谐社会蕴含着制度公正的必然诉求
(一 )制度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与保障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

的基本条件 ,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良

好的制度首先表现为公正 ,公正是社会制度的伦理

要求 ,而且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罗尔斯在《正

义论 》中说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像真

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 ,一种理论 ,无论多

么精致和简洁 ,只要它不真实 ,就必须加以拒绝或

修正 ;同样 ,某些法律和制度 ,不管它们如何有效优

选法和有条理 ,只要它们不正义 ,就必须加以改造

或废除。”这说明了良好的制度对促进社会和谐、

有序、积极、健康发展的作用。

从管理心理的角度看 ,管理都是从制度开始

的 ,管理的目标和要求通过制度体现出来 ,民众将

制度作为行动的原则和要求进行认知 ;基于这种认

知形成相应的情感态度体验 ,将制度精神及原则为

作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 ,对符合制度精神的“善 ”

与“是 ”的现象和行为给予积极肯定的情感态度 ,

反之则给予否定态度 ;长期以来形成较为持久相对

稳定的内心态度与倾向 ,这形成了与之相应的信

念 ,在这种信念指引下促使个人的行为与制度的要

求相契合 ,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行为 ;这种行为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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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并稳定下来最后形成习惯 ,这样由外在的制度

要求转化为人们的个人行为 ,实现了管理目标。从

以上管理过程来看 ,制度的原则和精神决定人们的

行为倾向 ,只有公正的制度才可能出现公正的行

为 ,而社会公正是依靠管理者和民众的具体行为来

实现的 ,因此 ,制度公正是保障社会公正的前提与

基础 ,制度公正是和谐社会的保障。

(二 )制度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与导向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说过 :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

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会走向反面。”这充

分说明了制度的调节、导向作用。一方面 ,公正制

度的建立是和谐社会构建中政治民主的体现 ;另一

方面 ,制度执行过程中的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目

标和任务。制度公正能够极大地提高人民当家做

主的意识 ,激发主人翁的责任感 ,自觉履行义务 ,维

护社会制度 ,提高人们参政议政的热情与积极性 ,

促进民主政治的有效运行 ,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

重要的政治保障。公正的制度能合理分配社会资

源 ,协调社会利益 ,化解社会矛盾 ,增强凝聚力 ,促

进社会良性发展 ,推动社会向和谐的目标迈进。

(三 )制度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目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着一些与和谐社会不相

适应的现象如 :城市与农村之间、地区之间发展极

不平衡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差距在不断扩大 ;

收入再分配机制不健全 ,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早已

超出了基尼系数的警戒线 ,已呈现出两极分化趋

势 ;优质教育资源缺乏 ,造成教育机会不公 ;社会保

障体制不健全 ,劳动与就业机会不公平 ;没有有效

的权力制约机制 ,致使权力机关权力滥用造成不公

正等等。这些都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旨不相符 ,相

背于和谐社会的要求。我国需尽快建立完善的制

度体系 ,并健全制度实施的监督与保障体系 ,以促

进社会和谐发展。

三、公正制度的构建
(一 )制度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任何制度的建设都有贯穿其中的灵魂与指导

思想 ,中共十七大明确指出 ,新时期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 ,具体落到实处在制度建设中要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 ,制度实施中要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

的具体要求。

1.要做好统筹兼顾的战略性规划 ,制度建设要

具有可持续性。在制度建设中 ,要加强对经济、能

源、卫生、教育、就业等涉及国家发展和民生的重大

领域的研究 ,作出较长时期的发展规划 ,作出发展

的战略。要消除制约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

展的体制性障碍 ;正确处理好效益与公平的关系 ,

切实实现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

制度建设要具有战略目标 ,更要有实施目标的步骤

与计划 ,要做到制度可持续性。要防止制度建设中

的急功近利等短期行为 ,以免引导社会民众盲目适

从 ,疲于应付 ,消耗资源 ,引发社会矛盾 ,与科学发

展观相违背 ,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2.制度建设要以人为本 ,重视人文关怀。科学

发展观的核心和灵魂是坚持以人为本 ,落实到现实

就是制度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传统的管理以

管理者为中心 ,广大民众是被动遵循管理者是制度

及意志 ,这样的管理理念在制度实施中加重被管理

者的义务 ,轻视民众的权利 ;管理者加重权力使用

轻视民众权益 ,执行制度不够民主 ;重名誉轻民利、

走过场等。管理中表现为“扣帽子 ”、“以罚代管 ”,

出现“事难办、理难求、冤难申 ”的情况。长期以来

干群关系紧张、情绪对立、行动对抗。在民主政治

背景下的制度建设要彻底扭转并改变这种局面 ,制

度建设要以广大民众为中心 ,充分体现广大民众是

社会建设和发展的主体力量 ,以切实解决广大民众

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 ,充分尊重和保护他们的利

益 ,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 ,让广大群众参加到制

度的建设中来 ,让以人为本体现在制度建设中。

3. 制度要减少自由裁量的范围与幅度。自由

裁量有利于充分发挥制度实施中具体情况具体分

析的科学、民主精神 ,充分体现制度设计的以人为

本。但是 ,自由裁量的范围和幅度过大 ,管理者在

实施时掌握的尺度不同 ,相同或相似的情况而出现

不同的结果 ,反而又会导致制度实施中的不公正 ,

有悖于制度设计的初衷。从民主政治建设与和谐

社会构建的要求看 ,要尽量减少制度的自由裁量的

使用 ,同时加大制度实施中的监督体系建设。

(二 )、制度决策要科学、民主

制度的决策过程要做到科学、民主 ,必须是理

性的。在现实中 ,制度的决策过程存在着不少非理

性的因素。公正的制度的决策过程是科学、民主

的 ,必须防止并避免非理性的决策行为。

1. 避免主观主义决策。这种制度决策缺少基

本的调查研究 ,没有现实的可靠依据 ,制定什么制

度 ,制定什么样的制度全凭领导者主观决定 ,将领

导者个人的意志上升为集体的意志。制度内容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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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脱离实际 ,与客观不符 ;更为甚者将领导者个人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转化为制度的价值取向 ;

将个人的利害得失、利益追求与偏好以制度体现出

来 ,这样制度则成了部分人维护个人利益的工具。

科学民主的制度决策必须坚决防止主观主义决策

行为。

2. 避免教条主义决策。决策者不充分考虑现

实实际情况 ,严格按照教条办事 ,不敢越雷池半步。

这样制定出的制度与现实实际相脱离 ,主观愿望与

客观现实相分裂。教条主义制度决策在我国曾有

过惨重的教训。如革命年代中共一味听从苏联共

产国际的指示及命令 ,为中共革命造成不必要的失

败 ;不加批判地全盘吸收马克思主义全部内容 ,照搬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与代价。这些

都告诉我们 ,任何制度的决策 ,都必须一切从实际出

发 ,将理论联系实际 ,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制度。

3.避免权威主义决策。将长者、领导、专家、政

府、书籍以及报纸杂志等一些权威性的观点及内容

作为制度决策的依据。这样将严重影响人们的创

新与探索活动 ,使制度永远只能停留在人们现在所

能认识的范围内 ,缺乏前瞻性 ,这种制度永远落后

于客观现实发展的需要。试想假如没有小岗村敢

于冒着风险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中国农村的

生产力能够迅速调动起来并很快发展吗 ? 科学民

主的制度决策要避免和防止迷信权威的决策行为。

4. 避免经验主义制度决策。制度制定过程中

依靠生活常识和传统进行决策 ,常识和传统在多数

情况下是正确是 ,但常识和传统并不能解决全部问

题 ,不能适用任何情况 ,有些情况下就不能适用。

常识不容易让人们不求甚解 ,仅满足于表面的了

解 ,缺乏科学依据。有的传统则是不科学的 ,如普

遍流传“猪年出生的孩子命好或聪明 ”,导致 2007

年 (猪年 )出生的孩子增多 ,为医疗、教育、就业等

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 ,这是不可取的。经验不是科

学 ,凭经验的决策是不科学的决策 ,作为公正的制

度的决策必须是科学的 ,因此科学的制度决策必须

避免并防止经验主义行政决策。

(三 )构建全面、完善的制度体系

1. 建立机会平等制度。要建立起教育机会平

等制度 ,使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学

生都有平等机会接受教育 ,重点解决农村与经济落

后地区的学生上学的经费 ;改革升学及招生制度 ,

使全国学生有平等升学的机会 ,增加教育投入 ,避

免教育资源短缺造成的优质教育机会不公平现象 ;

建立就业机会平等机制 ,就业中做到城乡劳动者平

等就业机会 ,防止性别歧视 ,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

提供专门的就业机会。

2. 建立利益均衡制度。分配制度应按市场经

济的规律 ,多劳多得 ,相同的劳动应有相同回报。

长期以来 ,这种分配制度只局限在小范围内 ,从整

个社会看 ,利益分配严重不均衡 ,行业之间相差很

大。主要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在公平与效率之间

重效率轻公平 ,导致社会经济发展了 ,有了效率 ,但

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引起社会不公平。要出台一系

列二次分配调节机制 ,加大高收入群体的税费调整

力度 ,抑制高收入 ,扶助低收入 ,防止收入扩大并适

当缩小收入差距 ,如增加高档消费的税收 ,加大第

二套住房的税费 ,提高贷款的门槛 ,禁止炒房哄抬

房价等等。

3. 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应建立起

全民的医疗、失业、养老等保障制度 ,对那些有特殊

情况的弱势群体加大扶持力度。随着计划生育政

策执行三十余年来 ,独生子女家庭占大多数 ,而且

随着人口老年化的加剧 ,建立全民社会养老制度已

迫在眉睫 ,国家要主动承担起因国家政策造成的养

老负担 ,建立养老及终生保障体系 ;建立全民的失业

及基本生活保障体系等 ,筑起坚固的社会保障体系。

4. 健全权力制约与均衡制度。我国实行的是

集权制 ,而权力约束及制约机制不健全 ,长期以来

出现了掌握了国家资源的部门 ,出卖国家资源赚

钱 ;掌握了国家权力的行业或部门充分利用手中的

权谋取利益 ;处于垄断地位的行业乘机抬高物价获

得高额利润 ;行政干预司法 ,导致司法不独立等 ,造

成了社会不公平。国家要从全社会的发展高度 ,建

立权力机关或垄断行业的权力约束机制 ,均衡利益

分配。

(四 )建立健全制度实施的监督体系

近些年来 ,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不断在完善与

健全 ,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 ,有的制度很难

得到落实 ,形同虚设 ,不少制度在实施中变味、走

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 究其原因主

要是缺乏与制度配套的实施措施和监督、保障体

系 ,没有形成制度实施的良好外部软环境。因此 ,

必须加强制度的实施、监督体系 ,以保障制度实施

过程中的公正。

1. 建立制度实施的程序制度建设。在制度实

施的监督、保障体系建设中 ,可以借鉴我国行政法

的程序法律制度 ,在关系到广大民众利益、权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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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民生的制度实施中 ,建立起相应配套的程序制

度。程序制度规定行政机关在执行相关制度的操

作程序、操作要求、操作权限、效力期限、违反和超

出权限的责任认定和追究等 ,同时明确了民众在遵

循制度过程中的知情、权益保护、权益受侵害后的

申诉及接受赔偿等的程序、内容、方法、途径 ,保障

并提供公力救助等。这样尽可能使管理者的行政

行为受到严格的约束 ,按程序执行 ,同时群众也知

道制度执行中的权益与救助措施 ,切实保护广大人

民的利益 ,尽可能做到制度实施中的公正。

2. 加强制度实施的监督保障机制。制度实施

后 ,要有积极有效的监督、反馈机制 ,对制度实施中

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反馈 ,以尽快完善制度。

除发挥官方的监督途径外 ,还调动大众媒体、广大

群众进行制度监督等 ,发挥社会各阶层、各行业进

行全面监督。及时反馈制度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及

不公正的现象 ,对制度本身的问题及时通过预定程

序进行改进 ;对不按制度办事或严重违背制度的部

门或个人加大处理力度 ,使制度本身越来越公正 ,

使制度做到公正施行 ,充分做到以人为本 ,将民主

政治落到实处 ,共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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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armonious society contains the inevitable appeals of institutional justice, while the institutional

justice acts as the p rem ise and guarantee of harmonious society and as the objective and guide of harmonious

society building and as the realistic need for harmonious society construction. Institutional justice must tak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as its guide, construct a comp rehensive and sound institutional system, establish

and perfect the supervision and insurance system of institution.

Keywords: harmonious society; institutional justic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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