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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与社会学的使命
*

———读陆学艺 《社会建设论》

陈 鹏＊＊

【摘要】社会建设研究是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教授学术

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陆老晚年的一部重要论著，《社会建

设论》系统阐述和集中展现了中国社会建设研究 “社会结构派”

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充分彰显了一代社会学人心系民生、志在

富民、建设社会的学术情怀和追求。面对转型期中国所遭遇的

“社会后移症”，积极构建社会建设的共识和公共性、勇于充当

“社会的助产士”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关键词】社会结构 社会后移症 社会学的使命 《社会

建设论》

1979 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作为我国社会学恢

复重建后承前启后的一位重要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的社会建设研究是

其学术遗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晚年的陆学艺先生可谓一位名

副其实的社会建设专家。无论是早年的“三农研究”，还是中年的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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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研究，最终都融会贯通于其晚年的 “社会建设”论域之中。无论

是官方的社会建设会议，还是学术界的各种社会建设论坛，陆老都是不

可或缺的重要嘉宾，他总是在各种场合竭尽全力为社会建设事业鼓与呼;

而由其负责筹建并担任院长的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更是成为国

内从事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最为活跃的学术重镇之一。作为陆老晚

年的一部重要论著——— 《社会建设论》 ( 2012 ) 一书汇集了先生从 2006

年至 2012 年的部分论文、演讲和报告，集中展现了中国社会建设研究

“社会结构派”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充分彰显了一代社会学人 “心系民

生、志在富民、建设社会”的学术情怀和追求。

一 把脉 “社会”的病症

“社会”是社会学的安身立命之本。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社会

学致力于探求社会的秩序和进步。随着 “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我国

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 “社会建设”概念的提出，表明 “社

会”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得到承认和尊重。作为一种新的话

语体系，“社会建设”赋予了中国社会学新的想象和分析空间。如何理解

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直接关涉到对新阶段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

的判断和定位。这是一个需要通过深入调查和科学研究方能作出回答的

重大问题。

基于对中国社会的常年调查和观察，社会学家陆学艺教授给出的答

案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不平衡、不

协调” ( 陆学艺，2012 : 38 ) 。据陆教授领衔的课题组研究显示，我国现

在的社会结构是工业社会的初级阶段水平，而经济结构已经是工业社会

的中期阶段水平，社会结 构 大 约 滞 后 经 济 结 构 15 年 ( 陆 学 艺，2012 :

86)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正是产生当今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患上了严重的“社会后移症”，且突出表现

在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不匹配。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经

济结构的调整不能孤军独进，社会结构可稍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动，但如

果长期滞后，就会阻碍经济结构持续变化，阻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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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看，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形成，社会结构可能

比经济结构更为重要。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才是现代社会最牢固的基

础。” ( 陆学艺，2012 : 136) 笔者将陆学艺教授的这一重要理论思想概括

为“二元结构协同论”，即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基

本、最重要的两个结构，两者互为前提、相互支撑、协同发展，并在实

际运行中需要维持一个合理的位差。这是陆学艺教授分析和判断中国社

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理论依据。

“社会”具有自身独特的机理。诊断社会的病症，需要独特的方法和

技艺。在陆 学 艺 教 授 看 来，这 门 独 特 技 艺 就 是 “社 会 结 构 的 分 析 视

角”。① 社会结构既是对社会做静态分析的终点，又是对社会做动态分析

的起点。某种意义上，社会结构分析可谓社会学者的看家本领。从社会

结构内部构成的各个子结构来看，陆学艺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的 “社会后

移症”主要表现在就业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阶层结构四个方面

( 陆学艺，2012 : 147 ～ 148 ) 。从就业结构来看，根据钱纳里标准，工业

化中期阶段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标准依次应为: 15. 6 ∶ 16. 8 ∶ 47. 6，而

2011 年我国的就业结构依次为 34. 8 ∶ 29. 5 ∶ 35. 7 ( 国家统计局，2012 ) ，

仍然停留在工业化初期阶段; 从消费结构来看，工业化中期阶段反映消

费结构最重要指标之一的恩格尔系数应该下降到 30% 以下，而 2011 年我

国城镇恩格尔系数为 36. 3% ，农村为 40. 4% ( 张国栋，2012 ) ，仍然停

留在工业化初期阶段; 从城乡结构来看，反映城乡结构变化的城市化率

在工业 化 中 期 阶 段 应 该 达 到 60% 以 上，而 2011 年 我 国 城 市 化 率 为

51. 2% ，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则只有 35. 3% ( 李铁，2012 ) ，仍滞留在

工业化初期阶段; 从阶层结构来看，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中产阶层规

模比 例 经 验 值 一 般 在 22. 5% － 65% ，2011 年 我 国 中 产 阶 层 规 模 约 占

22. 1% ( 李春玲，2013) ，表明中产阶层规模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

且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形成的 “橄榄型社会结构”相比，中国社会则形

① 某种意义上，陆老可谓运用社会结构视角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典范。无论是三农

问题、社会阶层问题，还是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问题，始终都离不开社会结构视角

的关照。陆老认为，所谓的社会结构是指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配置以及社会成

员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 ( 即公平性) 的结果，这对于社会结构状况以及调整更具

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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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种“中低层过大、中上层发育还没有壮大、最上层和底层都比较

小的一个洋葱头形的阶层结构形态”。而在这四个子结构中，社会阶层结

构则常常处于最为核心和关键的地位，它决定和主导着一个社会运行和

发展的基本态势。

通过对中国的 “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 “社会结构内部各

子结构”的比较分析，陆学艺教授提出，现阶段我国社会建设面临的

主要症结就是社会结构的严重滞后。而社会结构的滞后及其内部存在

的种种偏差和不协调，就会导致社会出 现 “结 构 性 紧 张” ( structural

strain) ，使得社会群体之间甚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关系之

中。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被激化，比较容易产生社

会问题和社会危机。这从当前我国频繁出现的各种群体性事件以及民

众普遍反映的 “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及 “就业难”等问题

中可见一斑。

二 诊治 “社会”的处方

对于当代中国转型社会而言，最大的 “民情”莫过于社会自身的羸

弱。所谓“社会后移症”，不仅是 “社会”相对于 “经济”或 “市场”

的滞后，而且是“社会”相对于 “国家”或 “政治”的弱小。而社会建

设的重要价值和功用，就在于培育和发展社会，增强和提升社会的公共

性和自主性。那么，该当如何进行社会建设呢? 目前，学术界和实务界

大致形成了四种基本观点: 第一种是以李培林等为代表的 “社会事业

派”，强调社会建设应当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大力推进就业、住

房、社会保障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民生社会事业，建立健

全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得改革和发展成果惠及

全体人民 ( 李培林，2007、2011a、2011b) 。第二种是以龚维斌等为代表

的“社会管理派”，强调社会建设当前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当以解

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 龚维斌，2011a、2011b、2012) 。第三种是以陆学艺等为代表的 “社会

结构派”，强调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建立一个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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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经 济 结 构 相 协 调 的 社 会 结 构 ( 陆 学 艺，

2010、2011、2013) 。第四种是以孙立平等为代表的 “社会重建派”，强

调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驾驭市场、制约权力、遏制社会

失序的社会主体，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足鼎立的格局 ( 清华课题组，

2010 ; 沈原，2007 ; 孙立平，2011 ; 郭于华，2012) 。

这四种不同的社会建设观点，虽然在政策着力点上各有侧重，但都

是为了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在陆学艺教授看来，如果将这四

种不同意见统一起来看，实际上可以视为今后中国社会建设的三个基本

阶段。四种不同的主张分别是这三个阶段要实现的不同的重点任务。笔

者将陆学艺的这一重要理论思想概括为 “社会建设三阶段论”。具体来

看，“社会建设三阶段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阶段是 “改善民生”

与“创新管理”并举，着力解决民众最为关心的现实利益问题，这一阶

段的重点是构筑牢固的社会性基础设施 ( social infrastructure) ，时间跨度

是从当前直至“十二五”末; 第二阶段是以社会体制改革推动社会结构

的调整和优化，构建一个合理、开放、包容的社会结构，时间约在 “十

三五”前后，此一阶段的重点是破除体制障碍、释放体制红利; 第三阶

段是通过社会结构现代化推动社会文明全面进步，其核心目标是实现社

会现代化。经由这三个阶段，到 2040 年前后，我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

水平，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

某种程度上，陆老提出的 “社会建设三阶段论”也是目前学术界

针对社会建设所提出的较为系统和完善的理论方案之一。值得注意的

是，这三个阶段并没 有 一 个 截 然 分 开 的 界 限，而 是 互 有 交 叉 地 进 行，

只是某一阶段凸显某一方面工作的重点。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区针对

实际情况也会有不同做法。从理论本质来看，“社会结构”构成了社会

建设三阶段论的核心和灵魂。在第一阶段，所谓的改善民生，已不仅

仅是简单地保障和改善底层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而是着眼于面向整

个社会大众的生活福祉和社会权利的提高，这既是培育和调整社会阶

层结构 ( 中产阶层) 的基础手段，更是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治

本之策。第二阶段，关键是破除体制障碍，尤其是城乡二元体制及其

相应的户籍管理制度，并通过新型城镇化 ( 即 “人的城镇化”) 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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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的构成，进 而 重 塑 社 会 结 构 的 开 放 性 和 包 容 性。

此阶段的任务甚为关键和艰巨，唯有在社会体制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的

突破，才能真正有效地从整体上推进社会建设。第三阶段，构造和形

成现代社会结构 ( 即 “橄榄形社会结构”) ，这标志着社会建设主体架

构和中流砥柱的夯实。三个阶段构成一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社会

发展过程。

在这种宏观的理论方案和构想之下，陆学艺教授同时也提出了一系

列实际操作层面的社会建设政策建议和设想。比如，他认为，首先要提

高对社会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推进 “社会建设大讨

论”，在全党、全国、全社会形成高度共识; 并建议 “中央在每年召开经

济工作会议前后召开一次社会建设工作会议，或者把社会建设工作的内

容纳入经济工作会议，把会议名称改为全国经济社会工作会议” ( 陆学

艺，2012 : 26) 。这一建议涉及 “理论指导”的问题，其背后的潜台词

是，社会建设同样需要甚至更需要像当年进行经济改革大讨论形成了诸

如“吴市场”“厉股份”那样，有自身的理论范式。其次，推进社会建

设事业的关键是要在组织体制上予以落实。“要像当年进行经济建设时建

国家计划委员会一样，从中央到县市建立一个社会建设委员会，主抓社

会建设” ( 陆学艺，2012 : 58 ) 。这实际上涉及 “组织建制”的问题，既

是对历史经验的洞见，更是对社会建设现实困境的反思，即社会建设如

果没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和体制机制作保障，就很难真正实现社会建设的

制度化，也无法实现社会建设成果的巩固和积累。陆老对北京、广东等

地率先成立的社会工作委员会深表赞许，并建议中央层面尽快成立相应

的社会建设职能部门。再次，社会建设一定要有相当的人力、财力和物

力的投入，要加快解决社会建设历史欠账问题，加快建立宏大的社会工

作人才队伍。这背后其实是一个 “民生财政体制”或者说 “公共财政体

制”建设的问题。最后，相比于经济建设而言，社会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比较空泛，这就需要建立一个科学、合理、客观的社会建设考评指标体

系。这既是做实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科学手段，也是对政绩考核指挥棒

“唯 GDP”论的纠偏和制衡。不难发现，陆老的这些政策建议闪耀着实践

的智慧和历史的洞察力，直击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要害和命脉。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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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老坚持“用脚做学问”及“做学问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学术精神的最

好注脚和写照。

三 社会学的使命与担当

随着中央对社会建设问题日益高度重视，我国逐步迎来一个相对宽

松的社会发展政策环境和氛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

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

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且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

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

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

成源头治理、动态处置和应急管理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

发社会组织活力。这一系列政策举措的出台，越来越清晰地释放出一个

强烈信号: “社会体制改革的春天来了” ( 周执，2013) 。某种意义上，从

“二元结构协同论”到“社会建设三阶段论”，正体现了陆学艺教授因应

这种宏观利好的社会发展政策环境而对中国社会建设问题的不懈探索和

思考。

事实上，中国社会学从建立之初就对社会建设问题颇为关注，甚至

可以说社会建设研究是民国社会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孙本文先生在其皇皇巨著 《社会学原理》

一书中就曾单辟“社会建设与社会指导”一节专门阐述，并在 1944 年联

合社会学界同仁创办了《社会建设》月刊。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由

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社会学学科被取消，整个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也就

不存在社会建设这一概念。1979 年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一些学者

就明确提出，社会学要研究社会管理，并认为这是社会学的学科价值之

所在 ( 严家明，1987) 。然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在近二十年发展

过程中却并没有成为社会学的分支显学。直至 2002 年，中共中央提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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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学的春天”① 似乎终于来临，而 “社会建

设”正是发送给中国社会学的一张请柬。“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社会学，社

会学也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展和繁荣起来。” ( 陆学艺，2012 :

362) 可见，对于基本国计民生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将重塑中国社会学新的

想象力和发展气象。 “民生”代表着社会的脉搏和气息，不研究 “民

生”，社会学便无以“接地气”、“夯根基”及“行长远”。

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中国社会学面临的一个悖谬式问题是，

一方面构建和谐社会，调整社会结构，协调利益关系，进行社会体制改

革，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都需要社会学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支撑，需要有

大量的社会学工作者积极投入和开展工作; 另一方面，现在的社会学学

科由于各种原因，无论是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学科建设本身，还是社会

学研究人才队伍，都势单力薄，远远不能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 陆

学艺，2012 : 354) 。社会的迫切需求与社会学的薄弱现状形成了鲜明反

差，这就使得加快推进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成为当务之

急、时代所需。可以说，陆学艺教授一生心系社会学学科和人才的建设

和发展，并为之长期身体力行地 “搞调查、做课题、带学生、出成果”。

晚年的陆学艺教授更是充分利用各种会议场合多次提出要把社会建设、

社会管理作为一门学科进行建设，并强调要加快步伐在高校开设和培养

社会管理专业本科生。“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社会管理适应我们国家正

处于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需要，可以通过它凝聚和培养人才，多出研究

成果，用以指导正在全国蓬勃展开的社会管理实践和探索……中国特色

的社会管理学科也将在这个实践中成长发展起来。” ( 陆学艺，2012 :

268) 而要把社会管理真正建设成为一门学科，就需要建构社会管理的理

论体系，确定社会管理的研究对象，厘清社会管理的内涵和外延，明确

社会管理的研究领域，形成社会管理的方法体系，并要广为借鉴和吸收

古今中外的社会管理思想和理论。令人庆幸的是，2013 年 5 月，“社会管

① 这句话是胡锦涛同志在 2005 年 2 月中央政治局第 20 次集体学习会后，对中国社科

院社会学所时任所长景天魁、副所长李培林同志所讲。原话是: “现在提出建设和

谐社会，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也可以说是社会学的春天吧! 现在是社

会学发展的难得的好机遇。” ( 陆学艺，2012 :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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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被正式纳入国家学科目录体系，成为社会学的二级学科 ( 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2013 : 19 ～ 21) 。这是我国社会管理领域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事件，对社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将意义深远，而这其中就饱含着陆老

的积极建言献策。

某种意义上，把“社会建设”及“社会管理”等概念范畴带入当代

中国社会学分析的中心，这不仅是理论逻辑的使然，更是实践的迫切要

求。众所周知，社会学从创立之日起便以重建社会为己任，以社会秩序

达成为根本追求，古典社会学三大师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分别从社会

冲突、社会团结和社会理性化的角度提出和构建了自己的社会整合理论

方案。就此而论，社会建设和管理本就是社会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

学理论实质上就是社会建设理论。针对当代中国现实境况而言，改革开

放带来了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发展，并在 2010 年 GDP 世界排名榜上

跃居第二，创造了堪称 “世界工厂”的体制奇迹; 但与此同时，各种各

样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这就使得加强

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而

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核心要义和关键突破口，就在于推动作为自组织

的社会本身，更具体地说就是作为社会主体的现代社会组织的成长、壮

大和繁荣，让社会真正运转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政府、市场和社会

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和权利边界。社会学与社会生死与共、命运相

依 ( 布洛维，2007 : 61) 。 “社会”发育和成长到何种地步， “社会学”

就发展和兴盛到何种程度。面对转型中国所遭遇的“社会后移症”，积极

构建社会建设的共识和公共性、勇于充当 “社会的助产士”是中国社会

学和社会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 郑杭生，2011 ) 。陆老的一生

正是这种担当意识的光辉典范。陆老已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留下的宝贵

学术财富将永远滋养和激励我辈社会学人继续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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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onstruction and the Mission of Sociology
—A Ｒeview of On Social Construction

by Lu Xueyi
Chen Peng

Abstract : Social construction studi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cademic legacy of renowned contemporary sociologist Lu Xueyi. An
important work which Lu completed late in life，On Social Construc-
tion，is a systematic explan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major thoughts
and theories of the“social structure school”in Chinese social con-
struction studies，representing the dedication of a generation of Chi-
nese sociologists to public welfare and social progress. As China faces its
“social legacies”amid its transformation，it is an unshirkable duty and
mission for Chinese sociologists to actively build public consensus a-
bout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to have the courage to serve as“the pro-
peller of society”.

Keywords: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legacy; Mission of sociolo-
gy; On Soci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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