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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是坚持以人为本。
在我们党的思想体系中，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
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看，人民群众是维护社会、实现社会稳定的根本力量，离开广大人民群众谈稳
定没有稳定可谈。
如果我们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合法权益，使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了权利，在改革中得到了
实惠并普遍受益，人民群众就会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但如果我们不代表、不维护甚至侵犯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合法权益，就会把人民群众推向社会稳定的对立面，变积极因素为消极因素。
我国目前社会矛盾突出的是利益性矛盾，而矛盾的发生也是由于某些决策失误和工作不当而侵犯了人
民群众的利益，导致矛盾增多，甚至演化成各类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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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秩序观的历史流变　　[内容提要]秩序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
，鉴于建立秩序的视角、目标不同，秩序观也不尽相同。
新中国发展的历程有两种不同的秩序观。
目前已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秩序观。
　　秩序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
它作为人类行为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的结构要素之一。
任何社会都是在一定的秩序轨道上运行着的，只不过是秩序轨道的差异而已。
同时，各种社会形态的变迁与更替，归根结底也是人们对社会秩序所作的一种自觉的或强制的调整与
创新。
因而，建立、维护和巩固为特定社会制度所需要的社会秩序，历来是国家政权的基本职能之一，也是
统治者所积极追求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目标。
不同社会和时代的区别并不在于要不要建立秩序，只在于建立什么样的秩序。
　　鉴于建立秩序的视角、目标不同，秩序观也不尽相同。
纵观新中国发展的历程，就具有两种不同的秩序观：一是以牺牲公民权利为代价的，追求超稳定的秩
序观；二是以人为本的，追求社会和谐的，科学稳定秩序观。
　　一、追求超稳定秩序观的历史局限和极端片面　　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导
致了国家至上和阶级斗争为纲；又由于对阶级斗争不正确的估计，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导致了
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此基础上而追求的必定是超稳定的秩序观。
这种超稳定秩序观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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