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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长远发展和国际国内的实践观察，社会建设就是要建设社会现代化。
建设社会现代化，就必须实现民生事业现代化、社会事业现代化、社会体制现代化、社会管理现代化
、社会组织现代化、社会生活现代化、社会结构现代化，等等。

　　在我们这样一个自然条件、社会历史条件都很不平衡的国家，要建设社会现代化，既要统筹协调
好它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关系，也要统筹协调好自身内部各子系统的关系，使之能够
全面、平衡、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这是一项非常复杂、艰巨的任务，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

　　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抓住了社会结构的调整，就抓住了社会建设的核心。
在当前，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构建一个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结构，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是我们面临并需要着力解决好的关键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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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社会流动机制建设　　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社
会现象，通常有垂直流动（社会地位上升或下降）和水平流动（社会地位基本相同）。
在农业社会，个人的社会地位主要由先赋性因素决定，而且世代相替，如“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
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这种社会被称为封闭型社会。
在工业社会，随着社会化大生产不断拓展，产业结构不断向高层次演变，社会分工发达，职业结构渐
趋高级化，新的社会岗位不断创造，需要社会流动的加快。
只有通过社会流动，新的社会岗位才会有人去充实，才能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个人通过学习和努力奋斗，可以实现上升流动，获得更高层次社会岗位，个人的社会地位主要由后致
性因素决定，这种社会被称为开放型社会。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中国已经从一个基本封闭的社会转
变为基本开放的社会，社会流动渠道多元化，社会流动频率加快，亿万群众通过努力奋斗，实现了向
上流动的愿望，涌现了诸如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经理、自由职业者、农民工等一些新的社会阶
层和社会群体，产业工人、科技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等社会阶层的队伍极大地扩大了，农业劳动
者阶层的规模缩小了。
整个国家正在形成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以后致性规则为主的现代社会流动机制也正在
形成。
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户籍、就业、人事等体制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还在限制着社会流动的顺
畅进行，致使该扩大的阶层（如社会中间阶层）大不起来，该缩小的阶层（如农业劳动者阶层）小不
下去，阻止社会结构的正向演化。
所以，通过改革和创新，构建社会流动新体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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