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2010- 01- 16

[基金项目 ]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编号: 09YBB394)

[作者简介 ]  杨炼 ( 1977- ), 男,湖南常德人,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讲师, 博士。

第 11卷第 2期
2010年 4月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urna 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 ina( Soc ial Sc ience Edition)

Vo.l 11 No. 2
Apr. 2010

和谐社会视阈下的利益冲突及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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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国社会正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各种利益冲突越来越突出。利益冲突具有长期性、普遍性和多样性的特

点, 现阶段我国的利益冲突表现为利益主体及需求日益多元化; 物质利益矛盾居于中心地位,收入差距扩大引发的矛盾突出;

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导致利益群体矛盾的激化。利益冲突根源于人的利益与利益实现方式之间的矛盾。利益整合是

对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整合以形成共同意志的过程。通过利益的事实选择和价值判断, 使利益失衡趋于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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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指出,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

益有关。0 [1]人类社会是人的集合体, 是利益主体多元的社

会。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必然会产生利益冲突,因而利益冲突

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特别是在利益主体急剧分化的

现代社会, 利益冲突成为社会的常态, 因而对和谐的追求成

为一种崇高理想和目标, 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至高境

界。胡锦涛总书记指出: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 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

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0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是

一个多元利益互惠共存的社会, 它不仅呈现出利益的多元

化, 而且能有效地解决利益矛盾、化解利益冲突,实现利益均

衡。我国当下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

突和矛盾集中爆发, /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城乡分离、结构转型

和体制改革同步进行, 以及人口超载和人均资源相对匮乏等

特点, 使转型中出现的结构冲突、机制冲突、规范冲突、利益

冲突、角色冲突和观念冲突更加复杂, 也使转型和发展中的

稳定机制、协调机制和创新机制变得更加重要。0 [ 2]

一  和谐社会视阈下利益冲突的涵义及特点

总体来看, 对利益冲突的涵义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

是专指政府官员公职上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个人自身所

具有的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这种利益冲突的特定涵义源

于加拿大的廉政制度。另一种关于利益冲突的概念即通常

意义上由于利益主体的利益矛盾所引发的冲突,本文也是在

这种意义上使用利益冲突概念。利益冲突是社会冲突的一

种表现形式。在社会学中, 广义的冲突包括不同主体之间存

在的比较激烈的冲突和一般意义上的分歧、意见不一、缺乏

协调等不激烈的社会现象。如达伦多夫将冲突定义为, /有

明显抵触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争夺、竞争、争执和紧张的状

态0 [3]。狭义的冲突是专门指不同主体之间比较激烈的对

抗、竞争、争夺甚至战斗,是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积累到一定

程度所外化出来的一种较激烈的对抗性过程。如美国社会

学家小罗宾# 威廉斯认为, /冲突是一方企图剥夺、控制、伤

害或者消灭另一方并与另一方的意志相对抗的互动; 真正的

冲突是一场战斗,其目标是限制、压制、消灭, 否则将受到对

方的伤害;在复杂的现实世界中, 有些公开的斗争是依据规

则进行而且目标有限,这时对抗行为的首要目标可能是为了

胜利而不是伤害对手,我们通常把这种冲突称为博弈。0 [ 4] 54

本文持狭义冲突的观点,即把冲突视为对立各方矛盾趋于激

烈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对抗性的互动过程, 是不同的利益主体

在获取利益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冲突, 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

益矛盾趋于激化的外化形式。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的普遍

现象,具有鲜明的特点。总体来看, 利益冲突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 利益冲突的长期性。在现代社会, 随着科学技术

的飞速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尽管

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较之过去已经有了

极大的发展,但利益资源的稀缺性相对于人类的需要来说,

是永远不够的。在人类中心主义理念指导下, 人类对客观外

部世界的攫取、对自然界的征服导致了环境破坏、资源浪费

等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 利益资源的稀缺现状愈加突出。

第二,利益冲突的普遍性。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生活中

的普遍现象,充斥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美国社会学家科

塞指出, /无论我们注重群体生活的什么部分, , ,我们都可

以发现一个复杂的利益冲突网0 [ 5] ,美国学者库利认为, /在



有机体的成长过程中, 冲突和合作是同时存在的。如果各方

力量是有组织的, 它们就互相合作,但这种合作是建立在选

择性方法包括冲突的基础上。0 [ 6]

第三, 利益冲突的多样性。个体对利益的多方面需求和

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需求交织在一起,利益主体的多元

性和利益类型的复杂性导致了利益冲突类型的多样性。

经过 30年多的改革和开放, 我国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

深刻变化, 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多元的利益主体或者群

体以及利益阶层正在逐步形成, 社会利益结构不断分化重

组。当前, 我国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的利益冲突表现为以

下特征:

第一, 利益主体及需求日益多元化。经济体制的变革导

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动,我国利益群体结构发生了新变化, 一

些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随之产生。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和组

成发生深刻变化, 分化为不同的工人群体;私营企业发展很

快, 私营企业主成为收入较高的新社会阶层, 还出现了受聘

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

等新的社会阶层。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的樊篱被打破, 社会

成员的流动性加大, 利益关系更加复杂。由于多元利益主体

的存在, 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也日益多元化, 不仅关注物质

利益, 也关注精神利益,不仅注重当前利益,也考虑和维护长

远利益, 多元化的利益主体与多元化的利益需求交织在一

起, 使得利益关系更加复杂。

第二, 物质利益矛盾居于中心地位, 收入差距扩大引发

的矛盾突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前,

由于生产力落后而导致的物质利益矛盾处于主要地位。由

于各利益主体获取利益能力的差异,加之在由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也存在法制不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

善、市场管理方式落后、市场主体行为不规范、社会保障制度

不健全等因素。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由此引

发的利益矛盾较为突出。社会物质财富被集中到少数人手

中, 贫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突出。

第三, 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导致利益群体矛盾的

激化。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原有的利益群体的利

益表达机制被打破, 新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机制在形成之

中, 社会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的机制上不尽完善。特别是

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 他们不但占有的资源有限,而且

其表达利益的方式也往往得不到充分行使。于是,当体制内

的利益表达不顺畅时, 很可能就会选择体制外的表达方式以

示抗议, 例如集体上访、群体性事件等。学者胡鞍钢曾根据

政府公开资料统计, 1994年后,全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呈现出

不断增多的趋势, / 1995和 1996年增长速度在 10%左右, 但

1997年后迅速加快, 1997至 2004年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

达 25. 5%。0 2005年发表的5社会蓝皮书6表明,从 1994年到

2003年的 10年间, 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 参与群

体性事件的人数也大幅增长。全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数量

从 1994年的 1万余起上升到 2003年的 5. 8余起; 参与人数

从 73. 2万人次上升到 307. 3万人次。

二  利益冲突的根源

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现象, /利益冲突的普遍性

与利益和冲突的普遍性密切相关,一方面, 人类的任何一个

角落,任何一种关系都莫不与利益有关, 利益充斥着社会的

每一个地方。而冲突包括精神的冲突、物质的冲突等各个方

面。0 [ 7]那么, 利益冲突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在和谐社会建

设中,深入分析利益冲突的根源将有助于把握利益冲突的实

质内容,更好化解利益冲突 ,实现社会的和谐。

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先贤哲人们就对利益冲突进行了

深入的剖析。古希腊学者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了利益冲突的

根源,例如亚里士多德指出, /人类倘若由他任性行事, 总是

难保不施展他内在的恶性。0 [ 8]赫拉克利特也说, /扑灭放肆

急于扑灭火灾0 [9] ,瑞士学者安# 邦纳曾有过一段精彩的论

述,他说, /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

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

进步,它同时既探讨世界也探讨人, 通过一方探讨另一

方。0 [ 10]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对人性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 他

们认为人类社会利益冲突的根源在于人本身所具有的 /原

罪0, 这种 /原罪0是人在现世无法解脱的, 因此人类的利益

冲突也是无法协调的, 只有进入天堂才能化解利益冲突, 过

上没有仇恨、没有冲突的幸福生活。

也有思想家们从人类利益对象的资源匮乏角度分析利

益冲突的根源。例如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管仲就提

出,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0,认为物质资料的

多寡制约了人们的道德。西方哲学家培根也有类似的主张,

例如他说, /叛乱的材料有二:多贫与多怨是也。有多少破产

者就有多少喜乱者。这是一定的。0 [ 11]

进入 20世纪 30年代, 西方部分社会学学者开始从制度

的视角研究利益冲突。例如韦伯认为, /导致冲突的根本原

因是以下三个条件共同促成的: 一个条件是权力、财富和声

望的高度相关, , ,; 另一条件是某些人因为拥有特权而使

报酬分配垄断化, , ,; 最后一个条件就是低的社会流动率,

, , 0 [4] 68社会学家达尔多夫认为,任何人只要处于一定的

社会地位上,他就被赋予与其社会地位相联系的行为期望,

就享有与这种社会地位相联系的利益。因此, 利益冲突根源

于冲突各方在社会地位上的根本对立, 是统治与被统治群体

间权力分配差异的反映。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利益冲突根源于人的利益与利益

实现方式之间的矛盾, 根源于制度安排的缺陷, 它是人的利

益实现方式的不合理性所引起的不同的利益主体在自身利

益的实现过程中彼此之间存在的利益矛盾激化的结果, 是人

的利益实现方式本身的内在缺陷造成的 [ 12]。这些缺陷首先

是社会分工的固化,马克思指出, /当分工一出现之后, 每个

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 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

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 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 或者

是一个批判的批评者, 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 他就始终

应该是这样的人。0 [ 13]分工的固化使得一部分人占有着社会

分工体系中的有利地位,从而不断享受这种有利地位所带来

的特殊利益,形成社会的特权阶层, 而另一部分人则由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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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这种机会和权利而沦为被剥削的对象。因此,在自发分

工的条件下, 不同主体为争夺有利的社会地位而彼此发生激

烈冲突。内在的缺陷之二是直接参与权的丧失。由于分工

的固化, 人们失去了参与其他利益生产和分配领域的权利和

机会, 而且也失去了彼此之间沟通以及对共同利益实现的监

督和制衡的权利和机会, 从而导致处于优势地位的人获取特

殊利益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 由此利益的产生也就

不可避免了。内在缺陷之三是由于利益分配的不合理。由

于利益是在一定的生产过程中并通过一定的分配方式才为

人们所利用, 由于社会分工的固化和直接参与权的丧失, 占

有社会优势地位的人凭借其优势地位获取特殊利益,因此人

们所获得的利益事实上在分配之前就已经由人们在社会生

产和分配体制中的地位决定了, 自然产生利益分配的不合

理。可见, 利益分配的不合理是社会分工固化和直接参与权

丧失的必然结果。总之, 利益冲突源于人们不断增长的各类

需要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源于利益生产和

分配制度的内在缺陷。

就我国来说, 就本质来看,我国的利益冲突是一种非对

抗性的冲突。从经济基础来看, 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各利益主

体奠定了共同的物质经济基础。从政治制度来看,我国实行

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尊重和保护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反映社会公众普遍的价值和利益诉

求。从法律制度上来看,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 注重维护广

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追求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利

益的公开、公正与公平分配,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权利受损

救济机制。但由于具体制度设计的原因,我国不同利益主体

的利益冲突, 特别是强势利益群体与弱势利益群体的利益冲

突呈现出越来越激烈的趋势。强势的利益群体通过结成正

式或非正式团体, 有能力利用各种资源, 以各种形式诉求自

身利益, 影响社会公共舆论, 影响公共政策和立法的制定。

使得立法和政府政策的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利益需要,或者至

少不影响自己的既得利益, 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

附型关系。另一方面, 弱势群体自身既没有资源, 也没有能

力利用资源, 缺少有效途径和渠道来诉求利益, 往往被边缘

化, 导致利益格局的失衡。

三  和谐社会视阈下利益冲突的整合

美国学者罗尔斯指出: /利益不同的个人很容易强调那

些促进他们利益的标准。, ,我们要依据什么标准来判断

这风俗本身的正义性和这些时尚的合法性呢? 为了达到某

种理解和统一的标准, 使这种标准超越于对利益之争的仅仅

事实的解决和对现存风俗与特定愿望的依赖,有必要寻求一

种衡量这些准则, 或至少把它们限制在一个较小范围内的较

一般的理论结构。0 [14]所谓利益整合,就是在承认利益主体

存在根本利益一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利益追求各不相同且

必须是合理的基础之上, 通过利益的事实选择和价值判断,

以利益平衡为价值取向, 对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整合以

形成共同意志的过程。

第一, 利益整合的价值: 从利益失衡到利益平衡。利益

关系是社会最基本最普遍最重要的关系, 在许多情况下, 人

们对利益的追求,往往会影响到他人对该利益的获得, 彼此

之间就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利益整合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利

益表达的双方或多方都满意,因此必须要以充分调动各方面

的积极性,惠及最大多数人利益为原则。在利益表达过程

中,由于能够容纳利益诉求的制度化方式不足或者渠道不

畅,加之我国社会传统习惯和法治意识淡薄等多种原因, 精

英阶层或强势利益群体比草根阶层或者弱势利益群体有更

大的利益表达能量和表达空间,导致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出

现失衡。法的内在精神是平衡, /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的最

高理念,这种理念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利益的平衡。人类之

所以创造法律,正是源于对这一理念的不懈追求。因此, 如

何谙熟法律这一利益关系的 -平衡器 . , 是立法者面临的重

大课题。0 [ 15]人类社会是一个利益合作的体系, 人之所以承

认并愿意成为社会的一员,无非是希望从社会获得利益, 满

足需要。在社会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 法律

作为调节和分配利益的手段, 在实现其价值目标的过程中,

只有平衡各种利益因素, 以利益平衡为价值目标, 才能发挥

其最佳的整合功能。

第二,利益整合的过程: 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制度化

是群体与组织发展和成熟以及整个社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

的变迁过程,表征为共同价值的生成、统一规范的形成、系统

的机构和制度框架的建构。塞缪尔 # P# 亨廷顿认为, /所

谓制度,即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 而制

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0 [16]利益整合

的制度化水平越高, 它的容纳性、可控性、适应性、合理性也

就越高。转型期的利益整合最终只能在制度化空间内解决

以增强合法性与合理性。我国目前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着

合理利益的不合法表达方式,合理利益与不合法方式交织在

一起对利益的整合提出了严峻挑战。社会转型期的利益表

达中,凡是表现比较激烈的社会矛盾基本上夹杂着这个特

征。制度化的利益整合能增强法律规范的合理性和可接受

性,为此, 如何把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容纳在现行法治

框架内,最终实现从非制度化表达到制度化整合的转型, 就

成了一项重要课题。

第三,利益整合的方式: 事实选择与价值判断。利益整

合的过程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选择和主观的价值判断两种方

式有机统一的过程。利益整合中的事实选择是利益整合的

起点,也是价值判断的前提和基础。事实选择是全面收集社

会中既存的利益表达事实,揭示社会利益表达构成的过程。

事实选择的客观性在于全面、客观、真实的揭示社会利益结

构,力求客观反映社会的真实利益表达构成, 做到价值的中

立。利益整合的方式也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 一是在利益

整合中要平衡各种利益, 做到妥当的利益平衡, 就必须不遗

漏重要利益,考虑相关的因素,排除不相关的因素。二是在

两种利益或多种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如果不能同时得到满

足,就必须对各种利益的重要性进行评价, 确立利益的先后

秩序和位阶。三是在具体的利益整合场合下, 互相冲突的利

益相互影响程度各不相同。有的时候高位阶的利益是强烈

的,有的时候很微弱, 有时候只有一种表面的甚至虚假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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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很难进行抽象的判断。四是利益整合中, 必须重视社会

的道德和伦理价值来权衡和平衡社会利益, 必须尊重 /社会

的道德判断0甚至 /人类的良心0, 保护那些 /以深置于传统

中的道德原则和社会基本情感。,为基础的利益0, 应受

/人民共同的良心0的指导 [17]。特别是在利益整合中要尊重

和保护宪法中各种自由权利规范体现的价值,这是我们社会

中最重要的价值。

目前学术界大致有四种不同的社会结构理论,一是以中

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为代表的 /两大基本阶级 ) ) ) 若干其

他阶层论0;二是以陆学艺为代表的 /层化论0; 三是以李强

为代表的 /碎片论0, 四是以孙立平为代表的 /断裂论0。这

四种理论都主张, 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已是不争的

事实, 全方位的系统利益调整已迫在眉睫,其中法律规范的

供给及调整机制是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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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Interest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armonious Society

YANG L ian

(The S chool of H unan P rovincial Party Comm ittee of the Communist P ar ty of China,

Chang sha 410006, China)

Abstrac t:  W ith transition o f Ch ina from trad ition to modern, all k inds o f conflicts o f interests a re becom ing m ore and m ore ou-t

stand ing. Conflicts of in terest have charac teristics o f long- te rm, un iversa lity and b iodiversity. A t the present stage, Ch ina s' m a in con-

flict o f interests and needs are dive rs ified. M ater ia l interests con trad iction is in the cen tral po sition. Incom e gap caused contradiction.

Socia l interests express ion m echan ism is not pe rfect, and con flic t o f interest g roups are sharpened. Conflicts o f interest is roo ted in the

interests o f thew ay and interests. Interest integ ra tion to integ ra te va rious conflicts w ith comm on w il.l Through the facts and value judg-

m ent o f interests, bene fit imba lance tends to be ba lanced.

K ey words:  harm on ious society;  conflict of inte rest;  interest d ifferen tiation;  interest integ 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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