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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活质量—社会质量”这一视角可以作为社会政策分析的立脚点。据此
我们可以辨析生产型、发展型、再分配型和包容性等不同社会政策理念和模式所具有的
功能和特点。回顾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演进轨迹，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由聚焦
反贫困、基本生活保障走向收入再分配、追求社会公正的进程，提升生活质量和增进社
会质量是这一进程的客观要求。基于 “生活质量—社会质量”的视野，社会政策新的
发展导向应当包括: 强调以人为本的价值，摒弃各种 “物化”标准，克服 “异化”现
象; 充分肯定人们主观幸福感的需要; 包容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多元化; 形成一定的社会
开放空间，使人们能够具有进行社会参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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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对 “好社会”的追求和社会政策

抽象地说，建设一个“好社会”是各个社会的政府和民众都在追求的目标。衡量这一 “好

社会”的标准是多重的，包括对于民众生活的基本保障、经济富裕、社会稳定和谐以及民众的

自尊、自立和幸福感，等等。时下中国大陆媒体关于 “中国梦”的讨论就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人

们对于“好社会”的理解: 有的从个人生活的角度来进行阐发，期待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基本

的生活保障、美好的家庭生活、更多的闲暇时间和较低的房价; 也有的从社会角度来阐发，包括

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在医疗、教育等问题上都得到全面的改善。从个人角度出发进行的阐发反映

了人们对于各自生活目标的期待，因而涉及到生活质量问题的讨论; 而从社会的视角进行的评估

则涉及到社会体系的稳定、政府的有效服务、便利的公共服务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而这些问题都

与社会质量的议题相关。
从个人和社会这两个视角对生活状况进行评估，既有统一性也会具有差异。其统一性反映在

个人生活的现状受制于社会的状况，因而生活质量的高低要受制于社会质量的高低; 而社会质量

的状况为每个个人实现其生活中的梦想创造了社会条件，也培育了人们对于生活所具有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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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生活质量议题与社会质量议题又不能完全等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状况的改

进并不意味着会自发形成良好的社会质量。以中国大陆为例，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为解决许多社会

矛盾提供了新条件，但这一发展本身也产生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例如，一些人对于中国大陆前三

十年的经济发展进程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提出批评，认为这一发展并未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反而使

人们的生活压力不断增大、幸福感的程度在下降。①

从理论的视角来考察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研究所蕴含的基本假设，生活质量理论引导人们去

关注物质生活条件、人们的消费观念以及生活形态，并导向中产阶级的价值理念②; 而社会质量

理论则关注社会群体的发展及其社会整体福祉状况，要求我们发展社会保障体系以确保社会中每

个人都具有基本的生存权利，也要求增强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③。因此，

在对于“好社会”的追求中，我们要同时关注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这两个方面，从而把 “好社

会”这一规范性的概念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去。
在对于“好社会”这一目标的追求中，社会政策就成为人们推进社会进步的政策手段和工

具。在讨论社会政策的这一功效时，我们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具体的和单项的社会政策项目，而是

把它们看成是社会政策体系。这一体系由一系列具有共同的价值导向的社会政策项目构成，服务

于特定的社会发展目标。在一定的社会中，这些政策项目的设立和执行可以形成相关的政策导向

和发展战略。由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政策导向和发展战略理念的总体讨论来把握这些政策发展

的成效和评估政策实施的效用。在讨论中我们把社会政策讨论的聚焦点放在社会发展战略这一问

题上，以中国大陆社会经济状况演化的经验来解释其社会政策发展战略形成的驱动力及其特点，

探索社会政策在增进生活质量、提升社会质量方面所具有的效用。
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各个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会形成不同的发展战略。根据国际比较的经

验，由于不同社会面临着不同的发展任务，各个社会所具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体系运作也各不相

同，在解决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问题的政策途径也有所不同，这就会形成不同的政策导向和政策

发展理念④。由此，通过对社会政策项目的演进和发展战略的比较，我们可以揭示这一发展进程

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探索有效的政策措施。据此，我们将通过历史演化的进程

来阐述中国大陆社会发展战略的演化，从而揭示这一发展进程所具有的必然性和历史性，并从提

升生活质量和增进社会质量的立脚点来评估其政策效应。

二、四种社会政策模式及其功用

基于社会政策的比较研究来阐发社会发展战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社会中看到不同的政策发

展理念和政策模式的选择。在全球社会政策的讨论中，我们常常会涉及几种与社会发展相关的社

会政策理念，包括生产主义的理念、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念、社团主义的理念、再分配主义的理

念以及包容性发展的理念⑤。这些理念的采用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水平相关，适用于处

在不同发展条件下的社会。在亚洲，人们十分关注生产主义社会政策的模式，并认为这一模式导

致了东亚福利体系的一些基本特性。因此，在此对于社会政策模式的讨论中，我们就以生产主义

社会政策作为讨论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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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主义社会政策的基本特点是把追求 GDP 的增长作为其发展导向，把经济发展的目标优

先于社会政策的目标①。这一政策模式突出地体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东亚国家，特别

是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经验中。它倡导通过经济增长所带来的 “滴漏效应”来实现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提升②。与欧洲福利国家相比较，这些经验被认为是东亚福利体系发

展的独特经验，并在 21 世纪初得到广泛的讨论③。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模式与东亚社会的威权主

义背景相关④，因为这一背景有助于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使政府能够聚焦于经济发展的努力，

并通过各种社会计划来引导经济发展。当然，采用这一模式的负面影响是，它不利于解决由阶级

阶层的差异和收入不公平所引起的社会问题。
与此相平行，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是基于第三世界国家社区发展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一政策模式倡导社区发展、民众参与、社会投资、资产建设等策略⑤。尽管这些政策理念及与

此相关的社会政策项目在目前仍然保持着其影响力，但从起源来看，这一模式根源于那些市场经

济体系、城市化和工业化都尚不发达的经济体中。在经济成长的早期阶段，这些体系通常采用社

区发展战略和反贫困政策来应对民众的衣食住行的需求。在这一模式中，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

作用十分有限，社会支出较低，强调家庭和社区公民组织的作用，带有强烈的 “残余主义”特

征。这一战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它强调社会基本安全网在保障人民生活方面所起的作

用，并倡导通过社会投资和工作福利的手段来提升人们的福利状况⑥。它倡导通过自下而上的途

径来推进社会发展，特别是通过发展市民社会的力量来促进社区组织的活动。由于在这些体系中

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还十分有限，市场力量尚未成为社会体系运作的主导力量，因而发展型社会

政策理念就成为政府指导性的政策理念。
然而，依据国际经验，当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时，随之而来的是日益明显的

收入差别和社会群体之间的阶层化现象。在此，依靠市民社会的自我运作已经远远不够了，而发

展再分配型的社会政策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在政策层面上，人们所面临的不仅是如何为社会中的

贫困群体提供基本的收入保障，还要应对降低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的任务。这就需要形成有

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进行收入调节和再分配。在这一阶段，如何制约市场经济体系的运作所具有

的各种负面影响，确保所有民众能够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并培育福利权利的观念，就成为社会的

关注点。据此，在社会政策的发展中，反贫困和社会救助政策的重要性在不断下降，而再分配主

义的发展战略就成为此阶段的基本导向。
毋庸置疑，社会再分配机制的运作有助于缓解社会不公的状况。它可以协调在社会阶级阶层

结构中的各主要社会群体间的关系，但无法触及那些处在主流群体之外的人群。这些群体包括被

排除在社会主流体系之外的人，例如那些从劳动力市场 ( 失业者) 、社会网络 ( 无依无靠者) 、
社会体系 ( 社会保障项目) 以及社会政治群体 ( 选举权) 和社会参与的机会 ( 社区的参与) 等

体系中被排斥出去的社会离异者⑦。在此，包容性社会政策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包

容性社会政策可以以普惠性社会政策项目作为手段，为福利需求者提供广泛的公共服务从而获得

增进社会融合、提升社会体系包容性效应的成果。同时，包容性社会政策还有助于促进社会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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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于各类社会群体的包容。这些群体包括女权群体、儿童群体、少数民族群体、外来工群体

以及宗教群体，等等。由于这些群体所具有的生活方式、文化规范和生活环境具有其独特性，包

容性社会政策可以在打破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壁垒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从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的视野来评估这些政策模式的社会效应及其影响，我们可以做如下评

论: 生产主义和发展主义的理念及政策模式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可以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也对于

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其相关的政策议题涉及到反贫困、区域发展、资产建设、职

业培训和就业增进，有助于缓解人们的生活困境和提升劳动就业状况。沿着这一以经济发展为政

策发展驱动力的路径，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政策的发展有助于提高生活水平、增进生活品质。
社会质量评估则落脚在如何通过社会政策的手段为全体民众提供广泛的社会保障、增进社会

融合、发展社会服务、减少社会排斥现象。从这个维度来观察，再分配型社会政策和包容性社会

政策对于提升社会质量具有重大的影响。回顾社会质量理论有关社会测量的四个维度我们可以看

到: “社会经济保障”因素是提升社会质量的物质基础; “社会凝聚”和社会团结因素是其价值

基础; “社会包容”构成了社会体系的制度基础; 而 “社会参与”则巩固了社会体系的群众基

础①。只有在这四个方面都进行努力，我们才能增进社会质量，为实现“好社会”的理想创造条

件。在此，再分配型的社会政策有助于提高民众的凝聚力，而包容性社会政策则能够促进社会参

与、降低社会排斥的发生率。因此，社会政策的发展可以为提升社会质量起到推进作用。
当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一个社会具体采取哪种发展战略并不仅仅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

或功能需要，也取决于该社会所具有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一般说来，当经济增长和人们的收

入水准提高后，人们的观念就会逐渐发生变化，从而把追求生活质量的目标放到生活的中心地

位。特别是当社会进入中等发达水平后，在社会保障制度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后，基本的物质生

活条件方面的目标对于人们生活的意义在不断下降，人们对于生活的期望就不仅仅停留在收入保

障和物质生活的水平上，而对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诉求在强化②。为此，我们需要适应民众对

于发展前景的更高的期望和要求，把社会的关注点逐渐由基本的生活保障转向对人们生活多样性

需要的满足。
在以下的分析，我们将通过中国大陆的社会政策演进进程的考察，来展示中国大陆的社会发

展进程并解释与此过程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

三、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模式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90 年代末的四十年中，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从求温饱状态逐渐地步

入小康社会。这是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也是一个从计划经济的建立和改革

走入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大陆相继实现了 “国民生产总值人均 800 美

元”、“翻两番”以及“建立小康社会”的目标。社会政策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中体现了发展型和

生产型社会政策的许多特点，包括发展社区工作和集体互助、进行社会投资等政策理念，也包括

以经济成长优先，把社会福利作为第二序列发展目标的政策选择。这一发展进程的结果是成功

的: 它不仅取得了经济高速成长的成果，也通过 “滴漏效应”使广大民众获益。这一阶段所追

求的社会目标是经济富裕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而提升主观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尚未成为社会行

动的导向。
自九十年代末到现在的二十年的历史中，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继续由反贫困求温饱向生活质

量的议题推进，并开始触及社会质量的议题。这一转化反映在一系列的变化中: 由消灭绝对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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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和社会排斥问题; 由追求富裕向追求幸福生活转化; 由保障人们的物质生活向

确保人们的广泛权利以及提供公共服务转化。根据这些变化，人们开始把视野从生活质量的增进

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转向对社会质量问题的关注上。
促使这一转化的驱动力不仅来自于经济发展，也来自于社会政策的发展状况。九十年代末以

来，社会保障体系在中国大陆迅速发展，推动了社会再分配机制不断强化，并把 “确保公民的

社会保障权利”作为政府工作的目标来追求①。其保障的对象逐渐从城市职工扩展到所有城市居

民 ( 包括流动民工和城市暂居人口) ，并进一步向农村居民扩展。在 2007 年到 2009 年间，中央

政府相继建立了农村低保、新农保、新农合等三大社会保障项目，逐渐形成为 “适度普惠”和

“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导引性理念。目前，在体系建设中，如何针对其他社会人群实现不同社会

保障项目间的转移支付，并构建广覆盖、相互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大陆社会政策发展现

阶段的工作目标。这对于增强社会包容和社会融合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除了再分配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这些因素外，还有两方面因素强化了人们对社会质量

的诉求。一是对社会边缘群体和对社会强势群体的关注。中国大陆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的

发展导致的社会结构日益开放，流动人口的规模在 2009 年已达到近 1. 5 亿人②。这些人群常常被

认为是社会排斥高风险群体，而目前针对这些群体的社会政策项目还十分有限。与此同时，对强

势群体在养老金待遇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优势的诟病在民众中十分流行。强势与弱势群体在社会

生活中的境遇，以及他们所能获得的公共资源的支持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差异使弱势群体更为

弱势，强势群体获得更多的社会优惠。这种现象使增进社会质量、赢取社会公平成为亟待解决的

社会问题。
在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环境的改善，人们的生活日益多元化、多样

化。生活、休闲、娱乐、快乐、幸福等一系列与生活质量相关的概念被广泛地讨论，而主观幸福

状况也常常反映在研究或主流媒体中。人们开始强调生活质量，关注人的主观感受，生活环境、
生活方式 ( 如旅游、消费及享受) 、生活品位 ( 品牌、文化娱乐休闲等) 等议题逐渐从社会关注

的边缘话题演化为中心议题。这些变化促使我们把关注点由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向以生活为中心的

发展目标，把提升幸福感作为价值追求。在这些条件下，中国社会正在由确保民众基本生活权利

和社会保障的目标向更为广泛地增进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的目标演进。
通过对社会发展战略和政策理念转化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演进及其社会转型的

轨迹。在未来十年中，中国经济发展将进一步引导人们追求生活品质、生活方式和幸福感。正如

我们所看到的，在学术研究中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这些话题已经成为时髦话题③。各种关于生活质

量的状况的社会调查也纷纷展开。譬如，最近中国社科院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联合发布了中国城

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④，而此类有关城市生活质量排名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多 ( 例如北京国际城市

发展研究院 2006 年公布的《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 No. 1》，美世咨询 2011 年公布的全球 221 个

城市的生活质量排名榜，等等) 。尽管中国各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很大⑤——— 对于那些仍处在经济

起飞阶段发展的地区来说，如何确保民众的基本生活条件仍然是当地政府的工作重点———但从总

体上看，提升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的理念正在进入大陆社会的主流话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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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 2012—201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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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 “生活质量—社会质量”评估社会发展和社会政策效用

对于中国大陆社会政策发展进程的回溯使我们看到，各种社会政策类型的采用只有在特定的

阶段和条件中才能有效。它不仅取决于该社会所具有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发展程度，也受制于该社

会所设立的社会发展战略及其所面临的问题。在目前，两方面的因素驱动力促使中国社会倡导生

活质量和社会质量: 一是由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产生的新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二是由市场经济

的发展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的收入水准的提高，人们的观念正在发

生变化。物质生活条件对于人们生活的意义在不断下降，而对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诉求在强

化。特别是在社会保障的基本权利已形成为制度并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后，人们对于生活的期望

就不仅仅停留在收入保障和物质生活的水平上。
生活水平的提高增进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从而使如何提升人们的幸福感成为社会政策讨论中

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的相关性，比如，经济保障和幸福感、工作和闲

暇、阶级关系和宗教信仰，等等。这些有关主观幸福感的讨论就势必要与增进社会质量等问题相

关。它们不仅仅触及个人的生活条件问题，如公共交通、公共健康、住房条件和物价等，也涉及

广泛的社会议题，包括社会环境、社会治安、腐败、社会排斥、社会诚信与食品安全等。此外，

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所造成的贫富差别和社会的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也为倡导社会质量

提供了现实需要。这些现象会严重地损害社会团结和社会融合状况，因而需要采取再分配和包容

性的社会政策来加以缓解。
从社会质量视角来考察社会政策类型，我们可以辨析不同社会政策模式所具有的功能和特

点。在以上讨论中所涉及的各种社会政策类型中，生产型社会政策和发展型社会政策有助于降低

贫困①，而再分配型和包容性社会政策则有助于增进社会融合和降低社会排斥的程度②。这四种

社会政策模式具有不同的特点并起着不同的作用，但他们都有助于增进社会质量。特别是包容性

社会政策在增进社会融合和社会团结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与社会质量理论的诉求十分契合。据

此，社会政策所具有的功能不仅仅在于保障人们的收入和服务方面的基本需求，也是增进人们生

活质量和提升人们幸福感的政策工具。这些功能可以赋予社会政策更为广泛的社会作用，使其能

在增进人们的幸福感和改善社会质量方面成为有效的工具。
在以往的社会政策研究中，人们讨论的关注点常常聚焦在福利权利和福利财政问题上。其核

心问题关注于如何保障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而在促进社会融合和增能方面的作用十分薄

弱。这些社会政策的分析多以问题为导向，强调对策分析的需求，而对于 “生活方式”相关的

议题的关注十分有限。尽管在传统的社会政策中也探讨普惠的社会津贴和与公共服务相关的、面

向全民的社会政策，但这些项目并不能满足人们提升生活质量的全方位要求。由此，我们需要有

新的视野来发展社会政策分析，采用新的社会政策理念和视角来推进社会福祉的增进。
把“生活质量—社会质量”的视角引入社会政策的分析可以缓解上述问题。这一视角倡导

提升生活质量和改进社会质量的意义。它以社会体系和社会环境为关注点，致力于社会基础的改

善 ( 包括物质、规范、制度和群众基础) 。它把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联系起来，使社会质量分析

与广泛的社会现象关联，把社会质量作为测量社会进步的尺度③。沿着这一导向，我们可以把社

会政策分析的重点从强调基本的生存保障、福利权利和政府反贫困的努力推向对于生活质量和社

会质量的追求过程。这一发展超过了传统的社会政策研究和社会保障讨论的范围，体现了社会政

策发展的内在诉求。由此，把社会质量的目标引入社会政策的讨论中，会促使社会政策讨论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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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从保障贫困群体和社会福利群体转向为 “正常群体”提供公共服务，以增进全体居民的生活

质量。

五、从增进社会质量看社会政策发展现阶段的导向

社会质量的提升与社会政策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在中国大陆，随着社会保障体系逐渐的改

革完善，其社会政策类型日渐丰富。例如，具有普惠性质的社会津贴在旧的体系中是缺乏的，但

目前在不断增多; 其对象群体也由福利需求群体扩大为普遍的民众，并最后形成 “适度普惠”
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这一进程可以被看成是经历了反贫困、社会保障、追求生活质量和追

求社会质量这几个阶段。然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以后，新的发展目标正

在形成。在今天，人们开始议论在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民众期望的变化①，并把对生活

质量和主观幸福感的讨论作为核心问题②。
这一发展也可以通过地方政府的实践反映出来。目前，中国大陆的许多城市都倡导以提升

“幸福感”作为其工作目标。举例来说，广东省政府近年来提出建设 “幸福广东”的口号; 杭州

市政府自 2006 年以来就大力倡导建设 “生活品质之城”的目标，并在 2010 年到 2012 年间政府

工作报告中连续三年提及 “幸福”概念，把增进民众的幸福感作为政府追求的目标③。与此同

时，倡导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也要求我们把生活质量的议题与社会质量的议题联系起来讨论。由

于生活质量的提升不仅仅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和个人的努力，更取决于当地的社会环境，

因而，人们个体层面的生活质量离不开对社会质量目标的追求。
在另一方面，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进和科学技术能力的提升，人们提升生活质量和社会质

量程度的手段也在不断增多。大众传媒的发展也促使了生活方式的变化，从而为提升社会质量形

成了新的条件。例如在 21 世纪，网络的普遍使用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不仅影响了人们的交往手段

和生活方式，也鼓励了社会的信息公开、民主决策和个人原子化 ( 非组织化) 等现象的出现。
根据统计数据，中国网民人数在 2011 年底已经突破 5 亿，这些因素都会强化社会的开放程度，

为形成社会生活多样化、多元化提供了社会条件④。由此，基于这些条件来讨论社会发展的战

略，我们可以形成新的发展导向并在政策层面上进行努力。
首先，增进生活质量就要强调以人为本的价值，摒弃各种“物化”标准，克服各种 “异化”

现象。在今天的社会政策讨论中，我们会常常涉及到平衡 “工作—生活”议题 ，因而提升生活

质量已成为时代的要求，而社会政策可以成为有效的工具。举例来说，在当今社会中，人们经常

叹息生活太累、节奏太快、缺乏幸福感、生活压力太重。究其原因，这些压力都是由各种物化因

素造成。我们要在“日常生活”领域 ( 哈贝马斯语) 进行观念改造的工作，回归人的本体，以

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以追求生活质量和社会团结的价值导向，并最终提升

社会质量状况。
其次，充分肯定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人的主观幸福感的需要。在经济发展上了新台阶的

今天，要充分认识人的各种需求 ( 经济保障的需求、社会关系的需求、文化生活的需求和享有

尊重的心理需求，等等) 。以往社会政策理论十分强调政策的价值导向和对人的需要的满足，但

其对人的主观感受、心理需求、幸福感和人们的主观生活状态的讨论仍十分缺乏。因此，我们不

能简单地把生活质量等同于物质生活状况，也不能将生活质量等同于社会质量。随着经济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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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社会政策的讨论要更多地着眼于如何通过政策手段来提升全体民众 ( 特

别是“普通民众”) 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福祉。
第三，基于“生活质量—社会质量”的视野，我们要对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观念的多元化

具有一定程度的宽容和包容。高水平的生活质量不可能在一个价值单一或生活方式单一化的社会

中实现。这种多元化和多样性正是社会质量提升的基本内容。事实上，价值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

基本特征，也是培育健康的民意和良好的公民意识的必要条件。我们很难使全体民众接受单一的

或人为设置的或由“官方界定”的价值体系，因为社会的主流意识要由民众的认可来确立。同

时，在培育公民的社会认同和价值导向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人们对于生活的态度、主观感受和

幸福感状况的差异很大。例如，“90 后”、“新生代”对于生活的理解与 “60 后”“70 后”就有

很不相同。只有对各种多样性保持一定宽容，才能使人们具有较高程度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使

社会具有更高的社会质量。
第四，为了全面提升社会质量就要形成一定的社会开放空间，使人们能够具有进行社会参与

的机会。良好的社会参与环境可以增进社会融合和社会团结，以确保体系运作的合法性，实现人

们所期望的高质量的生活状态。要通过社会政策的制定来鼓励公民的决策参与，同时在社会管理

方面大力拓展社会的开放性程度，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使民众能够有更多表达意见的渠

道，这也是缓解社会矛盾的必要条件。为此，我们要把讨论问题由个体层面的生活需求深入到对

于宏观社会问题的讨论，通过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实现社会环境的改造和社会质量

的增进。因此，在对于社会质量的追求中，我们要致力于创造一个使大家都能够发挥主动性和积

极性的社会，使全体民众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心情舒畅、积极贡献、为共同的社会目标而努力。

六、结论: 社会政策与社会质量

当前，诸多研究者注意到，在东亚的很多国家与地区社会不平等正在强化、收入差距在拉

大、社会群体的相互隔离在加深，人们对于社会公共服务的不满在增多①。在中国大陆地区以及

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我们都可以听到类似的抱怨。这就形成了一幅矛盾的图景: 一方面，民众

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 另一方面，人们的抱怨在增多、幸福感在下降。对这一矛盾形成原因的

解释是多样的: 有的认为许多社会问题都源于经济匮乏和生活缺乏保障，因而我们要通过发展社

会保障体系来确保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 也有的强调社会阶层分化，倡导通过社会政策来强化再

分配体系来调整阶级关系、缓和社会矛盾; 还有的人倡导社会民主，倾听群众的意见，使大家都

有表达意见的渠道和机会; 也有的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出发，主张通过道德教育、心理资本开发，

输入“正能量”来缓解社会情绪。无论基于何种原因，我们可以断言当基本温饱的诉求得到基

本满足后，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目标。
要应对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我们有必要扩展社会政策讨论的议题领域。传统的社会政

策理念和议题反映了二十世纪阶级团结的精神和追求 “福利国家”的努力，它们聚焦于弱势群

体的保护、物质生活条件的保障以及阶级关系的协调。当前，新的社会政策讨论的议题在不断出

现，特别是工作与生活、经济生活与主观感受、劳动与休假、阶级分化与公民参与等议题都成为

人们在生活和社会环境中的重要问题。尽管社会政策作为政策手段对于解决这些新议题的成效目

前尚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当前社会政策的议题与二十世纪将会有很大的不同。对此，生活质

量-社会质量视角的观察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启发。可以相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对生

活质量和社会质量的追求或诉求将日益增长。只有顺应这些新出现的发展态势，我们才能创造一

个具有高度社会凝聚力的社会。
在此背景中，我们讨论了社会政策理念模式及其各自特点，揭示了生活质量-社会质量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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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政策分析中所具有的意义。它展示了各种发展战略理念的特点，并通过 “生活质量—社

会质量”这一“棱镜”的折射，反映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进程所取得的经验。正如

我们所看到的，在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反贫困和区域发展等方面起到

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面临着目前在社会团结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把社会质量的理念引入社会政

策的讨论，就要求我们采取种种社会政策手段来改造社会环境、推进社会发展。为此，我们的讨

论要超越传统的社会政策议题，把幸福感和生活质量问题引入社会讨论的中心，把社会包容和社

会排斥作为讨论的焦点问题。基于这一讨论，我们可以采取包容性社会政策理念等手段来解决中

国社会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而 “生活质量—社会质量”的分析视角对于我们展开相

关的政策分析可以提供有效的理论基础和立脚点。
( 责任编辑: 薛立勇)

Social Policy，Social Quality and the Orientations of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

Lin Ka
Abstract: This study deploys a social policy analysis from the social quality approach． With a

comparative studies on social policy models as its basis， the study discloses the features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its social secuerity system，with its shifted focus of
policymaking from anti-poverty strategy and social assistance toward income redistribution and social
justice． As the outcome of this development，the goals of improving life quality and enhencing social
quality should be elaborated which are functionally necessary． Thus，taking the “life quality-social
quality”approach as the standing point of this analysis，we can get a new perspective to discuss many
new social issues and exploring the potencials of resoluting these social problems in contemptoar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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