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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政治社会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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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攻坚阶段，和谐社会的构建理应成为题 中应有之义。政治 

社会化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市场经济的建立、 

政治文明的推进、文化格局的多元发展、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需要通过政治社会化这一行之有效 

的途径维护社会的稳定。政治社会化同和谐社会具有 内在同一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但我国的政治社会化发展尚不成熟，政治社会化的水平不高， 

为此需要不断优化政治社会化方式，加快推进和谐社会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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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化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 ·伊斯顿 

和罗伯特 ·海斯最早提出，是指在特定的政治体系 

中，社会成员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学习政治知 

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 

参与政治实践、完善政治人格的社会与个人互动过 

程，是社会政治体系的自我延续和功能良性运行机 

制。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战略任务，这是党执政能力不断提高和社 

会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谐社会的构建包含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建设，政治社会化 

作为传递政治文化，塑造社会成员政治意识和政治 

情感的重要媒介，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

、 政治社会化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仅要求人与人之间 

的和谐、人与 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 

而且还包括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等各个社 

会子系统之间的和谐。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渗透在人 

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们和谐地生存与发展有着 

重要的导向作用。 

(一)推进民主进程，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的基础 

生产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 

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直接影响着政治社会化的顺 

利实现。据研究表明，在社会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域和 

群体中，政治社会化的广度、深度和速度，都要大于 

社会文化水平较低的地域和群体 。这就说明经济发 

展水平与公民的政治社会化程度息息相关，经济越 

发达，人们享受的发展成果就越丰厚，政治认同就 

越容易实现。反过来政治社会化作为增强人民民主 

意识，强化民主共识的重要手段，对于推进民主进 

程至关重要。即政治社会化程度越高，人们建设和 

发扬民主的积极性也就越高，而民主作为政治领域 

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推进民主进程中，对于激发人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热情，加强经济竞争中的参与，主动维系公 

平、自由的市场秩序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减少了阻力，从而夯实了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基础。 

(二)深化政治认同，强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的保障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攻坚阶段，随着 

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人们的政治倾向也呈现多元化。 

为了保障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就要创新解决的方 

法，使得人们不断深化政治认同，从而为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成 

员学习政治文化，培养形成政治意识的过程；也是 

政治权威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传输政治思想，塑造政 

治人格的手段：同时也是社会与其成员互动的一个 

过程，在此过程中，可以将政治情感、政治态度统 
一 起来，从而形成政治认知的共识。政治参与需要 

以一定的知识为基础，“知识是有助于形成政治技能 

的政治资源”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正是需要 

这种积极的政治参与、合格的政治角色、统一的政 

治价值，才能不断将政治文明建设演化为一种精神 

和习惯，以便更好的依靠人民，有了坚实的群众基 

础，才能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 

主义政治文明。 

(三)弘扬先进文化，提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智力支持 

政治社会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是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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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是 

立足当代实际和具体国情而不断推陈出新的。当前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 

侵入和部分敌对势力的分化，我们更应理性地积极 

地应对。政治社会化的动态性决定了其传播的政治 

文化必须是先进文化，必须符合时代精神和民族特 

色，更要符合当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只有这 

样，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进行政治社会化 

的目的正是为了通过这种教育的途径，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具有～定政治素养和政治能 

力的人才，进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智力 

支持。 

(四)保障政治稳定，营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的环境氛围 

“对于一个政治制度来说，没有人们对它的信 

任和支持，政府就没有权威，法律就无人服从，税收 

就无人交纳，政治就不稳定”。 。政治稳定的维系可 

以通过暴力和非暴力两种方式。暴力方式即是依靠 

国家机器来实现的，而非暴力方式主要是通过政治 

社会化这种柔性的 “工具”来实现的。政治主体价 

值取向的统一性有助于增强政治凝聚力，达到对政 

治系统的高度认同，在此基础上保障了政治的稳定。 

这是因为政治稳定需要人们政治参与的热情作为支 

撑，而政治参与的实现则依赖于政治社会化，它主 

要是借助家庭、学校、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和新闻媒 

介来实现的，通过政治社会化来实现社会共同体对 

于国家政权和统治的心理认同，以此实现政治稳定。 

当前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更需要政治 

稳定这个大的环境背景，而这种稳定的环境氛围需 

要通过政治社会化来实现。 

二、优化政治社会化方式，加快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 

优化政治社会化的方式，需要加强政治社会化 

的主体建构，形成整个社会的合力。这就依赖于政 

治社会化的媒介，包括政府、家庭和学校、个体、 

新闻媒介等等，同时还应加强制度建设，当政治社 

会化无法为人们自觉所接受时，就需要法律法规予 

以保障，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减少阻力。 

(一)坚持政府的主导作用，确保和谐社会建设的 

有序推进 

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大政方针的执 

行者，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着的主导者的作用， 

其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 

相关，他们的行为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党和国 

家，这也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和政 

治情感的形成。为了确保社会各界对党的路线、方 

针和政策的贯彻落实，实现社会成员对其认同，就 

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强 

自身的作风建设，为和谐社会的构建营造良好的社 

会风气。注重丰富政治社会化的形式，加强电子政 

务建设，确保政务公开和高效的办事效率，从而适 

时的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同时从宏观上把握政治 

社会化的内容及形式，合理运用法律和行政权力推 

进政治社会化，排除一切落后文化及消极因素的影 

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保障和谐社会建设的顺 

利进行 。 

(二)形成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合力，发挥和谐社会 

建设中的组织作用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 

业。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 

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地位 。家庭作为社会成员政治社会化 

的起点，是人们最初接受政治社会化和教育的单位。 

虽然这种政治社会化是非正式的，但是家庭成员的 

言行举止却潜移默化的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人们 

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性。 

学校作为政治社会化的关键场所，对于形成稳定的 

政治认知，坚定的政治态度，正确的政治取向至关 

重要。它是教会社会成员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处 

理协调各种关系，奉行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至上的 

重要途径，这些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这 

对于改革攻坚期社会矛盾的处理以及利益关系的协 

调意义重大，从而减少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阻力。为 

此，我们应形成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合力，更好的为 

和谐社会的构建服务。 

(三)加强自身学习与实践，发挥和谐社会建设中 

的主体作用 

社会成员的 “政治思想意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人们在某种特定的既已存在的政治思想意识以 

及现实政治环境的长期熏陶下、通过政治实践逐渐 

形成的” 。相对于权威的政治机构和社会组织而言， 

作为政治社会化的客体理应积极主动的学习政治社 

会化的相关理论知识，自觉培养政治情感，加强自 

身政治能力，端正政治态度。实践表明，文化程度 

越高，政治敏感程度也就越高。为此，必须坚持主 

流文化的导向作用，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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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在实践中注重 

知行统一，认识到个人政治参与的必要性，以实际 

行动参与政治生活，行使民主权利，积极为构建和 

谐社会构建建言献策，发挥主体作用。 

(四)发挥新闻媒介的导向作用，形成构建和谐社 

会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 

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 

失掉” 。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样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 

环境，即需要政治稳定来维系。在当今信息化的时 

代背景下，新闻媒介凭借其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 

广，直观的形象等特点成为维护政治稳定的新工具， 

开辟了政治社会化的新途径。 “掌握核心技术的强 

大网络资源的国家，通过网络技术传播其文化，影 

响甚至左右若干国家的政治文化，进而实现特定政 

治目的的网络技术垄断” 。这足以说明新闻媒介对 

于主流政治文化传播的影响巨大，也是政治社会化 

能否顺利推行的要因。新闻媒介强大的影响力，对 

于宣扬主流文化，扬弃传统政治文化，建设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它不仅能 

使政治社会化本身的内容与时俱进为和谐社会的构 

建所用，更能通过舆论平台，健全利益诉求机制， 

畅通民意表达渠道，使得社会问题得以及时解决， 

避免社会矛盾的出现和深化，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 

建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五)以法律化推进政治社会化，为和谐社会构建 

提供制度保障 

政治社会化作为一种相对柔性的统治手段，本 

身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执行力，为此在政治社会化的 

过程中难免存在社会成员的心理排斥及政治冷漠等 

现象。这与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 

相处的奋斗目标是相悖的，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阻 

滞因素之一。为此，政治社会化必须以法律化为支 

撑，在政治社会化无法自觉的为人们所接受，政治 

制度和规则无法自觉为人们所执行时，就要依靠法 

律来保证政治社会化的顺利实施。只有这样才能发 

挥政治社会化的实际作用，剔除和谐社会构建中的 

不和谐因素，通过法律的制度化推进政治社会化， 

进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制度保障。 

总之，政治社会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是内在统一的，都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 

等各个方面。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政治稳定，而 

政治稳定的实现也离不开政治社会化。对此，只有 

不断优化政治社会化的方式，以改革的精神不断推 

陈出新，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更好的为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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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unction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LIU Miao，ZHANG Chun 

(Department of Marxism，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Harbin 1 50040，China)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fl harmonious society iS a necessity in the period of sociaI transition of our country．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s a necessary requir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and also an indispensible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 onious society．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s an efficient way to stabilize the society, 

helping build the market economy,promote political civilization，develop the diversified culture，and dredge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Not only is politica1 socializ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uilding of a harmonious society,but 

it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and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building of a harm onious society． 

Key words：a harm onious society；government；political socia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