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2 卷    第 1 期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Vol.32   No.1 
2015 年 3 月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  Edition)               Mar.2015 

[投稿日期]2015-01-06 
[基金项目]2014 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编号:2014040601） 
[作者简介]王丽（1976-）女，河北青县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略论我国社会转型期新型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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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今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我国人际交往的主体日趋多元，人际交往的媒介更加多样，

人际交往的范围日益宽广，人际交往的文明程度更高。在此基础上我国总体上形成了和谐关系、

契约关系、网缘关系等新型人际关系。具体领域劳资之间形成了互利关系，干群之间形成了服务

关系，阶层之间形成了共富关系。这些新型人际关系的产生对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推动民主政

治建设、引领文化繁荣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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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正发生市场化、信息

化、城镇化、全球化以及社会和谐化的深刻变革，

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发展理念的

变革引发了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交往方式

的深刻变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人际关系的变化。符

合我国基本国情，顺应现代化发展趋势，同时又坚

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新型人际关系应运而生。 

一、我国新型人际关系的形成基础 

（一）人际交往的主体日趋多元 

1.由“熟人”向“陌生人”转变。在社会转型

前，人们生活在彼此熟悉的熟人社会里，人们生于

斯，长于斯，流动性不大。伴随着市场化、全球化

以及城镇化的推行，人员的流动性不断增强，人们

生活的圈子渐渐由“熟人”向陌生人转变。《零点宜

居指数——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 2006 年度报告》

调查数据表明：有高达 55.5%的市民不知道邻居户主

的工作单位，42%的市民不知道邻居户主的名字，

33.3%的市民不知道邻居家庭有几口人，10%的市民

根本就不认识自己的邻居。 

2.由“现实人”向“虚拟人”转变。随着信息

社会的到来，网民以“身体不在场”的形式取代了

生理身体的在场，人在网络中只是以符号的形式存

在，贴在“现实人”身上的每个标签，如身份、性

别、地位等都可以隐匿，所有与身份相关的信息都

可以加以修改，在网上人们可以展示一个全新的虚

拟“自我”，开始自己的“第二人生”。 

3.由“情感人”向“理性人”转变。改革开放

后，经济体制转轨是对农业文明、儒家文化背景下

的以“情感人”形式存在的传统人格最为彻底的冲

击。在市场经济社会，市场主体不应单凭感觉或感

情办事，必须更多地考虑利益因素，人的生存方式

渐渐由“人的依赖”状态向以“物的依赖”为基础

的人的独立性转变，“情感人”渐渐让位于“理性人”。  

由此可见，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中国

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经

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种“过渡人”的角色

使人际关系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二）人际交往的媒介更加多样 

1.市场成为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过去计划经

济时期资源由国家配置，个人附属于单位，整个社

会结构呈“蜂窝状”，人际之间通过行政纽带进行有

限的联系。经济体制的变革是我国社会转型期最深

刻的社会变革。在市场经济社会，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作用，人们通过市场联系起来，以契约形

式来规定交往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这种经济体制的

变革“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即个人与个

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之

间的利益关系的调整”
[1]
，也就是要打破不利于调动

人们积极性，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利益格局。 

2.信息网架设了人际交往的新桥梁。信息网络

化发展改变了传统面对面的人际交往方式，通过人

—机—人的交往方式在人与人之间架设了新桥梁，

为人际交往提供了新渠道、拓展了新空间、构建了

新载体，从而引发了一场中国人生活方式和交往方

式的深刻变革。正如某学者指出的，“把网络看成是

电脑之间的连接是不对的。相反，网络把使用电脑

的人连接起来了。互联网的最大成功不在于技术层

面，而在于对人的影响。”
[2]
 

3.人口流动成为人际沟通的新渠道。1978 年以

来，随着改革开放的的不断深化，单位制、户籍制、

身份制不断弱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流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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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自由流动空间”，我国的社会流动以其前所

未有的态势急剧增加。“民工潮”、“经商热”、“出国

热”及“孔雀东南飞”和“从政热”都是我国社会

流动急剧增加的反映。正是这种社会流动为人际交

往提供了新渠道。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现代化在人

和人的关系上表现最深刻的就是距离缩短了，接触

加多了，范围扩大了，相互来往频繁了”。
[3]
 

（三）人际交往的范围日益宽广 

1.人际交往范围由封闭走向开放。伴随着经济

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逐渐融入了全球化潮

流。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人

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生活等各方面进行广泛

的交流与合作，大家在相互交往中互通有无，世界

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人们顿时感到世界被

压缩，时空被压缩。全球化使我国人际交往范围超

越了血缘、地缘甚至民族的范围，人际交往日趋国

际化、世界化，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交往空间。 

2.人际交往范围由现实走向虚拟。随着网络化、

数字化和虚拟化的发展，人际交往的时空更是发生

了深刻变革。在信息社会，人际交往越来越多地摆

脱了对特定空间的依赖，时空不再是人际交往的障

碍。如果说工业时代的铁路、飞机改变的是人们的

生存空间，使人产生“地球村”的感觉，那么互联

网超越了有形的物质场景的边界，脱离了时空的束

缚，并以“虚拟化”、“身体不在场”的方式交流。

互联网消除了时空的界限，人们可以冲破传统的国

家民族界限，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跨越时空，突破民

族文化、意识形态的限制，在网络空间与世界各地

的人一起交流沟通、交往合作。网络交往超越时空

的特点使“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的

时代一去不复返，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成为可能，“地球村”的预言成为现实。 

（四）人际交往的文明程度更高 

1.人际交往不断自主化。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

国家控制一切社会资源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市场日

益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资源配置方式发生

的根本转变，意味着交往主体摆脱了计划经济年代

的依赖性，结束了传统的“等靠要”的依附性生存

方式，交往过程日益呈现出个体自主性特征。“单位

人”、“计划人”正朝“社会人”、“市场人”转变，

人身依附或身份统治关系日渐消失，日益让位给人

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使中国人的实际生存

状态发生了重大转变。正如英国法律史学家亨利·梅

因(Henry Maine)所说的，“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

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4] 

2.人际交往日趋和谐化。改革开放前，受阶级

斗争思维的影响，人的存在状态是“对立人”，人际

间出现疏离感，甚至异化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今天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和谐社会要求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统一、协调发展，

人际之间的和谐性增强。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要求的，

“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

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

形成”。 

3.人际交往呈现志缘化。网络交往超越了传统

的血缘、地缘以及业缘关系的限制，网民们摆脱了

亲情、友情以及利益至上的束缚，寻找与自己具有

共同兴趣爱好、价值取向的人建立了志缘关系。在

志缘关系的基础上，人际之间不只是为了满足人的

物质需要而进行交往，不是迫于生存需求而进行的

联系，共同的精神文化追求和价值观也成为人际交

往的重要纽带。很显然，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

志缘关系超越了生理需求，是更高、更深层次的精

神内涵的交往。 

二、我国新型人际关系的表现形式 

（一）新型人际关系的总体表现形式 

1.和谐关系。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

摆脱传统的阶级斗争思维，我国正在构建和谐关系。

和谐关系是与社会主义性质相一致的人际之间根本

利益一致的关系，是对中国传统人际关系和西方资

本主义社会人际关系的批判继承和超越，以实现人

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础，以对人生价值的终极

关怀和现实关切相结合为原则的人际关系，是社会

主体间行动关联及其模式化结构的最佳状态。 

2.契约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

发展，民主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法制化进程的加快，

我国人际关系日益呈现契约化的特征。与经济市场

化、等价交换及产权关系明晰需要相适应，与公民

社会和法制化发展进程相一致，人们借助契约的形

式来明确和规范交往，契约关系逐渐成为人与人之

间相互联系的纽带。契约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在以工

作和行业为纽带而联结的业缘和以商品交换为纽带

而结成的物缘关系基础上平等交往、自由缔约，就

双方的责、权与利进行明确的规定，进而形成的一

种权利义务关系。 

3.网缘关系。互联网带来了人们信息表达、交

流沟通、社交联络和思维习惯的重要转变，一些兴

趣相投、利益相关的人们跨越地域、行业和民族通

过各种网络数据平台、信息联系起来，形成了网缘

关系。在网络世界里，“人与网络结缘，网络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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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网络与网络结缘，最终归结为人与人的结缘”。
 

〔5〕
人们在网络空间通过一定的信息和符号进行沟通

和交流，进而相识、相知、结缘，并由网络而维系

现实人际关系的社会联系。 

（二）新型人际关系的局部表现形式 

1.劳资之间的互利关系。劳资关系是指“劳方”

和“资方”之间的关系，指的是劳动者与劳动力使

用者在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劳

资关系作为社会经济关系中最核心、最本质的关系，

归根到底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与完善产权

保护制度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适应，

我国逐渐形成了一条使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协

调利益关系的途径，从利益分享的角度平衡劳资关

系，保证劳资关系双方的基本权利得以实现，保证

劳资关系双方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促进双方互利

共赢。 

2.干群之间的服务关系。干群关系是指掌握一

定公共权力和政治资源的党政领导者与广大群众在

工作、生产和生活中产生、发展起来的相互联系。

干群关系是政治关系中一对非常重要的关系。与我

国建设服务型政党、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和转变相适

应，正在形成新的干群关系，即服务关系。在执政

理念上，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的原则；在职能定位上，牢固树立了“公民权利本

位、政府义务本位”的思想；在党的作风上，开展

了党风廉政建设，以反腐败整党。在行为准则上，

党员干部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3.阶层之间的共富关系。阶层之间摆脱了过去

的阶级对立思维，在“两个大局”思想和共同富裕

思想指导下培育共富关系。我国在处理社会各阶层

之间关系时，既避免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

市场化初期出现的严重的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又

不同于改革开放前追求的人际之间的同时富裕、同

等富裕，而是正确处理了“先富” 与“共富”的关

系，认为“先富”不是目的，只是实现共同富裕的

途径和手段，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共富关系是先富带

后富的过程。 

三、我国新型人际关系的重要功能 

（一）促进市场经济发展 

新型人际关系摆脱了血缘宗法社会维系的等级

关系和计划经济时代行政隶属关系的束缚，双方地

位是平等的，彼此之间是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

关系。新型人际关系蕴含的理念反映了市场经济的

本质要求，契合了市场经济社会要求的自由、平等、

功利和理性精神，新型人际关系极大地释放了经济

主体自由创造的空间，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新型人际关系蕴含着缔约双方平等协商和相互

尊重，体现在政治领域，意味着社会的民主化和自

由化程度，对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极具启发意

义。尤其是契约关系蕴含的人民主权、法治观念、

政治民主等理念是民主法治政府赖以生存的社会制

度根基。可以说，“没有哪一种思想工具较之契约思

想更能深刻、合理地揭示现代民主政治秩序的要义

与精髓”
（6〕

。 

（三）引领文化繁荣发展 

新型人际关系意味着人们在文化资源占有的机

会方面是平等的，人人都有发表自己言论观点的自

由和权利。尤其在网络平台上，网络“把关人”对

信息的把关功能弱化，没有一二三审，没有编辑把

关，屌丝可以和专家拥有同样发言的权利，真正形

成了全民参与的文化，从而真正实现了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推动和谐社会构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味着实现社会关系的

和谐，但宏观社会结构的和谐需要通过微观层面的

具体人际关系和谐表现出来。没有脱离了具体的人

际关系抽象存在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

等社会关系的和谐。并且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

然的关系，最终都由人与人的关系所决定。所以，

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

提，只有人际关系达到了和谐，才能使各种社会关

系协调发展，才会联手面对来自自然与社会的各种

挑战，化解各种现实矛盾，社会才能安定、有序、

和谐。因此，和谐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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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new type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ver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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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transition in China, the subject and media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s diversifying, with broader ranges and higher level of civilization. On this basis, new typ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harmonious, contractual and network relationship has formed. Specifically, mutual 
benefit relationship is forming between labours, servic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dres and the masses, and common 
prosper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es. These new type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have far-reachi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market econom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leading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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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构分布仍不平衡、不合理 

一是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偏低，层次不

高。当前，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吸收外资的重点，

但与全国乃至发达省份相比，河北省服务业外商直

接投资规模及比重较低。二是新兴产业发展不足，

第二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内部结构不够优化。多年积

累的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仍然突出，如六大高

耗能行业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虽然持续下降，但仍占

较高比重，河北省制造业乃至第二产业外商直接投

资仍靠传统产业的拉动，新兴产业发展不足，规模

较小，对全省的拉动较弱。 

参考文献： 

[1]陈继勇，盛杨怿.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与中国区域经

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2(12):39-49. 

[2]王成岐，张建华，安辉.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异与中国

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2012(2):15-23. 

[3]钟昌标.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间溢出效应研究[J].经济研

究，2011(1): 80-89. 

[4]陈海燕.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产业结构影响分析[D].中

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1. 

[5]岳志春.冀中南经济区产业结构现状探析[J].河北工程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6-9. 

[责任编辑  陶爱新]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eatur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Hebei province based on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AO Lin，WANG Xue-wen ,ZHAO Ji-t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Based on the 
economic data of the past five years of Hebei Province, the paper, with the method of statistics and comparison,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Hebei Province, describ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tal investment and the structure, and analyses the basic feature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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