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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系统的观点看，和谐问题可归结为系统的和谐性问题。和谐是一种系统的状态，它

是一种有效率的“和”，而无效率的“和”不是和谐。系统和谐的状态需要从系统的协调性、

均衡性、稳定性与优化性四个方面来认识。协调、均衡、稳定及优化是系统和谐的必要条

件，同时优化也是系统和谐的目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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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Connotation of System Harmony 

 

Abstract 

 

Harmonious issues can be boiled down to the issues of system harmony. Harmony is a kind 
of system state which is efficient ‘summation’, and inefficient ‘summation’ is not harmonious. The 
state of a system harmony can be understood by four sides: coordination, equilibrium, stability, 
and optimization, which ar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 system harmony, and meantime the 
optimization is the goal of a system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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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构建和谐社会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自 1978 年中国实施改革

开放以来，经济实现了快速而持续地增长。统计数据显示，1978—2008 年三十年的中国 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 9.8%，是同期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到目前，中国 GDP 总量已位

居世界第三位，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然而，从系统的观点看，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自然生态等多方面

内容构成的复杂巨系统。因此，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系统性问题，而不是单一的经济增长

问题。从系统的角度看，经济社会发展不是某单一方面的单独发展，而是多方面及不同层面

的协调而均衡的全面发展。 

目前，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增长很快，但各种不协调、不均衡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一

些主要表现是：（1）收入分配结构及财富分布结构不均衡，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① 本文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和谐社会系统分析理论与实证研究》（项目编号：0600000330）及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批准号 07&ZD007）资助。 



 2

经济增长成果没有被全体国民有效而合理地共享。（2）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发

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在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

问题。（3）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协调，二元经济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差距依然较大。（4）

地区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滞后于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西部与东部的差距仍在不断

扩大。（5）资源开发与利用没有得到优化配置，人与自然关系不协调现象日趋严重，在资源、

能源、环境及生态等领域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十分突出，社会可持续发展正受到严重的制约。 

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内，采用“非均衡”与“非协调”的经济发展方式也许是有效率的。

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破除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以及效

率优先等做法，实际就是一种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方式。这样的发展方式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

期阶段，曾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从长期来看，“非均衡”、“非协调”

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目前，非均衡、非协调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局限性日益明显，

引发的问题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必须要顾及不同方面发

展的关系，即要从系统性出发来看待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正在于

此。目前中国发展的关键已不是单纯的快速经济增长，而是经济社会复杂系统的和谐发展。

因此，正确理解系统和谐的内涵是十分重要的。 

 

二、对和谐内涵的解析 

 

1．关于和谐的思想 

和谐的思想在国内外历史上早已出现。例如，中国古代儒家、道家等学派都有丰富的

和谐思想。中国古代文明代表的杰出人物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都阐述过精辟的思想。

孔子的和谐思想涉及人、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等各个方面。但其核心的价值是集中在“人”

的和谐方面。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强调人要尊重自然规律，

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1803 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在其《全世界和谐》一文中明确指出：现存资本

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必将为“和谐制度”所代替。1842 年，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

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把社会主义社会称为是“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并指出新社

会的“和谐”是“全体和谐”。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和圣西门、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

学说一起，为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诞生，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成为马克思主义

的三个来源之一。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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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可见，“协调”、“有序”、“稳定”、“活力”、

“法治”、“正义”、“友爱”和“创新”等词语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涵中的关键词。 

由以上的论述可知，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问题以及不同的时代背景出

发，对和谐内涵的理解是各具特色的。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略去有关具体问题的背景因素，

和谐问题可归结为是一定系统的和谐性问题；和谐的本质是一定系统的某种理想状态。 

2．“和谐”的基本涵义 

从字面意义上讲，“和谐”即配合适当、分布匀称、相处融洽之意，如音调和谐、颜

色和谐或气氛和谐等。“和”与“谐”有一定的同义性。但是，“和”与“谐”强调的重点不

尽相同。“和”着重体现不同主体的“相处”，是相安无事、平静温和、旗鼓相当或不分胜负

等这样总和的状态。“谐”着重体现不同主体的“相处”的状态，是在特定方面有效果或有

效率的，如是否彼此匹配恰当、配合默契、协调顺畅、关系融洽等。“和谐”即是将“和”

与“谐”各自强调的重点综合了在一起。 

                                                        
② 2005 年 2 月 19 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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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不等同于“和”。“相安无事”是一种“和”，然而不一定是“和谐”。“和谐”

必须是某种有效果或有效率的“和”。例如，在一个工作团队中的每个人之间，彼此可以是

相安无事、和和气气，这是一种“和”的状态。然而，这种 “和”既可以是“面和”而“心

不和”，也可以是“齐心协力”的“和”。“人心分离”的“面和”将降低总体工作效率，而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心和”将提升总体工作效率。因此，“面和”加“心和”

才是和谐的工作团队。对此，可用一种形象的比喻来理解和谐：和谐是“团结”与“高效率”

的结合。 

3．和谐问题与系统的关系 

系统是由众多要素构成的整体。其中，要素、关联性与整体性是构成系统的三个要件。

要素指构成系统的基本元素。任何系统都必须有构成系统的基本元素，否则所谓的系统就是

空集，也就不是系统了。具体说，任何的和谐问题都有具体的所指对象。如色彩和谐所指的

对象是色彩，家庭和谐所指的对象是家庭成员，声音和谐所指的对象是声音，等等。因此，

这里的色彩、家庭成员和声音都是相关和谐问题的构成要素，也就是构成系统的基本元素。 

关联性是指构成系统的要素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关联，否则毫无关联的要素堆合就不

能称其为系统。构成和谐问题的要素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关系或关联。和谐问题的产生，就

在于在相关主体（要素）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而这种关联涉及到彼此之间的关系，如矛盾

性、协调性、均衡性或稳定性。关联性是存在和谐问题的前提。否则，如果相关主体（要素）

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无从谈起和谐问题。 

整体性是指系统由要素通过一定关系而形成有机整体。和谐问题最终是整体性问题。

和谐是系统总体上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由各要素构成的整体来决定的，而不是由单个要

素或局部要素的状态决定的。例如，一个工作团队的工作效率，不完全取决于某个人的工作

能力，而是取决于建立在彼此合作关系基础上的整体工作效率。整体性是系统的关键所在。 

由以上所述可见，有关和谐问题的构成要件与系统的构成要件是一致的。因此，对和

谐问题的认识可归结为对系统和谐性的认识。 

 

三、系统和谐的基本特征 

 

系统和谐的内涵是什么？或者说，系统的和谐性应具有怎样的特征？本文的观点是：

系统和谐需要从系统的协调性、均衡性、稳定性与优化性四个方面来认识。 

1．协调性 

和谐必然要求系统是协调的。协调性是指相关主体之间在特定方面的匹配性、融洽性、

互补性等关系。然而，这样的叙述仅仅是一种定性的表述。而要对协调性给出一般性的，定

量的表述，则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怎样才是配合得当、关系融洽、比例合适等状况，只

能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一般性标准。以下通过具体事例来说明。 

钥匙与锁的吻合关系：一些事物之间的协调性可具体体现为在某种方面的吻合关系。

例如，只有当钥匙与锁是协调时，钥匙才能打开锁。这时钥匙与锁的协调性表现为，钥匙与

锁在某特定方面存在着吻合性，如钥匙齿与锁芯在形状上的吻合（如机械锁），或在在信息

码上的吻合（如电子锁）。吻合的关系可用图 1示意。 

 

 

 

 

图 1  吻合关系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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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身高与体重的比例关系：在有些情况下，协调关系可体现在某种比例关系。如人

的身高与体重之间是存在协调关系的。对一定身高的人，其合适的体重应在一定的范围内，

否则就是过胖或过瘦的状态。这时人的身高与体重的协调性可通过其身高与体重的比例关系

来体现。设一个人的身高为H，体重为W ，则身高与体重的协调关系可用两者的比值来度

量，即 b
W
Ha ≤≤ ，其中 a、b为该比例的上限与下限。即此时的协调性体现在一定的范

围内的比例关系。 

色彩的搭配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协调性体现为搭配问题。如在日常生活中的绘画、

服装及装饰等多方面，都存在着如何使色彩协调搭配的问题。然而，对色彩搭配的协调性的

评判，在很大程度上主要由个人感觉来决定。不同的人对色彩的偏好可能不同，因此对色彩

协调性的感觉也就不同。因此，色彩的协调性是存在的，而要对色彩协调性给出一般性的度

量标准则是非常困难的。 

转速的匹配关系：在有些情况下，协调关系体现为匹配关系。如在同一工作系统中的

两个齿轮转速应存在着恰当的匹配关系，否则该系统就不能正常运行。例如两个直径不同的

轮子在同一传送带上，要使传送工作正常，就必然要求两个轮子的转速之间应存在协调关系。

设两个轮子的直径分别为 1R 和 2R ，角速度分别是 1ϖ 和 2ϖ ，则两个轮子的协调关系应满足

如下等式： 

2211 ϖϖ RR =                              （1） 

这时两个轮子的协调性是由（1）的关系式所决定的。 

综上所述，在不同情况下，协调性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但是无论怎样，协调性作为

系统的一种状态特性是存在的，其本质是不同主体之间在某特定方面的匹配性的状态。 

2．均衡性 

和谐应具有的另一种状态的特性是均衡性。均衡是两个以上主体之间，在进行某种特

定方面对比时的状态。均衡的基本涵义是平衡、相当、对等、制衡或势均力敌。而特定方面

如力量、重量、功能、功效、性能等。从系统层面看，系统均衡的状态是指系统中的相关主

体，在特定方面的特性或功能上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 

“均衡”与“协调”的内涵，既有联系也有不同。两个概念的联系之处在于，在某些

情况下，均衡与协调所要求的状态特性是一致的，即表现为均衡必协调，协调必均衡。两个

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均衡”与“协调”所指的关系状态的层面性是不同的。“均衡”重在

刻画不同主体之间在特定方面的平衡性、对等性，而“协调”重在刻画不同主体之间在特定

方面的匹配性与适宜性。在一些情况下，存在着均衡但不协调，或协调但不均衡的情况。以

下通过具体事例说明。 

（1）杠杆的均衡 

根据物理的杠杆平衡原理知，要使杠杆平衡，作用在杠杆上的两个力（用力点、支点

和阻力点）的大小跟它们的力臂成反比，即动力×动力臂=阻力×阻力臂。因此，如果杠杆

两端物体的重量相等，且两端到支点的距离相等，则该杠杆将处于平衡的状态。图 2是关于

杠杆均衡的图示。设图 2中的左端物体的质量为 1W ，左端物体到支点的距离为 1L ，右端物

体的质量为 2W ，右端物体到支点的距离为 2L ，则杠杆均衡的条件是： 2211 LWL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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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杠杆均衡的示意 

 

在图 2的示意中，假定两端物体的质量与体积大小都是完全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

图 2所展现的杠杆所处的状态是匀称的，可将此看成是两端物体协调的一种表现。具体地说，

这里将两端物体到支点的距离相等（对称）作为协调性的评价标准。则图 2所示意的杠杆状

态是既均衡又协调。 

 

 

 

 

图 3 均衡但不协调的示意 

 

按上述定义，图 3给出的情况是均衡但不协调的一种情况。在图 3中，两端物体到支

点的距离不等，即两端物体相对支点是不对称的，因此是不协调的。然而，只要两端物体的

质量与到支点的距离满足杠杆均衡的条件 2211 LWLW = ，则两端物体便处于平衡状态。如

果从上述协调性的标准看（两端物体位置相对支点的对称性），则图 2表现的情况是协调的，

图 3表现的情况是不协调的。 

 

 

 

 

 

图 4  协调但不均衡的示意 

 

在图 4中，假定两端物体到支点的距离相等，但两物体的质量不同。这时的情况必然

不满足杠杆均衡的条件，即两端物体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如图 4所示。然而，按照上述确定

的协调性标准看（两端物体位置相对支点的对称性），此种情况展现的状态是协调的，但不

均衡。 

 

 

 

 

 

 

图 5  不均衡且不协调的示意 

 

图 5 是不均衡且不协调的状态。在图 5中，两端物体相对支点是不对称的，因此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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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的；同时，两端物体到支点的距离与质量的关系不满足杠杆均衡的条件，因此两端物体

处于不平衡的状态。 

（2）价格的均衡 

经济学中需求曲线体现商品需求数量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一般地，商品价格与商

品需求数量间成反向关系，如图 6 中的D是需求曲线。供给曲线体现商品供给数量与商品
价格之间的关系。一般地，商品价格与商品供给数量间成正向关系，如图 6中的 S是需求曲
线。 

 

 

 

 

 

 

 

 

 

 

 

 

 

 

图 6 价格均衡的示意 

 

在图 6中，横轴Y 表示产出数量，纵轴P表示价格。两线交点对应的价格 0P 与产出 0Y ，

即是均衡价格与均衡产出数量。均衡价格与均衡产出是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

结果，表明在这种状态下市场上的产品供给数量与产品需求数量相等。 

然而，市场的均衡状态并不意味着市场供给与需求关系是协调的。经济学中的需求

（demand）和人们生活中的需要（want）是不同的概念。经济学中的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者

的需要。如果不具有支付能力，即买不起，只能称是需要（want），而不是需求（demand）。

企业不是因为有需要才生产，而是因为有需求才生产。因此，企业产品的销售对象是有支付

能力的需求者，而不是无力支付的需要者。因此，均衡状态下的产出水平可能只满足少部分

人，而多数人可能买不起该产品。因此，这种情况下的均衡状态相对供求两方来说是不协调

的。 

如果企业通过技术进步而降低了生产成本，使供给曲线发生向右移动，即形成图 6中

1S 线的情况，使均衡价格与均衡产出水平都发生了变化。这时，均衡价格水平降低，而均

衡产出水平提高，即有更多的人得到了消费满足。而企业销售产品数量的提高及生产成本的

下降，使企业利润水平进一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供给与需求双方的福利均得到改进，因

此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协调性进一步提高。 

事实上，均衡的概念不仅存在于客观的物质世界中，也存在于人的决策过程中。博弈论

中的纳什均衡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纳什均衡的概念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均衡不仅存在

于像杠杆均衡那样的物理世界中，也存在于人的“心”力的较量过程中。个人的、局部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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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最优选择，不一定是信息充分沟通下的优化决策结果，均衡不一定是最优的、最协调的结

果。从和谐的角度看， 沟通、交流、合作有利于改进系统的和谐性。 

（3）其他有关的均衡问题 

均衡问题在现实世界中是普遍存在的，均衡思想的运用也是非常广泛的。如从学生教育

的层面看，学生的均衡发展主要指使学生在身体、智力、知识、品德、心理、性格等多方面

都能得到全面地发展。即学生的均衡发展是把对学生有重要影响的方面作为对等、平等的因

素看待，而不能偏废其中的任何一个。这要求学校的教育不能只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对

学生身心健康的培养。企业的均衡发展则需要企业在产品种类、产品质量、产品开发、人力

资源、技术进步、财务状况、资本设备、企业文化等诸多方面得到彼此相适应的全面发展。

在地区乃至政治等诸多领域都存在着各种均衡问题。 

3．稳定性 

稳定性是系统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一个系统只有在稳定的前提下才有其长期存在的意

义。在一般的理解中，稳定似乎就是不变。其实这并不是稳定性理论中稳定的涵义。稳定性

实际是指抗干扰的能力。不变，可以是在强制力下实现的，但是一旦失去这种强制力时，这

种不变就不存在了。这时的系统就是不稳定的状态。 

确切地说，稳定是描述关于对一定系统在受到扰动后变动状况的问题。对此可用图 7

与图 8的示意来说明。图 7与图 8分别表示一个球放在两个不同形状物体上的情况。可见，

对于图 7表现的系统，球放置好后处于静止状态。但这个系统是不稳定的系统，主要表现在

当对图 7 中的球施加一定的外力后，该球将滚动下来而不能回到原来停留的位置。而图 8

表示的是一种稳定的系统。对此可以预见，当对图 8中的球施加一定的外力后，该球将围绕

原来停留的位置来回滚动，而最终将回到原来位置。 

 

 

 

图 7  不稳定系统的情况                     图 8  稳定系统的情况 

 

上述示意所理解的系统稳定性是考察系统受到一定干扰后，该系统能否恢复到原状的

问题。一般来说，系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环境或系统自身的各种扰动，而这些扰动一般

会使系统的运行偏离原有的状态。那么经典的系统理论关于系统稳定性问题的讨论，主要是

研究小的扰动会引起怎样的偏离，以及出现偏离后系统能否恢复原样等问题。比较通俗地讲，

如果小的扰动引起的偏离也是足够小的，则可认为该系统是稳定的；如果小的扰动引起的偏

离超出一定的范围，甚至偏离呈现不断增大乃至发散，则系统就是不稳定的。 

按上述系统稳定性涵义的理解，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就是关于一定经济系统在受到某种

干扰后，该经济系统偏离原有经济运行状况的有关问题。经济系统的稳定性指的是一定经济

系统运行的恒定性，即涉及经济系统的结构、状态或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抗干扰能力。一般地

说，稳定性是系统所具有的一种重要机制或属性。系统的稳定性越好，该系统的生命力就越

强。如果一个系统是不稳定的，系统就无法正常运行，无法实现其功能目标。 

经济系统的稳定性主要是指经济系统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变动趋势的性态，如这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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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趋势的性态是收敛的即是稳定的，如果是这种变动趋势的性态是发散的则是不稳定的。这

样，经济系统的稳定性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数学意义下的系统稳定性问题。也就是在一般

情况下，对于以Y 值作为系统状态标志的经济系统的稳定性问题，可归结为对如下（2）问
题的讨论。 

⎪⎩

⎪
⎨
⎧

=

=

00 )(

),(

YtY

Ytf
dt
dY

                               （2） 

稳定性概念最早出现在流体力学中。根据统计，科学文献上出现的稳定性定义有 50

多种，通常采用的是李雅普诺夫（Liapunov）定义。19 世纪末期，俄国数学家李雅普诺夫

在其博士论文《运动稳定性的一般问题》中提出了李雅普诺夫稳定性的定义。李雅普诺夫稳

定性的表述是：设 )(tY ϕ= 是微分方程（2）的解，定义域为（ 0t ，∞）；对于给定的初始条

件 )( 00 tYY = ，如果对于足够小的 0>ε ，总有 0>δ ，使得只要 0t 时满足 δϕ <− )( 00 tY ，

就有 εϕ <− )()( ttY 对所有 0tt ≥ 成立，则称解 )(tϕ 是李雅普诺夫稳定的。否则，称 )(tϕ 是

李雅普诺夫不稳定的。如果 )(tY ϕ= 是李雅普诺夫稳定的，并且 0)()(lim =− ttY ϕ ，则称 )(tϕ

是李雅普诺夫意义下渐近稳定的
③
。 

李雅普诺夫稳定只要求把解的偏离限制于一定范围，而不要求最终消除偏离。也就是

李雅普诺夫稳定描述的是小的扰动引起运动轨迹的小的偏离，即在可控的范围内。对现实的

意义是，只要扰动不超过某个给定的值，系统就会有限而不是无限的偏离扰动前的状态，这

就是李雅普诺夫稳定。而李雅普诺夫渐近稳定是对稳定性更严格的要求。李雅普诺夫渐近稳

定要求随着系统的运行，解的偏离将消失而回到扰动前的状态。 

根据系统状态的不同，可将稳定性分为李雅普诺夫稳定性、渐近稳定性、轨道稳定性、

结构稳定性等，这些稳定性在数学上都有明确的定义，这里不再赘述。而实际上稳定和均衡

是不同的概念。例如，稳定可以是均衡的稳定，也可以是非均衡的稳定。当天平处于自然平

衡时，即是一种稳定的均衡，而当天平不处于稳定时但用外力强制其为稳定，即是不稳定的

均衡。因为一旦外力撤消或施加力量不当，平衡状况就会被打破。在经济系统中，当价格灵

活可变时，供给与需求相等时的均衡就是一种稳定的均衡，而当政府强制价格在一定特定水

平时，就是不稳定的均衡。因为政府的支持价格一旦撤消，实际的供需关系就会发生变化。 

对于经济系统来说，具有稳定性的经济系统只有逐渐削减不稳定因素影响的冲击，才

能使经济系统不断趋于稳定。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稳定的社会系统具有抗干扰的能力。例如，

如果社会出现一定的波动，则社会系统能够自动回复到稳定状态，而不至于出现社会系统的

重大变化。 

4．优化性 

以上所述的协调性、均衡性、稳定性，都是从特定方面出发来考察系统的状态。然而，

系统的协调性、均衡性、稳定性，并不等同于系统的优化性。例如，一个杠杆处于协调、均

衡、稳定的状态，但杠杆本身很脆弱而不能承受过大的重量。一个企业在生产、财务、人力

等各方面的发展都是协调的、均衡的和稳定的，但实现的销售收入或利润水平很低。即，虽

然一定的系统具有良好的协调、均衡及稳定特性，但由于某种原因系统的某种状态值可能处

                                                        
③ 许国志主编：《系统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 9月，第 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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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理想的状态。这样的系统状态不是系统的最优状态，因此不能称为是和谐的。和谐的系

统应是符合和谐状态要求的优化系统。而具体系统的最优状态如何定义，是与具体系统本身

的情况有密切关系。根据不同的情况，系统的最优状态可能是一定指标在一定范围内取得最

大值或最小值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系统的优化是指系统整体达到最优，而不是局部或个体达到最优。因

此相应地，和谐是指整体的最优状态，而不是局部或个体达到最优状态。从经济系统的整体

性来看，优化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优化。对此不可能给出惟一的绝对的回答，而只能依

据具体问题来分析。如一种情况是，使经济系统的某状态值Y 达到最大值或最小值。可以表
述为，设 X 为要素向量，Ω为 X 的约束集合，则系统优化问题可以表示为： 

{ }
Ω∈X
Ymax
 

或 

{ }
Ω∈X
Ymin
 

优化通常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优化。在现实经济中，约束经济的要素很多，如资源、

能源、环境以及人口老龄化等都是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约束，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约束。 

 

四、小结 

 

综上所述，系统和谐是系统协调性、均衡性、稳定性及优化性的综合。只有在满足系

统的协调性、均衡性、稳定性的基础之上，才能论及系统和谐性问题。或者说，系统的协调

性、均衡性、稳定性及优化性是系统和谐的必要条件。同时，优化是系统和谐的目标所在，

其中的协调性、均衡性、稳定性是实现优化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协调性、均衡性、稳定性的

基础上的优化才是和谐的。按系统和谐的观点，和谐社会是处于某种理想的发展状态的社会，

其发展状态应具有协调性、均衡性、稳定性及优化性。 
从有关方面的研究看，对系统的稳定性及优化性的研究已有较好的理论基础，而对系

统的协调性及均衡性的理论研究还很不够，即后两个方面的问题有待加强研究。本文的论述

是初步的，旨在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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