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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报告提出：“健全利益表达、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依法

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完善调

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2015年 10月 1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机制，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能作用，引导社

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矛盾纠纷化解。”伴随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加速发展进程，

必然产生不同于东部地区新的社会矛盾和纠纷。如何调整西部地区不同阶层群

众的利益诉求，解决纷繁复杂的各种矛盾，理顺不同群体的社会关系，是促进发

展之所需、呼应基层之所盼、关切民心之所向，进而达到矛盾源头化解、实现纠

纷繁简分流、维护社会团结稳定。因此，针对西部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与效

益的需求，积极探索西部地区纠纷解决机制创新举措，对维护西部地区社会和

谐稳定，保障西部地区社会安定、繁荣，加速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纠纷是社会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对抗的产物，而且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纠结状

态。多指因各种不同利益诉求而引发的，某种程度上会激化矛盾的过程。其属社

会关系范畴，涉及范围广泛，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西部地区纠纷与

东部地区纠纷相比更具有独特性。一是纠纷主体的独特性。大杂居、小聚居的西

部民族地区区情使得矛盾纠纷主体呈现多元化样态，既有同一个民族群众之间

的矛盾纠纷，又有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包括汉族）群众之间的纠纷，因此，西

部地区纠纷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特征。二是纠纷内容的独特性。既包括因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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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草地、水资源等权属问题引发的纠纷，又包括因当地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认识不同产生的诸如邻里之间、家庭侵权行为、婚姻问题、继承等人身权方面的

纠纷。三是纠纷化解方式的独特性。西部地区矛盾纠纷的解决方式相比东部地

区而言更具复杂性。一方面，我们强调国家法律的统一性，强化国家法在西部地

区纠纷解决机制的应用，强化矛盾纠纷解决的法治化和现代化。另一方面，西部

一些地区受传统习惯、宗教信仰的影响，纠纷解决方式具有本土性与独特性，例

如习俗式发誓、宗教性规范等传统习惯在解决矛盾纠纷方面仍然发挥很大的

作用。

根据党和国家“十三五规划”及“四个全面”建设目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维护群众权益、保障经济发展，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协调各方利益，进

一步化解矛盾纠纷，实现科学治理，促进社会和谐的明确要求。在社会转型期多

元价值取向交错的背景下，在乡规民约和法律规定共同作用的环境下，西部地

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于解决纠纷途径的完整性、纠纷解决责任承担方式的

适当性和纠纷解决机制运作的可行性，实现救济对象的全面性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西部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符合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传统法律文化，有利于

从源头上化解矛盾与纠纷。民间有“一场官司十年仇”的说法，有“厌诉”传统。而

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正是发扬“和为贵”精神，将行政、司法、民间等各种力量聚

集融合，使谈判、调解、仲裁、信访等各种手段形成合力，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的

协调统一的制度机制，为维护司法公正，恢复社会秩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构

建和谐社会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第二，建立西部地区纠纷解决机制，顺应了当

前司法体制改革的趋势和需求。正确认识司法改革形势，打破司法诉讼包打天

下的局面,建立完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尽量让各种纠纷及时在轻微、在初期、在

基层化解，平衡利益诉求，促进社会稳定。第三，构建多元化西部地区纠纷解决

机制，有利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西部地区纠纷解决的各种手段不仅具有化

解社会矛盾的职能，也具有了解社情民意、采集治理信息的功能，通过仲裁、信

访等达到“群防群治”，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与水平。通过挖掘西部地区纠纷

解决机制的民间资源，在依法治国的框架内强化乡规民约、传统道德、行业规则

等的约束力，调节利益关系，规范社会主体行为，促进行业自治和社会治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社会

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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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只有坚持纠纷解决多元化、效益化、治

理化、和谐化的指导精神，秉承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合机构组织协调、尊重民

族传统、兼收并蓄法治文明积极成果、职责法定、权责统一、道德建设相结合，加

强自律机制建设的基本原则，才能真正做到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预防、化解

西部地区社会矛盾纠纷，提升国家和区域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积极

动员包括国家、社会和市场等多种主体的矛盾纠纷解决力量，共同面对并解决

矛盾纠纷，把西部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纳入“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

大战略、大蓝图。在建立与完善西部地区纠纷解决机制中，任何一种化解矛盾纠

纷的方式、方法都担负着独特的功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

都能“八仙同过海，独自显神通”。交响乐之美在于和谐，不同的音符才能汇聚成

曼妙的交响乐。西部地区纠纷解决机制厚植于国家与区域环境优化的沃壤，必

将产生良性运转与效益倍增，必将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建设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奏出美妙乐章。

编 者

2016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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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基础论

第一章 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纠纷是社会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对抗的产物，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纠结状态。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纠纷意味着失范，失范如同病症，若不断恶化下

去，最终导致社会寿终正寝。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利益格局的调整，

新旧矛盾相互交织，群众心理渐失平衡，社会纠纷呈现“井喷”状态。有了

纠纷就必须及时、有效予以化解，以实现社会秩序的良性回归，这不仅是构

建和谐社会的内在需求，也是巩固政权和“依法治国”的政治要求。然而，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各种利益的重构，当前

的纠纷解决机制大都通过诉讼程序加以解决，流程多，时效长，执行难，而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比如“调解”“仲裁”等，由于缺乏强制力，时常流

于形式，因此，现阶段，我国的纠纷解决机制显得疲于应对、力不从心，甚

至呈现出某种扭曲变形状态，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

建设的阻力。如何在社会转型期对社会纠纷的发展态势保持清醒认识，是一

个理性的过程。如何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分析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是

一个法治的过程。尤其在西部地区，如何正确处理民族纠纷，维护民族团结，

促进社会和谐，“锻造”具有西部地区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保障国家稳

定、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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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第一节 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既是经济社会发展黄金期，又

是社会矛盾高发期。如何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始终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重要的任务，也是实现我国科学发展的前提和重要保障。

一、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

（一）“和谐”的语义解释

我们对和谐社会的憧憬由来已久，何谓“和谐”？何谓“和谐社会”？

“和”在我国被广泛地用来描述家庭、国家等内部的协调一致；“谐”多用于

描述协调、一致。《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2012年第 6版） 将“和谐”

释义为“配合得适当，和睦协调”。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汉语大词典》中

除上述的解释外，还增加了“和睦协调”与“和解，和好相处”。《牛津高阶英

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 2004年第 6版） 将“Harmony”（和谐） 解释为“协

调、和睦、融洽”等。

在源远流长的政治思想历史中，很多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也对“和谐”

（Harmony） 一词作出过精彩的论述。毕达哥拉斯主张，世界万事万物从形式

上讲都仿效了“数”的自身和谐性，和谐是最重要的一种“数”的规定性。

亚里士多德更认为和谐是一种灵魂，灵魂的和谐既是灵魂和肉体两个对立面

之间的和谐，又是灵魂内部各种不同因素之间的和谐。苏格拉底认为和谐的

基点在于善。罗尔斯所讲的代际正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和为贵”

“和而不同”等都是“和谐”思想在历史中的闪现。

和谐是一个系统统一的、调和的理想状态。“和谐”按照不同的角度可

以作如下分类：根据主体不同，分为个人和谐、夫妻和谐、同志和谐、同事

和谐、邻里和谐、人际和谐。根据社会关系领域的不同，分为经济和谐、政

治和谐、思想文化和谐。还可分为自然界自身的和谐和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

（二）“和谐社会”的由来

众所周知“和谐社会”的提法并不是现代社会的首创，许多思想家对和

谐社会也作过界定。在我国古代，儒家认为“天地人”即是一个和谐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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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强调人际关系和谐有序，建立起以“仁”为核心、以“德”为基础、以

“礼”为规范的德性思想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孔子在《礼

运》一文中提到的“大同社会”就是和谐完美的理想社会。墨家认为“和谐”

是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他们倡导“兼爱”“非攻”“尚同”，追求友好、和

平与和谐。老子认为“和谐”是宇宙本身的常态，认为人类处理自己和万物

的关系必须取法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保持天地万物的和

谐。近代，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

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康有为在《大同书》提

出建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伟大的民主革命先

行者孙中山提出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及三民主义。其实，

无论在古代还是近代不少学者认为在“大同”之前，还存在着另一种和谐社

会的类型———小康社会，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几代领导人的梦想。

“小康”的提法最早出现在《诗·大雅·民劳》中，在那里小康被解读成一种生活

状态。据有关学者研究，小康作为一种社会模式，最早在《礼记·礼运》中得到

比较系统的描绘。“小康”被描述为一种比“大同”差一点的理想社会。大

同，是“天下为公”的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社会文明，秩序稳定，

保障健全。而小康，则要低一个层次，是“天下为家”的社会，尽管小康社

会并没有大同社会那样理想，但也算是和谐社会的一种初级形态。

同样，在西方思想史上，学者们也对“和谐社会”进行过大胆的设想和

解读。其中，社会主义的先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对“和谐社会”的探索

和实践值得称道。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从

傅立叶的和谐制度到欧文的实验公社，都是追寻未来和谐社会的经典。正如

1803年傅立叶在《全世界和谐》中所预言：现存的文明制度是不合理和不公正

的，它必将被未来的“和谐制度”或称“和谐社会”所代替。同时，傅立叶

也为人类精心设计了一个理想的社会———由自给自足、独立的“法郎吉”构

成的“和谐社会”。在傅立叶的设想中，“法郎吉”是一种生产消费协作团

体，投股集资，劳动者和资产者都可入股，人人参加劳动。以劳动、资本、

才能（包括知识） 三者为标准，按比例分配。1820年，欧文在《致纳拉克郡报

告》中，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主张，阐述了关于“合作新村”的构

想，并于 1824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建立了“新和谐村”。1842年，空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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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中不仅把资本主义称为“病态社会”，而

且还把社会主义直接称为“和谐与自由”。

可见，“社会和谐”在西方社会学那里是以“社会秩序”“社会团结”

“社会均衡”和“社会整合”等涵义出现，本身就有“稳定”“协调”与“和

谐”的含义。纵观西方社会学近 200年的发展历程，以法国早期社会学家孔

德（A.Comte）、涂尔干（E.Durkheim） 和英国学者斯宾塞（H.Spencer）、拉德

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 等为代表的“功能论学派”，以美国学

者马汉、塞缪尔·亨廷顿、C.W.米尔斯（C.W. Mills） 等为代表的“冲突论学

派”，以美国学者库利、米德、布鲁默为代表的“互动论学派”三个主要流派

从不同视角，直接或间接地论述了“社会和谐”问题。比如“冲突论学派”

从社会利益冲突的视角论述了社会不协调、不和谐的原因，为全面理解和谐

社会的社会条件提供了间接帮助；而“互动论学派”则认为社会是人的存在

方式，是一个生活的共同体，社会是人与人互动的延伸，和谐社会提倡的

“以人为本，与把满足人的最大需求、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互动论

不谋而合。当然，对“社会和谐”探讨的最直接、最详细和最充分的是“功

能论学派”（或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他们从结构功能主义立场出发，直接以

社会均衡、秩序为论题来展开研究。孔德的研究表明，社会秩序是社会和谐

的特征，人类社会有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非常稳定的，虽然社会和知识的混

乱状态可能会威胁到社会秩序，但社会秩序终要被重建起来。稳定的社会秩

序是社会和谐的特征，而社会冲突则是社会不和谐的表现。涂尔干则继续孔

德的研究，更强调社会团结是一种建立在共同情绪体验所强化的共有道德情

操和信念基础上的人（群） 际关系，并进一步论述了社会团结是社会秩序的

道德基础。斯宾塞从“社会有机体论”出发来说明社会结构及其均衡。他的

思想观点存在着将社会学生物化的倾向。尽管人类社会不能简单地类比为动

物有机体，人类社会阶级结构的差别也不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他提出个人的

自由活动、社会成员的分工合作、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社会道德伦理的进

化是实现社会均衡的条件，对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三）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和本质

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社会形态，而是社会状态，即和谐

的社会状态。它不仅有其内在的本质属性，还具有十分丰富的科学内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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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发展的状态。

1.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演进

2002年 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小康社会”的特征时，提到“经

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

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六个方面的指标，这里已提出社会和谐的思想。

2003年 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

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的要求，同时提出“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这些充满人文精神的制度作为社会和谐发展的保障。

2004年 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

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具体表现为农村与

城市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社会与经济和谐发

展，政治与经济和谐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和谐发展。全会明确提出

“和谐社会”的概念，并在决议中指出“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

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是我们党作为执政党要努力提

高的五种能力之一。

在 2004年 12月 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提出“坚持以人为本，

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指出：要把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

作为工作重点，积极扩大就业，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分配关系，

加快社会事业发展，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

2005年 2月，胡锦涛在贵州发表重要讲话时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必须从确

保党和人民事业顺利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扎扎实实推进和谐社

会建设，切实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群众正当权益，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2005年 2月 19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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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表重要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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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深刻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特征、重要原则和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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