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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民大学系列发展报告2010的各个子报告均由编委会负责审定选题、整体框架、主要内容和
编写体例，组织有关专家召开研讨会，审核报告的写作提纲。
各报告实行主编负责制，主编由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秘书长会议确定，学校聘任；主编聘请副主编或
执行副主编。
各报告根据主题，分别聘请相关部门的领导和知名学者担任顾问。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分别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经济发展研究报告》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的依托单位，在组织和写作
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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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论]第一章 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建设新型社会主义引言一、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二、与市场经济相
适应的社会资源配置格局三、中国社会发展前瞻：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兴教育人]第二章 教育改革和
教育发展一、我国在教育公平上的重要成就二、当前教育公平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挑战三、2009年中国
教育改革与教育公平状况[劳动就业]第三章 金融危机中的就业稳定与就业促进一、金融危机：中国就
业的新挑战与新机遇二、金融危机中的公共就业政策三、经济波动中的就业资源与机会配置机制[社会
保障]第四章 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一、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回顾二、中国社会
保障制度改革进入城乡统筹时代三、2009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城乡统筹改革取得的进展四、中国社会
保障制度改革的难点与发展方向[医疗卫生]第五章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新进展一、我国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的历史沿革二、新医改方案的主要内容解读三、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新进展[组织制度]第六章 改
革以来的组织与制度变迁一、改革以来组织与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二、坚持和发展动员体制三、经济
体制改革与社会组织发展四、入党与结社：公民的政治参与五、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经济社会]第七章 
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缺失与重建一、社会道德风尚低下的评价与根源二、陌生化程度与道德缺失的相
关性三、有效培育中国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法治社会]第八章 社会转型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及其解决
机制一、社会转型时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二、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论阐释三、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成因
与特征分析四、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思想文化]第九章 社会观念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现状及动向
一、2009年思想文化领域的十大事项二、社会流行观念与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三、居民生活方式的变迁
及社会认同四、文化事业的发展状况及问题五、2010年思想文化发展动向[社区建设]第十章 我国城市
发展与社区建设的新态势一、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宏观态势二、我国城市社会新态势与更
高阶段的社区建设三、社会资源配置的“社区化”：重大变革与机制创新四、社会资源配置的“社区
化”机制创新案例采撷[生态环境]第十一章 从低碳经济到低碳社会一、何以要谈低碳社会?二、低碳社
会建设的复杂性三、低碳社会建设的中国优势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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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发达地区要加强对口支援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城市大医院要与县级医院建立长期稳定的对口支援和合作制度，采取临床服务、人员培训、技术指导
、设备支援等方式，帮助其提高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
　　3.加快建设医疗保障体系　　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补充医疗保
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医疗救助共同组成基本医
疗保障体系，分别覆盖城镇就业人口、城镇非就业人口、农村人口和城乡困难人群。
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原则，从重点保障大病起步，逐步向门诊小病延伸，不断提高保障水
平。
建立国家、单位、家庭和个人责任明确、分担合理的多渠道筹资机制，实现社会互助共济。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提高筹资水平和统筹层次，缩小保障水平差距，最终实现制度框架的基本统
一。
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快覆盖就业人口，重点解决国有关闭破产企业、困难企业
等职工和退休人员，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问题。
2009年全面推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重视解决老人、残疾人和儿童的基本医疗保险问题。
全面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提高政府补助水平，适当增加农民缴费，提高保障能力。
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对困难人群参保及其难以负担的医疗费用提供补助，筑牢医疗保障底线。
探索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医疗保障管理制度。
　　鼓励工会等社会团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医疗互助活动。
鼓励和引导各类组织和个人发展社会慈善医疗救助。
　　做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乡医
疗救助制度之间的衔接。
以城乡流动的农民工为重点积极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以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为重点改进
异地就医结算服务。
妥善解决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险问题。
签订劳动合同并与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要按照国家规定明确用人单位缴费责任，将其纳
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其他农民工根据实际情况，参加户籍所在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务工
所在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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