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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民政"的理论和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夯实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基础的"北京经验"》阐述了作为“
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经验”以“民生为重”的核心主旨，确立和型塑自己在全球城市中
的高端形态，迈向世界性国际化大都市过程的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核心内涵、独特
品质和实践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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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杭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社会学规划和评审组组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
会主任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等。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社会学系第一任主任，副校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评审组成员和召集人。
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社会学教材编写组第一首席专家。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及教育部等项目多项，出版著作和教材5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约300篇。
着重研究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迄今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
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等。
1991年10月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证书。
入选“2007（首届）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505名学者名单。
2009年被评为第四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50名之一。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民政”的理论和实践与“中�>>

书籍目录

前言 民生为重造福于民的体制创新探索——从社会学视角解读“大民政”的本质和重大意义 小引 什
么是“大民政”和“大民政格局”一、“大民政”——现阶段中国特色现代民政的艰辛探索 第一，从
过程来看，“人民政”是对推进现代民政的艰辛探索 第二，从本质来看，“大民政”是对合理配置社
会资源的艰辛探索 二、“大民政”——从原有社会管理体制转向新型体制的不懈努力 第一，治标管
理与治本管理相结合 第二，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 第三，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相结合 第四，社
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结合 第五，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第六，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相结合 三、
“大民政”——从社会成员无感增长转向有感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大民政”——夯实世界城市建设
基础的北京经验的生动体现 五、“大民政”——促进“国家与社会”新型关系建构的有力抓手上篇 
核心研究报告 导语 “民生北京”“福利北京”与中国未来的一种对话——社会学视野下的“大民政
”及“北京经验”一、在“大民政”中与“北京经验”不期而遇 二、“北京经验”：独特品质、核心
内涵和实践取向 三、“大民政”与迈向世界性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 四、“大民政”与“民生北京”
、“福利北京”五、“大民政”与“小康之后”的深思、期待和抱负 第一章“大民政”与迈向世界城
市的“北京经验” 小引 世界社会保障和福利发展视野中的北京“大民政” 一、社会转型与保障和福
利：另一个视野中的“现代故事” （一）从济贫到保障：西方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初期 （二）贝
弗里奇报告：“福利国家”的第一步 （三）另一个进程：作为社会权利的保障和福利 （四）福利国
家的危机与历史的迂回 二、西方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演变过程的内在悖理 （一）效率还是公平：市场
化经济始终的困扰 （二）不平等的合理化：保障福利制度与社会分层结构 （三）商品化一非商品化
一再商品化：社会保障福利的演进 （四）所享与所得：福利的普惠承诺和国家的有限能力 （五）不
等价的世界体系交换与社会福利的世界格局 三、“人民政”三问：Why？
What？
How？
（一）我们为什么需要“人民政”（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民政”（三）我们怎样构建“大民政
”第二章 北京“大民政”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一、北京“大民政”初澜 （一）北京“大民政”研究的
双重意涵（二）回眸“大民政”理念的提出（三）2008年的北京记忆二、北京“大民政”的理论与实
践创新 （一）问道新途：“人民政”理念的确定 （二）革新传统：从补缺救助走向普惠民生 （三）
民生主轴：社会建设、管理和服务中的“人民政”  （四）制度建设：不断九级版的“大民政” （五
）“大民政”的传播扩散：叩响“福利北京”的大门 （六）北京“人民政”的最新动态  三、走向成
熟的“中国经验”：北京“大民政”的价值意涵 （一）“大民政”的基本內涵  （二）“大民政”的
价值意涵  四、民生唯重与科学发展：“大民政”的时代精神 （一）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初级发展走
向科学发展 （二）民政理念的现代化：历史拐点上的中国社会 （三）民政视野的现代化：作为社会
权利的福利 （四）民政方略的现代化：为民之政的一场变革 五、讨论：发展、适度、从容 ——“大
民政”的中国智慧和持久活力 （一）积极和主动的发展 （二）动态和可控的适度 （三）自我调节的
节律从容 第三章 “大民政”与构建“国家一社会”新型关系 一、“大民政”蕴含的理论与方法论意
义 （一）“人民政”中的“个人与社会”关系  （二）“大民政”中的“个体与整体”关系  （三）“
人民政”中的“社会与国家”关系  二、从“大民政”看“国家一社会”的中国理念  （一）“国家一
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  （二）中国传统福利保障体系中的“国家一社会”  （三）
“人民政”中的国家责任与社会力量 三、“大民政”与“政府—市场—社会”的合作三维 （一）现
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方式及其困扰 （二）“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应对“失灵” 四、“政府—企业
—社会”关系的中国探索 （一）“政府—企业—社会”的有效合作 （二）“政府—企业—社会”：
社会保障福利的三维复合体  （三）“政府—企业—社会”的不同作用及其局限 （四）“大民政”表
达的“北京经验”：民生经济，责任政府，互助社会 五、讨论：“大民政”彰显的“国家—社会”新
型关系  （一）现代民政：“国家—社会”新型关系的产物  （二）“政府—市场—社会”：避免越位
与缺位  （三）“大民政”的公平正义新意涵 第四章 “大民政”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大民政
”的体制制度转变与技术创新 一、从社会资源到民生资源：现代民政的立足点 （一）社会资源：“
政府—市场—社会”合作关系的聚焦点  （二）“大民政”的现实议题：社会资源的开发汲取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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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三）“大民政”与社会资源向民生资源的转变 二、民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民生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大民政”的结构协调与民生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大民政”的制度完善与民生资源的优化
配置 （三）“大民政”的机制联动与民生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大民政”的功能互补与民生资源
的优化配置 （五）小结 三、“大民政”的民生服务技术创新 （一）“大民政”的技术创新意义 （二
）“大民政”的技术创新实践 （三）“大民政”的技术创新平台 （四）“大民政”的技术创新与民
生资源的社区化配置 （五）民政技术创新案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四、讨论：“大民政”的制
度和技术创新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 下篇 专题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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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导语 “民生北京”“福利北京”与中国未来的一种对话 ——社会学视野下的“大民政”及
“北京经验” 大约自2006年始，对“中国经验”的研究和探索在郑杭生教授率领的学术团队中成为了
一个重要的课题性内容。
在此后的连续几年中，这支团队行行重重、步履匆匆，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不同城市和社区进
行了大量的观察和调研。
在这样的过程中，面对如此众多的具有地方气息、本土色彩的实地经验，通过对这些经验的点状截面
和持续时段的双重把握，一个个“那里”也转变为了“这里”，原本陌生的经验逐渐成为了亲熟的体
验。
在这种连续的和不断扩展的实地调查中，“中国经验”渐渐向我们展示了它的激发、创意、构造以及
不断成长和成熟的过程。
也因如此，努力理解并着力显现“中国经验”的全景，成为这个团队进行学术思考和创新的一个动力
来源。
 一、在“大民政”中与“北京经验”不期而遇 2010年9月，在这个持续的学术行程中，我们再一次幸
运地“不期而遇”——北京“大民政”经验闯入了我们的研究视域。
与以往的研究经历相比，这次遭遇了引起的内心反响既有相似，但更有不同。
如果说“郑州经验”展示了社区建设这项世纪性的“建设性工程”，如何垒起基层平安的点点基石，
浇注社会和谐的坚实基础；“深圳经验”通过多方面的制度创新实践，有意识地追求一种新型现代社
区的独特风格；而“杭州经验”以其日常生活的生动与淡定品质，对人生和人性的精彩与精致体悟，
以及厚重底蕴和深沉活力给人震撼性的感受，等等。
那么，迄今为止，“大民政”所展现的“北京经验”则是全新的——这是我们首次遇到的来自部门的
“中国经验”，或者说，这是我们记人“中国经验”并进行研究的第一个部门经验案例。
 对“中国经验”认知的更新，深化了和扩展了我们对“中国经验”的理解。
此前，对于什么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这一问题，郑杭生教授做了这样的思考：“中国经验
”、“中国模式”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其中三个层次的相互推进十分
明显：既有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又有基层“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有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连接
上下的促进。
这三个层次，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共同创作、不断完善，融合成具有独特气派、独特风格、又
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中国经验”。
这里，地方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验”一个个亮点、一个个支点，
共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历程的一个个轨迹点、成长点。
显然，在整个“中国经验”中，地方经验、基层经验和部门经验都有着重要的位置。
然而，在我们多年的研究中，还没有遇到能够成为典型的部门经验案例。
也因如此，“大民政”所表现的“北京经验”可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弥补，它为我们的研究注入了
全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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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民政"的理论和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夯实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基础的"北京经验"》编辑推荐：北
京乃至全国民生和社会建设领域理论研究方面的一件大事，更是民政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践方面
的一件幸事。
大民政理论作为民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民政王作创新的璀璨结晶，又是民政文化繁荣的思想
基础；既是新时期首都民政实践的思想引领，又是首都民政文化发展的灵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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