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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年党的十七大后，中央编译局设立了若干学习贯彻十七大报告重大攻关课题，我带领当代所
部分同志申请到“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体制改革研究”课题。
2008年底我又申请到国家有关部委设立的“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课题。
我的同事社会学博士周红云、丁开杰、刘铎等鼓励我申请这一重要课题，共同从事这一研究。
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征得局领导的同意，基于以往的研究申请这一课题并获得了立项资助。
鉴于上述的两个课题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我和同事们将这两个课题进行合并研究。
期间我们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就研究思路、重要概念等问题深入研讨并逐步取得共识，在此基础
上分工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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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总论社会管理就是规范和协调社会关系、社会行为和社会组织以
维护社会秩序的活动。
社会管理包括社会子系统的自我管理和公共权力系统（又可称为党政权力系统）对社会子系统的外部
管理两个部分。
这里重点考察党政权力系统对社会子系统的管理。
改革开放以前，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国家与社会不分。
政府承担了过于繁重的社会事务，成为典型的“全能国家”，而社会则属于尚未分化的整体性社会。
在这种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下，社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到压抑，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没有得到
充分发挥，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和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改革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方面进行了积极
的探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总体来看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仍然无法完全满足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
本书分析了我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社会管理所面临的新挑战，探讨了我国当前社会管理体制存在的主
要问题及原因，提出了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并就改革完善十个方面的社会管理体制提
出了一些具体设想。
一、新阶段新挑战要求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改革开放30年来，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
、市场化、全球化的过程推动着中国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
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城镇化社会、法理社会、能动社会、原子化社会、多样化社
会、丰裕社会、公民社会、信息社会、风险社会的新阶段。
新阶段产生了大量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解决这些新的社会问题，满足新的社会需求，保障人们
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基本社会权利，都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
（一）工业化社会带来的新挑战得益于30年来工业化的持续、高速推进，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
阶段，正在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
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第二产业比例为49％，第三产业比例为40％，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的
比例已经下降为11％，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例已经下降为41％，另外59％人员在第二和第三
产业就业。
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和从业人员都已超过农业，我国已经成为新兴的工业社会。
尽管各地区工业化水平相差仍很大，同时生态现代化仍落后于其他方面的现代化。
高速的工业化和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物质的极大丰富，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
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这些社会问题包括失业问题，污染问题，工伤和职业病、老龄化等。
在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家庭副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下，只要有小块土地耕种，就不会有生存问题
和失业问题。
在现代工商业的冲击下，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因竞争不过现代大工业而走向衰落，单纯靠经
营小块土地维持生存日益困难，农民开始离开土地到工商业领域寻找新的工作。
随着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逐步代替劳动密集型工业以及一些产业如纺织业等失去竞争力成为
夕阳产业，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和容量都在减少，结构性失业日益严重。
随着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我国的失业问题更加严重。
到2008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为4.2％，达到886万人，返乡农民工失业数估计达2 500万人左
右，总失业人数超过3 300万人，实际失业率超过10％，毕业大学生失业率更高达12％。
失业就意味着失去收入来源，失去人格尊严和享受生活乐趣的权利，失业对个人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
，高失业率和庞大的失业人群则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随着重化工业逐步取代轻工业成为工业化的主力军，发展重化工业所带来的高能耗、高污染的问题日
益严重。
产业转移的过程也是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从城市走向农村、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扩散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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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表水水质总体已经为中度污染，75％的湖泊呈富营养化。
大气污染、土壤污染、农产品污染严重。
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杀手。
因环境污染危害居民健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持续增长，每年发生的环境污染纠纷达数万起。
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威胁人们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热点社会问题，引起人们普遍而强烈的关
注。
传统农业生产危险性比较小，而工业化大生产的危险性大大增加，人身伤害、生产安全事故、职业病
对人们的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我国在高速工业化过程中也伴随着安全生产事故的频发以及工伤和职业病的显著增加。
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统计，2008年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413 572起，死亡91 172人。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8年全国认定工伤事故近百万起，80％以上为农民工，工矿企业成为重
灾区。
另据统计，截至2006年，我国累计报告职业病例67万例，其中尘肺病14万例，而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总人数超过2亿人，包括1亿进城务工人员和1亿多乡镇企业务工人员。
频发的安全生产事故、大量的工伤事故、庞大的受职业病威胁的人群，对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的和
谐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工业化过程中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平均预期寿命大大延长，1990年我国居民平均预期
寿命为68.55岁，2000年平均预期寿命则为71.40岁。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到2007年底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3.65％（国际上规定这
一比例超过10％就属于老龄化社会），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我国总人口抚养比为37.42％，其中少年儿童抚养比为24.56％，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2.86％。
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一个家庭所要负担的养老人数大大增加，同时少年儿童抚养费用上升，由
家庭完全承担老年人口赡养越来越不现实。
家庭养老走向社会养老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二）城市化社会带来的新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取得了重大进展，正在由乡村社会转
变为城镇社会。
全国城市个数由1978年的l93个增加到655个，其中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由29个增至119个，城镇人口
由1978年的17 245万人增至2007年的59 379万人，城市化比重由17.9％上升至44.9％，如果包括长期居住
在城镇而没有计入城镇人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城市实际人口比重已经超过总人口的50％，这表明我
国已经迈进城镇社会的门槛。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向城镇社会的转型，带来了人口的高度集中和高度流动，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城市文明向乡村人口的传播和人们素质的提高。
但与此同时，人口的高度集中、高密度、高异质性和快节奏等城市特性，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城市社
会问题，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农村社会问题，以及大量人口在城乡之间来回流动所产生的社会问题。
城市化引发的新的社会问题包括城市贫困问题、贫民区问题、高犯罪率、高自杀率、高精神病发病率
等。
由于失业、下岗、破产、患病、残疾、孤寡而陷入生活困境的城市贫困人群成为一个新的贫困阶层。
按照民政部2009年第一季度统计数据，接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的贫困人口数高达2 340.5万人，这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贫困人群数量之可观。
城市贫民居住区多处于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这里危旧房多，棚户屋和集体合租屋多，居住条件差、
卫生条件差、饮食条件差，是城市中的疾病多发区和犯罪高发区。
城乡贫困问题和城市贫民区问题诱发了大量犯罪行为。
这些年来犯罪率持续上升，1982年我国每万人中刑事案件立案率为5.5件，2007年增至36.5件次；1978年
每万人口中治安案件查处率为9.9件，2007年则增至58.0件。
因人际关系紧张、心理疾患而导致的自杀现象日益突出。
据中国心理卫牛协会资料显示，2000年以来，我国每年有28.7万人自杀，年均自杀率为十万分之二十
三，每一个人自杀对周围5位亲友会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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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统计，我国目前有1 600余万精神疾病患者，其中160万人对社会治安构成危害。
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人口涌向城市，导致不少农村出现家庭空巢化，留守老人、留守妇
女和留守儿童群体数量庞大，迫切需要得到社会保护。
根据全国妇联和有关研究机构测算，我国农村留守老人接近2 000万人，留守妇女1 085万，留守儿童5
800万人（每4个农村儿童中有1人留守）。
他们普遍缺乏安全感，缺乏必要的生活照料，精神和感情需求得不到满足，家庭生活和劳动负担重，
生活质量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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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6年在俞可平教授的大力推荐和全力支持下，我组建了一个由北京、深圳两地学者和官员组成的课
题组，承担了中央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背景下的社会工作发展总体思路”课题研究
工作。
作为一个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政治学者，我开始阅读大量社会学著作以及社会工作教材和论著，逐渐
进入了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这一全新的领域进行探索。
我们的课题研究报告得到了中央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牵头单位中央组织部的高度肯定，随后在民政部资
助下以《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为名出版。
2007年党的十七大后，中央编译局设立了若干学习贯彻十七大报告重大攻关课题，我带领当代所部分
同志申请到“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体制改革研究”课题。
2008年底我又申请到国家有关部委设立的“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课题。
我的同事社会学博士周红云、丁开杰、刘铎等鼓励我申请这一重要课题，共同从事这一研究。
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征得局领导的同意，基于以往的研究申请这一课题并获得了立项资助。
鉴于上述的两个课题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我和同事们将这两个课题进行合并研究。
期间我们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就研究思路、重要概念等问题深入研讨并逐步取得共识，在此基础
上分工开展研究。
这个课题组是一个令我倍感自豪的、朝气蓬勃的课题组。
课题组成员的学科背景包括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财政学等，绝大部分成员曾有海
外访学和留学的经历、有博士学位，还有两位在中央编译局从事博士后研究。
在敲定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后，课题组每个成员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爱好选取了相关的研究子课题
。
在随后的研究中，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和研讨会等形式与课题组每个成员保持联系，及时解决研究过程
中出现的困惑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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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路线图》编辑推荐：中国智库资政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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