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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实现社会管理和服务的“简便、透明和高效”，我们在书中建议优化组织结构，理顺社会管
理中的条块和分权。
建议设置独立的管理机构，把分散在许多部门的社会管理机构捏在一起，组成一个社会建设委员会。
现在北京、上海在这方面已经迈开了可喜的一步。
行政分工与科学分类有“小异”，更有“大同”。
机构拧成一股绳，既有利于转变职能，又有助于精简机构，还有利于把许多具体的小制度上升为社会
管理的大制度。
用结构与功能统一、社会与经济文化政治相协调的大制度来指导小制度。
　　当然喽，政府社会管理的核心是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是政府干预社会的主要手段和基本措施。
社会政策是指政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利益而制定的公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活动策略
。
政策是科学。
只有科学地制定政策，才能制定出科学的政策。
拍胸脯、拍台子不是科学。
一言堂里出不了科学的政策。
社会政策的制定一定要有公众参与，公开讨论。
科学、民主、公平是社会政策的三大原则。
注重公平是区别传统公共行政学与新公共管理学的试金石。
科学的亮度、民主的高度、公平的信度决定政策的水平。
政策重在执行。
社会政策不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
对政策的执行要科学评估，防止走样，防止效果边际递减效应。
　　为了搞好社会管理，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完善社会指标体系，建立社会运行状况监测体系。
要开拓社会信息收集渠道，研制社会管理的监测指标，构建社会稳定的预警、预控管理系统，健全各
种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力。
令人欣慰的是，在我们编书的过程中，不断获悉有些地区正在制定并且试行和谐社区指标体系、和谐
村镇指标体系、和谐城市指标体系，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编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实践在催我们编写者快马加鞭。
社会指标不是老百姓所讨厌的压指标的那种指标。
社会指标是分析社会现象或社会发展的一种量化工具。
社会指标体系是社会管理的依据，是人民群众监测、监督的准绳。
现在有些官员“王婆卖瓜”，对不起，有了社会指标就很难再“自卖自夸”了。
要完善社会监测机构，要有社会第三方的独立评估，构建交叉式、立体网状型的监测体系。
尤其是完善对于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政策和重大问题的社会影响评估机制，及时了解相应的发
展趋势、社会影响，及时预警，及时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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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社会管理的内涵及其特征　　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是当前中
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和基本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
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领域中的改革已逐步深入下去，但在社
会体制改革方面至今还面临着许多重大的挑战。
因此，如何更新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拓宽社会服务领域对于实现
社会关系的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与良性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可以说，社会管理体制将成为未来中国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其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建设的成败，也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整体发展。
　　一、社会管理的含义及其意义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政府管理职能已由过去强调政治和经
济领域的管理，逐步转向在继续开展好政治和经济领域内工作的同时开始重视社会管理，并将其视为
新世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
究其原因，一方面，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个系统的基本结构需要均衡发展，这是客观规律
的使然；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财富和荣耀的背后，还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有些问
题甚至已经非常尖锐，破坏了社会稳定与和谐，这种客观现况势必促使党和政府在新形势下必须要有
所作为。
为此，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社会管理职能，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作为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被提
出来以后，很快就成为政府和学术界讨论与研究的热点议题。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社会管理的含义及其意义所在。
　　（一）社会管理的一般含义　　对于什么是“社会管理”，不同的学者看法很不一致。
有学者认为，社会管理“是指国家通过自己的权力机关或授权部门依据一定的规则，对社会生活方方
面面的干预、协调、调节、控制等行为，它是政府以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为
目的而对社会活动所进行的管理”。
很显然，这种界定是从广义上来说的，它把社会和国家的范围基本上看作是一致的，社会管理的主体
是“国家”和“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就等同于国家管理。
　　但也有学者这样认为，社会管理不同于一般的国家管理，它仅“是指对社会活动、社会生活、社
会组织的运行机制进行指导、规划、组织、调节和控制的总称”。
很显然，这种界定又把社会管理的范围仅仅局限在很狭小的社会生活领域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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