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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生福祉提供社会体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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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特大型城市，上海已进入一个社会结构加快转型、公共需

求快速增长的新时期。在利益主体和社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的同时，就

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日益扩大的公共需求与相对不足的公

共产品供给之间的矛盾，成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大突出矛盾 

  ● 社会体制与民生问题紧密相连。与民生问题相对应，改革开放

初期，我们面临的主要体制问题是平均主义障碍。现在，随着经济发

展，社会事业相对滞后的问题比较突出，围绕社会公平的矛盾凸显出

来，需要改革现有社会体制，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

用的制度 

  ● 近年来，上海以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契机，探索“政社分

开、政社互动合作”的新机制，并围绕民生问题出台了许多政策。借鉴

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和上海市情，以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示

范，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是摆在上海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作为特大型城市，上海已进入一个社会结构加快转型、公共需求快

速增长的新时期。在利益主体和社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的同时，就业、

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日益扩大的公共需求与相对不足的公共产

品供给之间的矛盾，成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大突出矛盾。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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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所居”。因此，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社会体制的改革，消

解社会管理中深层次的瓶颈制约因素，全方位推进社会建设，已成为上

海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社会体制涉及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安

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整个社会领域。它与民生问题紧密相连。目前社会

体制之所以要改革，也是与民生问题出现阶段性新特征有关。相比改革

开放之初，民生问题一度表现为主要生活用品的短缺；在现阶段，随着

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卖方市场已经转变为买方市场，

绝大多数商品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民生问题则主要表现在教育、医

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短缺上。 

  与民生问题相对应，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临的主要体制问题是平



 

均主义障碍，因此需要通过拉开收入差距、引进竞争机制来提高体制运

行效率。现在，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育，社会事

业相对滞后的问题比较突出，围绕社会公平的矛盾凸显出来，需要改革

现有社会体制，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 

  近年来，上海以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契机，探索“政社分开、

政社互动合作”的新机制，并围绕民生问题出台了许多政策，仅今年上

半年就出台相关民生的政策达20多项，在推动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方

面取得了新的进展。需要指出的是，民生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已经出台的许多举措还不可能涉及到深层次的社会体制问题。借鉴国际

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和上海市情，以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示范，推

进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是摆在上海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从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的实践看，社会体制

的建设呈现三方面的趋势和特征：一是以“政社分开”为核心的政府与

社会的分工合作。这体现为政府与民间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之间实行

职能分离以及事业目标的合作。在职能配置上，政府主要负责社会管理

与社会服务的政策制定、法律监管，而各类社会组织则承担具体的社会

管理和社会服务项目，并接受政府的监管。二是以购买社会服务为内容

的公共财政体系。政府在每一财政年度都有专门的预算，并根据社会管

理事务和社会服务需求的实际状况，通过招标或委托的方式向非营利组

织购买服务。非营利的社会服务机构则通过竞标或者谈判的形式获得这

些服务项目，并在社区、援助机构及其他场所向服务对象提供社会服

务。三是以非营利为基本要求的社会公共服务。在政策设计上，对合法

的慈善机构和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均实行免税政策；由政府购买或社会服

务机构提供的服务基本体现非营利性。 

  推进社会体制的改革，目的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社会建设规律的就业体制、收入

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科技文化体制、医疗卫生体制、

户籍管理体制、公共服务体制等，进而协调社会关系，保证社会公正，

提供社会保障，完善公共服务。围绕这一目标取向，社会体制的改革应

该从整体框架结构、社会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三个层面展开。 

  整体框架的设计与重构，是社会体制改革的前提。根据中国国情和

上海的现实情况，关键是树立政府改革的目标，通过总体设计，转变政

府职能，优化职能配置，建立融社会治理型和公共服务型为一体的政

府。同时，构建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之间有序的互动关系，通过培育

公民社会，逐渐实现政府、社会和市场的良性互动，真正形成“政社分

开、政社互动合作”的新型关系。 

  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优化是社会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其中激发

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的活力是关键。因此，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既要依

法加强对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等社会组织的规范管理，促进

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又要营造宽松的外部环境，充分发挥它们在提

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方面的作用。优化社区建设，建立健全新

型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全面推进社区服务全覆盖。在这方面，浦东新

区的做法值得总结和推广。该区12个街道办事处将在公共财政的保障

 



下，全面退出直接招商引资，集中精力服务于社区就业、社会稳定、社

会养老及改善综合环境等社会事务。同时，要在各种机制的整合上做文

章，逐步完善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

制、权益保障机制，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

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关系，建立健全政府负责、社会协作、公

众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 

  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是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基本公共服务的

属性在于它的公共性、普惠性和社会公平。这里的聚焦点是明晰政府的

身份：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良好社会环境的维护者和创建者

和公民公共利益的保障者。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要以实现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为目标，合理界定政府公共服务的边界，进而明确政府提供公

共服务的方向、领域、顺序、强度及方式。政府集中力量行使纯公共服

务的供给职能，搞好准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逐步退出竞争性服务领

域的经营活动；把与民生关系密切、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劳动

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础科学与前沿技术以及社会

公益性技术研究，作为政府优先提供的核心公共服务；把更多的财政资

金投入公共服务领域，完善公共服务政策体系，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

度，调整事业单位布局，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推动公共服务向困难群体

倾斜。通过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创新公共服务方式，着力解决就业、

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姚俭建（姚俭建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原文出处：《文汇报》 2007-11-9 
文档附件:  

编辑：     文章来源：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mail:ios@cass.org.cn 
欢迎转载，敬请注明：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