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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社会管理重在有序与活力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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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各种层次有关社会管理的讨论中，大家最为担心的无外乎当强调社会管理的时候，容易把社会管

死，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这就提出了如何使我们的社会有序与活力兼具的问题。 

 

从理论上说，有序与活力兼具的问题实际是社会管理当中个人和社会，或者说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也

就是社会秩序与个人活力的关系问题。社会有序就是指社会有序地运行，它是通过求治去乱的过程而达到的。

“治乱”既包括物质硬件方面的因素，也包括精神软件方面的因素。社会有活力是指各个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

展的利益得到满足，在这样的基础上，各成员之间能相互促进、良性互动，使社会有序起来。使社会有序与活

力兼具，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最根本的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配置，也就是要求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是

符合公平正义的。这种公平正义在客观上体现为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制度安排的公平性；在主观上体现为社会

成员的感受，也就是他们的公平感、认同感。 

 

但是，在我们把理论运用到实践的时候，如何解决社会有序与活力兼具的问题呢?结合当前中国社会的实

际情况，譬如说我们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全球人类困境的挑战，一是本土社会转型的挑战，笔者认为，可以初

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处理好“六个结合”的关系，实现科学管理。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必须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

水平，就是要使我们的社会管理更加实事求是，更加符合社会管理的规律性，更加体现以人为本，使其转化为

有可操作性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且落实为可行性的社会政策，从而保证我国社会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全体

社会成员。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要注意“六个结合”，即要将治标管理和治本管理相结合，刚性管理与

柔性管理相结合，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社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结合，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科

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相结合。 

 

第二，处理好利益多元化格局关系，实现统筹兼顾。我们通过一些社会调查，体会到发展起来的问题

并不比没有发展起来的问题少，富裕起来的问题并不比贫困引发的问题少。现在发展起来的问题、富裕起来的

问题已经逐渐凸显，这表现为利益多元化格局，在这个格局中，各种利益冲突尖锐。例如，有关课题组的一项

调查显示，农村一个区可分红的资金有20亿元，已经有分红权的那部分人要极力防止没有分红权的人进来，没

有分红权的人要想各种办法进去，如此便会出现社会秩序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外嫁女”问题(原来嫁出

去了，现在要进来)。有些人因为没有了农村户口，结果也没有分红权，因此造成那个地方农村户口很值钱。

类似问题就是富起来后多元利益格局引起的秩序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怎么实现统筹兼顾，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

个很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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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处理好客观发展与主观感受的关系，实现“有感发展”。经济连续多年强劲增长，但如果这种

增长与不少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和明显，经济增长成果共享的氛围和现实没有进一步形成，就

会影响到居民的安居乐业，造成民众生活幸福感不强，似乎觉得经济增长与自己无关。这种情况属于“无感增

长”。 

 

从收入方面看，劳动报酬占我国GDP的比例为37.2％，这与发达国家60％以上的差距很大，与我国1985年

相比也下降了近20％，这一情况已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在“十二五”规划的主要指标当中明确了经济

年均7％的增长速度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要在7％以上的奋斗目标，使GDP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同步。这

个意义非常深远，但要做到还有很大的难度。 

 

同时笔者也感到，现在各地的实践，如适度普惠的福利制度的构建，就是要让全民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

果，增加民众的幸福感，特别是要让老弱病残等社会群体，也能享受到经济的发展成果，促使老百姓从认为与

自己关系不大的“无感增长”向与自己直接相关的“有感增长”转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名词释义：何谓“社会有序”、“社会活力” 

 

社会有序是指社会运行的有序或有序的社会运行。社会的“安定有序”，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存在和发展

的前提条件和基本目标。有序社会是安全、稳定、有序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体。就三者的关系而言，安全是稳

定的前提;稳定保障安全，又是有序的前提；有序反过来促进稳定、保证安全。 

 

社会活力是指社会充满生机，生气勃勃。“充满活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目标，在这样

的社会中，社会成员能够焕发出充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管理科学化的重要目标就是让有序的社会充满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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