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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软权力为基础的社会管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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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社会管理需要告别硬权力及其刚性管理模式，转向涵盖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柔性管

理，以此实现建构秩序的终极目标。 

 

  历史经验表明，社会管理的有序运行，离不开一定的权力要素。社会管理一般会借用两种权力：一种是硬

权力，另一种则是软权力。 

  何谓软权力 

  软权力最早由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奈提出。在他看来，硬权力通常是指同诸如军事和经济力量等具

体资源相联系的硬性命令式权力，它直接迫使他人改变自己的意志或者行为，强迫他人做本不愿做的事。而软

权力则与同化联系在一起，它是与诸如文化、规则和制度等抽象资源相关的决定他人偏好的软性同化式权力。

它依赖于吸引力而非强制性手段，让他人心甘情愿地追随和自愿接受想要的东西。软权力可依靠观念或文化的

吸引力，也可依靠塑造他者偏好的标准或制度设置议程的能力。 

  软权力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塑造共识和生产规范的功能，它具有三大特性：通过非强制性的手段发挥作

用——不以强制、惩罚、威慑为支撑，而强调吸引、合作、互动、协商、信任的潜在作用；具有极大的非垄断

性和扩散性——不占用物理空间，不苛求高科技，且一旦建构便可发挥长效作用；影响无形而深刻——无形的

同化、现实的利益引导和情感沟通协商，巧妙地实现管理目标，使对象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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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理论渊源看，社会契约论、协商民主理论和协同政府理论分别从秩序构建、政府权力来源、民主政治发

展趋势和公共事务管理新导向等层面，为开发社会管理中的软权力奠定了理论基础。 

  社会管理中软权力作用凸显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社会管理是基于谋求社会权利保障的目标，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其中并努力发挥自治或

调控的有效作用，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社会公共事务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

组织、协调、服务，进而推动个人发展和社会有序运行的过程。由此可见，社会管理需要告别硬权力及其刚性

管理模式，转向涵盖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柔性管理，以此实现建构秩序的终极目标。 

  然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尚未树立社会管理科学化的基本理念，管控和命令型的工作思路和运作模式依然

存在。这种权力运用方式尽管可以在短期内解决问题，但遗留的后患不少，首要的就是社会矛盾增多，社会冲

突凸显，群体性事件频发。更重要的是，伴随硬权力的广泛运用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矛盾日益增长，政府的公

信力和社会管理绩效在不断消弭。 

  当硬权力不断滋生社会矛盾，消解社会管理绩效的时候，如何开发运用软权力便成为人们思考应对社会管

理问题的着力点。比如，政府正逐渐迈出寻求与社会合作互动的步伐，在公共服务、公共决策等层面鼓励公众

参与、注重说服引导、强调协商合作、接受社会监督，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努力构建公信力，增强政策的吸引力

和正当性。尤其是在网络信息传媒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注重权力的分散和转移，增加决策信息透明度、提升政

府公信力。 

  软权力与社会管理新模式 

  积极开发软权力，构建社会管理新模式具有极大的探索空间。 

  构建协商合作型社会管理体制。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过度依赖政府的主体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公众、社会

组织等社会主体的积极作用，从而导致了重管制轻服务、重结果轻过程、重静态轻动态的局面。协商合作型基

层社会管理体制强调的是协商合作，而不是单向度的调控和干预。其基础是共同参与、共同安排和共同主事。

它不仅可以推动公众提高自我服务和自治的能力，还可以从中塑造“伙伴文化”，实现公众与政府的和谐运

转，进而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提高基层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浙江温岭、江苏太仓等地的实践表明，

这种协商合作型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不仅有助于调动多元主体积极性，节约、减少社会管理成本，而且有助于

规范和监督政府权力运行，培育基层社会管理所需的公民精神。 

  积极提升社会信任。在社会管理的诸多条件中，治理主体的信任、支持和积极参与是关键性要素。这些要

素构成了一种富有弹性与活力的网络结构，使治理主体发自内心地信任治理体系，自觉遵守社会管理的运作规

范。对社会管理来说，社会信任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也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一个社

会的社会信任度越高，越有利于社会成员之间的互惠或合作，从而强化人们的社会认同。以信任和交往为核心

的社会管理体系是一种“生产力”，能够将社会共同体全体成员凝聚在一起，形成合力，排除阻力。国外不少

成功经验已表明，通过合作互动可以有效地增进社会情谊，凝聚社会合作精神，形成有效治理。因而，要通过

提升社会信任、构筑交往渠道等方略提升管理的绩效和水平。其一，积极构建公民的信任、互惠、合作规范，

提供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信心；其二，完善公共关系网络，使其产生积极的公共参与，推动共同体成员进行横

向社会组合。 

  鼓励理性的公共参与。社会管理是政府与社会合作互动的过程，需要社会的积极参与、支持和配合。公共

参与不同于政治参与，它的范畴更加广泛，平台更加广阔，因而空间更加宽广。只要事关公共利益，都可以通

过公共参与的方式予以协调解决。公共参与能在互动过程中建构起参与者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参与效能感，进而

构筑社会成员与管理者之间的互信。对于当下的社会管理，社会组织是可以充分发挥作用，而且应该鼓励参与

的重要力量。除此之外，还要积极拓展空间，让公众理性地参与到更多领域；畅通渠道，构建现实社会与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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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谐并进的广阔渠道；培育良好的参与氛围，让参与者在轻松、常态化的环境中自觉参与。在公共参与的

策略上，中国的现实国情决定了社会管理不能追求竞争的方略，而要寻找平稳、和谐的协商模式。协商模式在

中国具有深厚的制度和文化渊源，协商议事会、社区居民共商会等都是通过协商来实现社会管理良性化的有益

探索。事实证明，协商模式能够培养出有效社会管理所必需的公民美德，如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妥协和节制

等，能够促进成员形成集体责任感，也有利于促进政府作用的合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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