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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的大发展大繁荣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感并不成正比，社会管理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要创新社会管

理体制。完善社会管理格局，需要从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

和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

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等方面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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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管理工作面临的总体形势是好的。但我

们必须看到，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

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管理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而社会管理理念、体

制、机制、制度、方法、手段等方面存在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因此，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势在

必行。 

一、现阶段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挑战 

1.在社会发展阶段上，中国正处在完成工业化和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人口流动性急剧增强且数量巨大，而

现阶段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难以适应新阶段特征，致使社会管理风险迅速集聚。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及其

演变而成的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使得人口流动具有不完全性和不稳定性，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社会管理和公共

服务的难度。 

2.从经济基础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资源配置方式的多样化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激烈

冲突；资源配置存在的一些不合理、不合法方式导致人们利益直接受损的现象引发了人们对社会的不满。 

3.在社会结构上，我们已进入后“单位制”社会，传统的“单位”在广义的社会组织中已不占多数，其组织

社会生活、管理所属成员的功能大大弱化，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处于离散状态，原单位人变为社会人，社会对其

的管理和服务缺失。同时，社会的组织结构和联系方式迅速扁平化、网络化，社会从传统纵向联系为主变为现在

的横向联系为主，传统科层制管理方法已不适应新结构形势，效能低下。 

4.在社会保障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社会建设工作刚刚起步，社会建设水平滞后，社会建设支出比重

偏低，社会保障覆盖率低，社会安全保障水平低，导致人们抗社会风险的能力普遍较低，对社会的总体满意度较

低。 

5.在思想层面上，由于人治的传统造成官员和民众对法制缺乏敬畏，出现了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同时，转

型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局部失序，扭曲的利益关系，使不少人价值观迷茫，道德失范，自律不足，特别是管理层和

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下降，削弱了社会管理的思想基础。 

二、现阶段社会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 

1.社会管理理念陈旧，主要表现为：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的思想仍然十分突出；重视强势群体权利、轻

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现象仍然存在；管控思想严重、服务意识淡薄。 

2.社会管理主体单一，主要表现为：社会事务纷繁复杂，社会问题各式各样，社会需求千差万别，利益关系

错综复杂，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包揽所有社会管理事项，需要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但是，在很多地方政府仍然

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在实践中极易出现或政府包揽一切不堪重负或社会管理领域出现空白等问题。 

3.公民有效参与社会管理程度不够。尽管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的发展，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



情有所提高，公民渠道有所拓宽，但是，总体而言，很多时候公民由于缺乏有效的参与平台、公共信息披露不及

时、不充分等原因造成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程度仍然不高。 

4.信息化社会的到来致使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落后。信息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既让中国人民分享了

信息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福祉，同时也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充满不安全感的社会。一方面，“数字鸿沟”把能够接近

和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人和不能接近和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人分隔开来，不利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互相交流。

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空间特有的身体缺场、匿名性、符号性、随意性等特点，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特别是

新型信息技术犯罪进一步扩大了这种不安全感。同时，信息化社会下网络民意表达更加畅通，网络监督无处不

在，网络民间舆论顷刻间便可能催生公民集体行动，这对网络空间及现实社会的管理提出了新要求。 

以上社会管理方面的诸多问题带来直接后果是社会管理效果不够好，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增多，社会和谐稳

定压力增大。新世纪以来，中国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群众上访数量居高不下，从根本上说，根源于经

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管理工作没有跟上，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政府的公信力下降。 

三、着力构建充满活力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社会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到各个方面，构建明确各方职责、有利于调动各方积极性的管理格局，是进

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的需要。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已初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

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面对当前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和社会管理的新要求新任务，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一格

局?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

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

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1.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就是要在社会管理中把党的领导放在首位。党的领导是社会建设必须坚守的根本原

则，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组织保证，在创新社会管理时，凡是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都要靠党委来

领导。要紧紧围绕加强社会管理大局，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利益的核心作用，发挥基层党组织

在社会管理中的领导作用，开创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新局面，才能实现和保证全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科学发展，才能

更好地满足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要求，使社会建设均衡发展、社会成员之间和睦相处。 

2.坚持政府负责，就是要求政府把社会管理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社会管理说到底，就是政府运用制

度、机制、价值、政策等工具手段，与其他社会组织一起，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协调社会利

益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社会秩序安全和谐进步的职能，可见政府负责是国家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必然

要求，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保障。创新社会管理对政府而言，全都是由政府制定政策来决定。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

者，只有坚持政府就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负责，才能有效保证政府的行为严格、规范、到位，才能不断提高社会管

理科学化水平。 

3.坚持社会协同，就是整合社会管理资源，理顺社会管理各方之间的关系，形成完善的社会协同机制。在实

践中，要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要充

分发挥各社会团体的作用，大力发展新兴的社会组织，改革和规范现有社会组织；要积极开展城乡社区建设，增

强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要大力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形成完善的公共服务网络。 

4.坚持公民参与，就是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公民参与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效实现形式，

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体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力量。为培养公民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参与意识，形成公民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社会管理机制，党和政府应当努力搭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平台，通过电子政务、

服务热线、听证会、咨询会、志愿者等多种渠道来吸引和保证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在实践中，只有坚持公民对社

会管理创新的积极参与，保证公民与政府切实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沟通、协调和合作，群众力量和政府力量形成合

力，才能大大提升社会管理水平，促使政府真正实现社会管理从权力本位转变到社会本位、公民本位上来，才能

使政府决策更加科学民主，从而保证全社会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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