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過中國共產黨六
十多年的勵精圖治，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

■城鄉差距放大、農民工群體等皆具中國
特色，需要結合自身實際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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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血與火的歷史煙雲，歷經建設與改
革的風雨洗禮，中國共產黨迎來了她90

歲的生日。香港文匯報將於日內推
出「風雨兼程九十載 滄桑巨變

鑄輝煌 」跨版專題報道，圍
繞黨史上的重大事件，展

述中國共產黨團結全國
各族人民在革命、

建設、改革中走
過的光輝歷

程，敬請
垂注。

建黨90年跨版小海報

此間北京專家指出，經驗表明，經濟高速發展
常常伴隨㠥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化，各種矛盾

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如果處理不當就可能產生連
鎖效應，甚至引發社會撕裂、政局動盪。時值建黨
90周年之際，中共當前不僅處於自身發展的重要歷
史節點，更站在中國新一輪改革的起點，她如何改
善和創新社會管理，化解轉型期日益複雜的社會矛
盾，協調各階層的利益衝突，營造和諧穩定的社會
環境，不僅是對其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也關係到
整個國家的長治久安。

重經濟導致社會管理短板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

教授汪玉凱對本報表示，作為重要的政治社會發展
新思路，加強社會管理和創新在最近半年被中共高
層提升到空前重要的地位：繼年初為期5天的省部
級主要領導幹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後，
三月，社會管理創新又寫入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和
「十二五」規劃；5月末，政治局會議主題也是研究
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短短幾個月內，中共高層次

就此做出多次研
究部署，說明執政黨已看到形勢緊迫，問題
嚴重。
他分析指出，過去30多年來，中國社會經歷

了劇烈變革，社會轉型速度大大加快，社會結
構和利益格局也發生了深刻變化。而在利益訴求
多元化、社會心態紛繁複雜的社會轉型期裡，中
國執政黨的工作主軸一直是經濟建設，經濟發展
快、社會發展慢，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的短板效應
凸顯。這個短板不僅嚴重制約下一步的經濟發展，
更造成社會矛盾突出。

轉型需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認為，

當前，由於社會管理短板導致各種社會矛盾凸顯，
體現在社會公眾層面：一是社會貧富差距持續拉
大，社會公眾的「不公正感」強烈，經驗證明，這
種情緒蔓延和發展的結果必然會導致劇烈的社會動
盪，甚至威脅到現有政權的穩固；二是權力腐敗現
象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公共權力的公信力下降，結

果是直接導致社會誠信度降低、社會安全感下降、
社會團結和凝聚力流失、社會不穩定性加劇。可
見，當前中共作為執政黨所面對的中國社會主要矛
盾和問題發生了重大轉變，已從改革開放初期的貧
困轉到社會不公、貧富差距、城鄉發展不均衡、腐
敗、就業難，以及由此導致政府管治危機，基於社
會轉型的需求，實現以「社會公平正義」和「包容
性增長」為中心的社會管理、建立良性社會運行機
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國共產黨

在迎來90歲生日之際，其執政的國家也步入戰略機遇

期和社會矛盾凸顯期相疊加的特定歷史階段。經過六十

多年的勵精圖治，中共在領導中國實現了經濟騰飛的同

時，亦面臨因民生發展滯後而形成的社會管理困局：民

眾安全感下降、社會團結和凝聚力流失、社會不穩定性加

劇，徵地拆遷、安全生產、生態環境等領域群體性事件和

惡性極端事件此起彼伏，政府公信力下降⋯⋯

專家普遍認為，社會發展進步，社會管理創新需
要執政黨發揮關鍵的作用。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
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建議，首先，
要做好社會管理的頂層設計，即制定社會管理的總
體規劃，通過規劃來確定管理的邊界、內容和框
架。他認為，社會管理，應該是政府和社會組織對
除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以外的公共事務所進行的
管理和服務活動。社會管理的目的，是通過社會利
益的協調、社會矛盾的化解，促進社會和諧有序發
展。說到底是對人的管理和服務，其核心要體現以
人為本，把社會管理寓於社會服務之中。
其次，要注重創新社會管理的體制和機制。面對

新形勢、新問題，特別是網絡作用越來越大的情況
下，社會管理的方式、手段要有所轉變，更多地運

用信息網絡等技術手段，來提高社會服務水平。網
絡發展是不可抗拒的潮流，搞得不好就會和網絡民
意背道而馳，這就達不到社會管理有效的目的。
第三，要防止把社會管理和服務簡單地演變為一

種社會控制。從社會管理的本質來說，社會管理雖
然有需要控制和監管的一面，但最終還是為了給社
會提供更多的服務。管理不是目的，服務才是根
本。因此要堅持以人為本，要通過利益協調、利益
矛盾化解達到社會管理目的。

調整結構須顧及弱勢群體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嶸則認為，

在新形勢下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必須調整社會利
益結構，保障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因為只有建立均

衡的社會利益結構和公平公正的社會分配體制，才
能整合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利益關係，才能讓社會各
階層真正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從而為社會管理創
新打下堅實的基礎。這就要求政府在創新社會管理
時，一定要轉變職能定位，彰顯公共服務提供者的
角色；在制定相關的社會政策時，一定要充分考慮
各階層的合法利益，特別是底層群體的利益。

專家：管理不是目的 服務才是根本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教
授汪玉凱對本報指出，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在社會
轉型過程中遇到的共性問題相比，中國的社會轉型還
有自身三方面的特殊性，導致社會矛盾激化，城鄉、
地區、群體等差距被放大，政府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
性受到爭議等後果。他認為，西方的理論解釋不了中
國的現實，而中國的改革也不能走西方老路，需要結
合自身實際進行探索。

需走中國式道路解決
首先，中國社會轉型是「雙轉交織」，即社會轉型和

體制轉變相交織。一方面既要完成社會轉型的任務，
由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
同時還要面臨體制改革的問題，即從計劃經濟轉到市
場經濟，這不僅是當年西方發達國家沒有經歷過的，
而且中國自身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改革的進程
中，也沒有市場經濟自然生存、充分發育的過程，這
使得中國社會轉型呈現出異常複雜的局面。
第二，社會轉型客觀上對農民形成了雙重剝奪。改

革開放三十年來，農村一共向城市輸送了2.42億初中
學歷以上的合格勞動力，但他們沒有獲得與城市同等
人群對等的勞動報酬和社會保障；同時城市化在一些
地區、一定程度上變成了圈地化，剝奪了農民參與土
地增值收益分配權，這樣的結構性剝奪導致徵地越來
越變成了戰爭，因徵地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佔整個群體
性事件的比重越來越高。這也是西方發達國家沒有經
歷過的轉型歷程。
第三，中國在社會轉型中二元社會結構沒有完全的破

解，反而從客觀上演變為三元社會，農村和城市中間出
現了2.4億農民工身份的新群體。農民工既不算農民，
因為他早離土了，但又不是城市人口，因為他們居住在
城鄉接合部，不具備城市戶籍和城市生活形態。在世界
其他國家城市化中就是要減少農民、增加市民，中國沒
有做到這一點，演變出一個農民工群體。
他認為，這三大特殊性，至少帶來了社會矛盾激

化，城鄉、地區、群體等差距被放大，政府公共政策
的公平公正性受到爭議等三大後果，是中國特色，也
必須通過中國式道路來解決。

轉型具三特性 難循西方模式中國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明顯滯後，執政黨在相當長時間
裡一直習慣於以行政化手段進行社會管理，呈現「大政
府、小社會」的格局。學者建議，社會管理範疇的調整目
標應是「小政府、大社會」，政府必須把不該管或管不
了、管不好的事情逐步分離出來，交給社會去辦，政府職
能才能真正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
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才能適應社會變遷中不斷增長的社
會需求。
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認為，創新社會

管理體制必須加強對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研究。為實現「小
政府、大社會」的社會管理範疇的調整目標，未來中國社
會管理中權力配置格局須從政府集中管理轉向給社會放權
和為公民增權，改革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才能做到有所
為、有所不為，

構建「小政府、大社會」格局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

玉凱則對本報表示，應建立多元社會治理結構，在發揮政
府主導作用的同時，更加注重發揮市場、特別是社會組織
的作用，實現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之間的平衡。社會組
織的發展和公眾的參與，不僅可以增強社會服務的活力，
而且還可以為政府向社會購買服務拓展空間，這既有利於
形成和諧協調的社會管理新格局，也能使社會組織有序地
參與到社會服務中來。對民間組織，既要引導、不讓它放
任自流，同時也要發揮它的作用。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培林進一步指出，當前，

中國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和創新面臨的問題是，社會自我發
展空間仍然較小，相對於強大的國家和市場而言，社會還
處於弱勢地位，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不足、條件有限，甚
至難以有效承接經濟組織在改革中剝離出來的以及國家相
對退出後留下的社會管理職能。因此，要大力發展和培育
社會自治和自我管理的能力，讓社會組織在成長與成熟中
承擔更多的社會服務功能，這是創新與加強社會管理最富
成效的選擇。他認為，社會組織在提供社會服務的專業性
與效率方面有很大優勢，並且在慈善、社會救助、環境保
護、行業管理等方面已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讓渡權力與
空間給成熟的社會組織可以讓政府部門集中力量優化社會
管理。大量發展社會組織是當前社會管理中一個很重要的
課題，它的發展需要政府提供一個寬鬆的政策環境。

政府行政主導
放權社會自治

須建良性運行機制 化解各種社會矛盾

■中國民工孩
子在吃午餐。

■中國在實現
經濟騰飛的同
時，亦面臨因
民生發展滯後
而形成的社會
管理困局。圖
為拆遷舊樓引
起的政府與民
眾糾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