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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南巡時走過的城市在經濟方
面均實現了高速發展，在社會管理體
制改革的需求也更迫切。除了廣深，
珠海和順德也是廣東力推改革的重要
陣地，「香港元素」不約而同成為兩
地改革的參考。
珠海於2009年提出《珠海市社會管
理體制改革先行先試實施計劃》，
重點推進城鄉民主自治、發展社
會組織、設立政府諮詢機構等六
個方面的改革試點工作，最為引
人注目的為效仿香港設立政府諮
詢機構。

科學決策突破法律框架
首批設立的政府專項諮詢委員
會涉及促進就業、醫療衛生和

小區管理三個方面，廣東當代經濟研
究中心理事長、珠海市政協委員楊正
滸表示，政府問政於民主要是通過人
大、政協等機構，但提出的建議和意
見大都是在法律框架以內的，因此有
一定的局限性，而諮詢委員會提供的
意見或調研報告具有更廣泛的代表
性，其決策、建議可能就更好地平衡
了社會各方面的利益，對於科學決策
意義重大。
順德的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也㠥力引

入香港元素，成立社會建設和管理創
新諮詢評審委員會暨社會管理體制改
革政策諮詢會，參與社會建設和管理
創新改革工作的決策諮詢及績效評
議。委員會的成員既包括了教育、醫
療、社保綜合策略研究等方面的精英

代表，也具有「草根」性的社會組
織、村居委及外來務工人員，更有來
自香港的專家，被譽為「港味十足」。

今天（2月21日）是已故「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

師」鄧小平20年前「南巡」（1992年1月18日至

2月21日）的最後一天。1992年春天，當中國

的經濟體制改革陷入各種泥潭的時候，鄧小

平南下視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

地，發表了重要的「南方談話」，堅定不移

地繼續推動了改革。

當前，中國經濟仍保持快速發展，然

而，過分注重經濟發展，也帶來了系列社

會問題。廣東，作為中國的經濟大省，社

會矛盾尤其突出。去年以來，廣東發生了

增城「6．11」事件、佛山小悅悅事件、

烏坎村事件多宗廣受關注的社會事件。廣

東開始反思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管理的缺

位，並掀起一場自上而下的社會管理體制改

革。學者指出，廣東在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方面

的探索，無疑對全國有示範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苗苗、李望賢

20年前，正值國內外形勢複
雜多變，經濟體制改革遭

遇了巨大的阻力和困難：「姓社姓資」
的爭論愈演愈烈，對改革開放提出質

疑，甚至有觀點將經濟特區視為「殖民
地」，要求停止市場化改革。就在這個關

頭，88歲高齡的鄧小平毅然南下，發表了重要的
南方談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國改革的主要阻力，

強調「不改革開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
南方談話澄清了是非，排除了干擾，改革開放得以繼續穩
步推進，成就了中國如今的經濟繁榮。

一宗宗社會事件 擊碎經濟光彩
改革開放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但經濟快速發展的中
國，如今又面臨新的困難和挑戰：地區發展不平衡、社會
貧富懸殊、社會矛盾凸顯，食品安全、腐敗、教育、環
境惡化等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在經濟最發達的廣東，
這些問題更加顯山露水，去年以來，廣東社會事件集中爆
發，更加凸顯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管理缺位。
2011年6月6月，潮州市古巷鎮發生外地工因向本地老闆

討薪而爆發大規模衝突事件。數日後的6月11日，增城市
新塘鎮大墩村又發生本地治保隊員驅趕外地打工者，引
發更嚴重的社會事件。原來，原本僅管理當地7,000名村
民的村委會，需管理多達6萬名的外來務工人員，這種
失衡的社會管理終於爆發了社會衝突。同年11月、12
月，中山、汕尾烏坎等地也爆發了土地問題引起的群體
事件。一宗宗事件，猶如一記記重拳擊碎了廣東光彩的
經濟表象。
新塘事件的爆發，可以說是廣東醞釀已久的社會管理

體制改革的導火索。廣東省委、省政府開始組織各地市政
府對事件作出反思。2011年7月，廣東省委發出《關於做好
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意見》的文件，提出對嚴重損害群眾
利益的言行要實行「零容忍」，對於涉及面廣、社會影響
大、直接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重點、難點、熱點糾紛，領
導幹部要親自過問、親自協調處理；隨後召開的廣東省委
十屆九次全會，專題研究《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人民政府
關於加強社會建設的決定》。

紀委書記兼掌社工委 規格超高
這份《文件》的出台，距離新塘「6．11」事件，前後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同年8月，廣東為加強社會建設、創
新社會管理工作成立了專門機構—社會工作委員會，由廣
東省委副書記、省紀委書記朱明國兼任主任，與此前上
海、北京成立的同類機構相比，廣東省社工委的領導配置
規格更高。數月後，廣東宣布從2012年7月起將開放社團登

記，大力培育發展和規範管理
社會組織。
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

書記汪洋在廣東省委十屆九次
全會上對社會管理體制改革進
行了深刻闡述：不可否認，改
革開放以來，在社會結構、社
會訴求發生巨大變化的過程
中，因為各種原因特別是缺乏
經驗，我們在社會管理方面缺
乏全面的、長遠的、系統的制
度設計；新時期社會矛盾和社
會問題凸顯的重要原因，在於
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的體制機
制未能跟上經濟發展和社會變
遷的步伐；我們要向當年推進
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一樣，以
大膽改革的氣魄和開放包容的
胸懷，堅決破除社會建設的體
制機制障礙。
2011年11月，汪洋在廣東省深化體制改革會議上強調，

改革是廣東的根、廣東的魂，改革是發展的強大動力，是
促進發展成本最低、動力最足、效果最持久的方式。這與
20年前鄧小平的「南巡談話」精神要義一脈相承。

「南方談話」精神：敢闖敢試
廣東對社管體制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其力度不亞於

當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黃挺指
出，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日前在廣東考察時重提鄧小平的
「南方談話」，強調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依然是改革開放。
可見，當前深化改革的迫切性和艱巨性同樣不亞於20年
前。
深圳市社科院社會所所長楊立勳認為，社會管理創新也

是「南方談話」留下的精神遺產之一，社管創新要正確處
理好「善政」和「善治」、維權和維穩等關係，要用「南
方談話」強調的敢闖敢試精神，在一些重點環節取得改革
突破。比如，要在社會治理結構方面破冰；建立起利益協
調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等長效機制，在流
動人口的管理和服務、社區建設和服務、虛擬社會的管
理、社會風險管理等方面都必須有突破。
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則認為，廣東是經濟

大省，外來人口也最多，「中國最富、最窮的地區都在廣
東。廣東的問題解決了，中國的很多問題就有解決的參照
物了。」他相信，廣東目前在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方面所做
的探索和努力，也無疑對全國有示範作用。

粵改革

在社會管理方面的
創新，往往流於文
字。有專家建議，借
鑒金融體系定期進行
壓力測試，設立系列

指數進行量化，分析社會風險。
深圳市社科院社會所所長楊立勳(見

圖)指出，目前社會風險主要包括政治
風險、經濟風險、社會風險、人口結
構風險、勞動關係風險以及公共安全
風險六個方面。
他表示，針對政治風險定期進行的

廉潔指數測評，在西方國家已經普遍
存在，當廉潔指數超過一定標準時，
意味㠥社會的腐敗太過，應當㠥力進
行控制。經濟風險則可以以失業率和
通脹率反映；社會風險主要來自貧富

兩極分化，可以用堅尼（基尼）系數
體現。公共安全風險主要反映在食品
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方面。

深圳勞資風險突出
廣東由於外來人口眾多，人口結構

風險和勞動關係風險尤為值得關注。
以深圳為例，深圳擁有800萬名外來勞
務工，往往出現同工不同酬、同工不
同時、同工不同權，誘發系列社會問
題。反映在深圳的信訪案件中，勞資
糾紛佔據最高的比例。
楊立勳指出，六種風險源直接影響

社會的和諧穩定，風險的疊加和乘數
放大效應更易引發社會危機，及時預
測社會風險源，能夠有效進行引導管
理，化解社會危機。

專家倡社會壓力測試

深圳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試
驗田」，率先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經濟
成分率先多元化，分配方式率先多元
化，階級階層率先多元化，價值觀也
率先多元化，其社會矛盾也率先爆
發。深圳在社會管理方面也早就開始
各項創新，有專家稱，這些創新也將
為全國提供借鑒意義。
今年1月，深圳市人大常委會通過了

《深圳經濟特區社會建設促進條例》
（簡稱《條例》），成為內地首個社會建
設法規。《條例》對社會建設領域中
國家尚無法律、法規專門規定的方面
進行了研究，涉及當前社會關注的熱
點，如住房保障、社會救助、特殊人
群管理與服務、志願者服務、慈善事
業發展等方面進行了探索。

3500萬向社會組織買服務
在社會改革上，政府職能的轉變一

直被視為最關鍵的舉措。深圳早於
2010年就出台政策，提出將80%的政
府事務性管理和服務職能轉交給社會
組織承接，給社會組織發揮作用的空
間。深圳市民政部門拿出3,500萬元
（人民幣，下同）的彩票公益金對社會
組織實行政府公共服務的競標機制，
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這一舉措被國
家民政部部長李立國予以肯定，並希
望向全國進行推廣。
深圳市民政局社工處處長駱冰稱，

在發達國家，社工是社會服務和社會

福利的具體執行者和落實者，但「我
國社會工作發展模式總體以官辦為
主。隨㠥社會轉型與體制轉軌，大量
社會問題產生，公共服務專業水準偏
低，社會福利服務嚴重滯後。」深圳
在內地最早設立社工崗位，2007年出
台推進社會工作發展的1個主幹政策和
7個配套政策，迄今為止乃是內地最全
面的社工制度框架文件之一。

聘香港資深社工擔任督導
深圳與香港一河之隔，借鑒香港在

社會工作方面的經驗，對深圳助力不
少。據悉，深圳自2007年9月起與香港
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及香港基督教
服務處合作，建立專業社工督導機
制，聘請香港資深社會工作者擔任深
圳社工督導，傳授社會工作理念、實
務技巧、工作模式、工作程序及服務
標準等知識和技能。
2011年，由影星李連杰創立的壹基

金成功落戶深圳。按照此前的法規，
中國的民間組織要登記註冊，必須有
一個主管單位，但實際上很多組織往
往找不到願意擔當的單位，大量社會
組織因找不到業務主管單位無法登
記。深圳突破雙重管理體制，工商經
濟類、社會服務類和公益慈善類的社
會組織可以到民政部門直接登記註
冊，降低了門檻。壹基金落戶深圳，
也被視為深圳乃至廣東在社會組織管
理方面的一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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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國

■黃挺

■1992年鄧小平觀看珠海城市建設。 資料圖片

珠海順德仿港設諮詢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