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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重阐述新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发展历程、辉煌成就和历史经验，特别是社会组织化发展的成就
和经验；梳理社会管理体制理论发展的脉络和创新的成果，并分析社会管理体制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
，进而提出推进改革和发展的思路。
通过深入分析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对中国社会的管理，其制度建设和成就将成为中华
文明的一部分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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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现代社会中，可以说，没有公众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政府很难使其行动合法化。
我们说，要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关起门来制定政策，就很难做到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只有公众以及社会组织的参与，或者说政策所涉及对象的参与（真正的，而非形式上的参与），才能
制定出合理而行之有效的政策。
政府官员无法获得制定政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甚至得不到正确的信息。
如果排除公众及各种社会组织对重要决策的参与，将会造成政策上的失误。
为此，应积极鼓励公众和社会组织多层面的参与，无论是在社会政策或公共政策的制定上，社会问题
的应对上，还是在方案的执行上，都应当让更多的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进来，听取他们的意见。
参与方式最重要的特征是明确把社会和公众的利益融人社会治理之中。
　　三、提供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　　社会组织的第三个作用是提供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
在我国当前的改革进程中，由政府集中统一组织的社会生活，正逐步向由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共同
组织过渡。
“公共服务社会化，不仅有政府‘放权’的过程，更有政府‘还权’的过程，把本应由社会承担的那
部分公共管理的职能真正交由社会来行使”。
①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组织所提供的服务的性质完全不同于政府。
政府提供的是覆盖全体的，以公平为基础的标准化服务，而社会组织是因地制宜的，是特殊主义的，
所提供的服务因目标群体的不同而不同，在地域分布上也是不平衡的。
对于政府来说，避免重复是一个基本原则；而对于社会组织来说，重叠也许是集中和专门化的一个自
然结果。
政府所提供的服务须涵盖所有合格的对象，而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是有所选择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其
资源有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不同的社会组织有着不同的使命和偏好。
因此，即使社会组织能够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其提供的方式也迥然不同于政府部门。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由政府集中统一组织的社会生活，正逐步向由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
共同组织过渡。
政府不再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并将应属于社会的大量职能向各类社会组织转移。
政府的部分职能向社会转移的过程就是公共服务社会化的过程，其中第三部门当仁不让地成为承接这
部分职能的主要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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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丛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力求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社会管理体制、文化管理体制的形
成和发展过程；力求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这些制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经验和理论创新；力
求体现我们党多年来关于上述我国社会主义重大制度建设的思想、观点和论断；力求反映上述我国社
会主义重大制度对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民生活的重大作用。
全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力求理论性与实证性结合，既有理论概括又有历史概述，
努力做到事实准确、观点鲜明、逻辑严谨、文笔生动、富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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