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管理若干问题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管理若干问题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208105188

10位ISBN编号：7208105189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李文静　等著，纪晓岚　等主编

页数：26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管理若干问题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简介：目前我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革，迫切
需要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把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
对政府解决职能转变问题的要求更为迫切，一是解决“越位”问题，即从过多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中解
脱出来，转变包揽一切的工作方式；二是解决“缺位”问题，即更加重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快
建立覆盖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全面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合理调节社
会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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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两种创新模式的比较。
　　传统模式的缺陷前面已经详述，但是政府主导模式有个较大的优势就是能很好贯彻上级政府部门
的指令性计划例如科学发展观的学习等。
政府将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托管给民办非企业组织的做法，或是放手让群众文体团队自我管理，化
政府对社区公共服务的行政管理为社会化管理的过程。
原先政府在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上，主要承担服务规划者与服务生产者两个角色，政府既是社区公共文
化项目和活动的决策者，也是执行者。
当社区公共文化引入社会化的管理模式时，社会组织充任起服务生产者的角色，按国家法律、法规和
政府的有关规定，负责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日常管理工作：按照政府需要执行的目标，实施社区文化
项目和活动。
这就将政府从具体的社区事务工作中解脱出来，让社团力量进入社区公共服务生产，承担起对市民需
求的发现、组织、倡导与满足的功能。
这符合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
就这两种创新模式本身来说，自我管理的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激发居民的热情，能较好地了解居民需
求，居民自我组织能力得到较好的锻炼，还有就是群众团体活动开展起来顺畅。
但参与人群较局限于中老年群体，并且随着活动的深入，项目增多，需求增长与提高，对管理和文化
活动专业性的要求加大，相对松散的自我管理模式较难解决。
政府委托模式优势明显，民办组织的沟通能力，社会资源汲取能力，承办各类活动的组织能力都很强
，并且提供较专业的社会服务。
减轻政府负担，提供优质服务，运营能力上调高效率方面作用明显。
但是民办非企业组织能否自负盈亏，政府和民众如何监督，政府与民办企业的责任区分方面都是难点
。
并且针对目前的民办非企业组织的发展实际状况来看无论是人们的观念，还是组织的数量、规模，以
及更为重要的整体能力和作用，都还远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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