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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管理是个具有特定政治与政策内涵的新问题，《社会管理创新读本》从当年为何要加强和改
善社会管理入手，主要分三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社会管理为何重要；第二，理念经验有哪些；第
三，如何做好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工作。
其中，第三部分占据本书的主要篇幅，所涉都是社会管理领域亟须开展的重点工作，其中既有理念问
题，也有体制、机制和政策问题。
《社会管理创新读本》由张伟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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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伟，籍贯山东阳谷，政治学博士，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主要从事公共政策、危机管理和
政府绩效等方面的研究，发表专著、译著、论文及内参报告40多部（篇），研究课题获得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等多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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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管理创新读本>>

　第一节 网络时代汹涌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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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聚焦“微博问政”
第十一章 如何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
　第一节 精神文明建设要“跑步跟进”
　第二节 法制意识无时不需
　第三节 诚信乃社会之基
主要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管理创新读本>>

章节摘录

　　（2）风险的难以预测性。
与传统社会相比，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是非常复杂，且难以预测的。
风险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深度之深、影响之巨，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感知层面。
风险的冲突点和始发点有可能没有明显的联系，有时人们甚至生活在远离源头的位置，依然不能幸免
于难。
风险的前因后果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经常出现“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多因多果”
的情况。
风险爆发的时间是无法精确预测的，有可能是一瞬间，也有可能延迟出现或反复出现。
　　（3）风险的高危性。
风险社会下的风险具有更快的传播速度、更强的扩散性、更大的破坏力。
风险的破坏性可以表现在局部，也可以表现在全局，还可以表现在特定领域；风险社会的风险可以是
周期性的，也可以是连续性的，还可以是继发性的，但一旦发生蔓延，轻则生命财产损失，重则导致
社会恐慌，秩序紊乱，国家颠覆，甚至社会解体。
风险的高危性在于我们对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知之甚少，正如吉登斯所说，“高后果的风险具有一种
独特属性。
它们所包含的灾难危险越多，我们对于所冒风险的任何真实经验就越少”①。
　　（4）风险的人化性。
传统社会风险主要来自物资匮乏和自然灾害等外部性风险，比如灾荒、贫困、饥饿和疾病等。
但是风险社会下的主要风险是人化性风险，其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人化风险，也就是说这种风险
纯粹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结果，如环境污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二是社会化自然风险，即由
人类活动而导致的自然风险，如沙尘暴、温室效应等；三是制度化风险，即由社会制度本身的漏洞、
不合理而导致的风险。
②在贝克和吉登斯等人看来，早期现代性解决的是传统社会的风险，但也产生了新的风险，并且这些
风险的累积构成晚期现代性的特征。
　　二、风险社会视野下的中国　　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风险社会是继现代社会之后的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
对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说，现代社会不仅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完全开始。
并且，中国现在面临的风险问题与西方国家面临的风险问题有着很大的差异。
但中国正处于具有高风险的社会转型期，具备了风险社会很多的特征，因此，用风险社会的视角来看
待中国公共安全形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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