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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社区建设的不断推进，社区在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如何使社区既作为政府实现基层社会重组与整合的区域单元，又成为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
生活共同体，成为摆在相关政府部门与学者面前的共同的、迫切的问题。
这就要求人们要超越“社区管理”，走向“社区治理”。
　　全书共分四篇，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篇是“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共两章。
第1章“社区与社区治理”，在梳理社区概念、构成要素的基础上，介绍社区的性质及其变迁，回顾
中西方的社区建设历程，进而阐述了社区治理的内涵、基本原则、主体与内容。
第2章“社区治理的理论基础”，介绍社区治理的三个基础理论，即治理理论、基层民主理论和社会
资本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在社区研究中的应用，并且分析了这三个理论在实际运用中的局限性。
　　第二篇是“社区治理体制和模式”，共两章。
第3章“社区治理体制”，在介绍社区治理体制的内涵的基础上，追溯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从单位
制到街居制，再向社区制转变的历史过程，并探讨我国社区治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原则与总体框架
。
第4章“社区治理模式”，阐述社区治理模式的基本概念与构成因素，介绍国外三种比较典型的社区
治理模式，并在对当前中国社区建设实践中出现的五种典型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中国社区
治理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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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校“十二五”规划教材·公共管理系列：城市社区治理》共分四篇。
第一篇是“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共两章，包括第1章“社区与社区治理”，第2章“社区治理的理
论基础”。
第二篇是“社区治理体制和模式”，共两章，包括第3章“社区治理体制”，第4章“社区治理模式”
。
第三篇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共四章，从政府主导、社区自治、社会协同、居民参与四个角度切人
对社区治理主体，即社区党政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社区服务组织、社区邻里组织进行研究。
这是《普通高校“十二五”规划教材·公共管理系列：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点之一。
第四篇是“社区治理的内容”，即第9章“社区公共事务”。

　　《普通高校“十二五”规划教材·公共管理系列：城市社区治理》适合普通高等院校公共管理类
本科学生作为教材选用，也可供对城市社区治理感兴趣的读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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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单位制”是对国家以每个具体单位为中介来对人们的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管理这样：一种社会管
理体制的简称，它是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管理体制的核心。
它是将所有劳动者纳入各类劳动组织，由这些劳动组织根据国家的总体计划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分工，
向他们支付各种生活必需品，并组织他们开展本职工作之外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同时对其进行管理的
制度。
单位制具有如下特征：①单位体制的承担者是各种单位，单位又是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
在国家的计划和政策的约束下，它们可以相对独立地运行。
②单位是国家的代表者或代理人，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国家的缩影。
企业、事业组织的这种细胞性质决定了它们的“单位”性质和地位。
③作为单位的社会组织具有部件性。
每一个单位都是整个国家大机器的一个部件，它们服从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并按照国家的要求运行。
④对单位成员活动的全面组织和管理。
不但单位成员的本职工作被置于单位的严密控制之下，而且单位成员们被组织起来进行各种政治和社
会活动，这些活动成为单位整合的促进要素，反映出单位的整体性特征。
⑤单位对其成员全面关照。
单位不仅依照国家规定向其成员支付工资，而且提供各种福利。
这种福利不但惠及单位成员本身，而且扩散至单位成员的未就业的老、幼、病、残的家庭成员。
⑥成员对工作单位高度依赖。
由于单位掌握了成员及其家庭生存、发展的所有资源，因此，成员对工作单位全面、高度依赖。
有了问题和困难找单位，成为单位成员解决其面临问题的相同模式。
⑦单位的层级性。
每个单位都被置于以职能为基础的纵向管理链条之中，它们对上负责，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并接受
上级的管理。
因此，每一个单位都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
而级别不但反映了单位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反映了它们获得国家分配资源的机会，级别越高
，掌握的资源也就越多。
⑧单位的同构性。
全国形形色色的企业、事业组织几乎都是按照同一模式组织起来，在中央的统一号令下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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