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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31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治理覆盖面不断减少的过程，是社会治理模
式由宝塔垂直形向扁平化转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内的社会成员和社会单元，持续不断地退出原有体制，成为无主
管的“自由人”、“社会人”。
与此同时，新生的诸如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非公有制企业、新型社会组织等“社会人”及其组
织，呈爆炸式扩张态势。
“体制内”和“体制外”覆盖的范围，此消彼长，转眼间，全民总人口中至少70％成为流动大军的成
员，其中很多以自由人身份加入各种无主管、无上级的非公经济组织和新型社会组织。
　　“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遵从这样的范式：发现问题一提出对策一反复试错一政策调整一制度创
新一制度积累一体制创新。
如何实施对“体制外”社会群体的治理，最终形成一个定型的体制框架，无疑将遵从这一范式，有一
个过程。
然而，由于我国的改革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保速度为最直接目标，并且广泛认同“先经济
、后政治”的改革顺序，所以社会治理体制改革远远滞后于实践的需要，“社会人”占据的“江山”
已经过半，而究竟如何进行社会领域的治理，目前连一个大致的思路还未形成，更不要说设计一套完
整的制度了。
　　党的十六大明确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改革布局，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七大
确立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改革布局，“社会建设”终于作为一个单独的部
分正式摆上党中央重要议事日程。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具体内容则分为教育、就业、
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六个方面，并且在“社会管理”内容中提出，“要健全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这些提法，在宏观上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指明了大致的方向，但具体如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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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迁，从传统封闭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开放的工业社会
转型过程中，我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
式日益多样化，社会流动越来越频繁，新的社会元素和新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尤其是社会上涌现了
大量游离于现有管理体制之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人，形成了政府社会治理上的空白，对政府的社会整
合和社会控制造成了巨大冲击，以单位制为主的传统社会治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改
革创新政府社会治理制度已经势在必行。
本书主要着眼于在新的形势下，改革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探索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社
会需要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以更好地管理和服务这些社会组织和社会人，更好地处理社会转型时期
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事务。
    全书从我国政府社会治理制度的历史回顾入手，在对我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
的社会组织和社会人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和借鉴了国内外两方面社会治理制度改革和发
展的经验，进而在社会治理相关理论的指导下，研究提出了下一步我国政府社会治理制度改革的总体
思路、路径选择和重点任务。
最后，本书就加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以期探讨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如何扩大
党的工作覆盖面，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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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行政关系为纽带的单位制逐步解体。
一方面，在效益原则和市场导向的推动下，单位的专业功能逐步加强，单位的非行政化趋向明显，大
量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行政纽带已经松弛，社会职能逐渐剥离，正朝着自主经营、自我管理、权责分明
、自负盈亏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应运而生
，导致社会资源分布格局的改变，利益分配方式更加灵活多样，传统的单位不再是社会成员获取资源
的唯一途径，单位成员不再被禁锢在一个单位内，离开原单位不仅不再意味着工作机会的丧失，甚至
还可能谋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加上由于行政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剥离，单位不再对成员的工作和生活进
行全面管理和控制，单位成员的自主性明显增强。
这些变革给以单位制为主的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带来了巨大冲击。
　　（一）单位成员的铁饭碗被打破　　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属于国家庞大行政体系的分支，担负着
专业职能、行政职能和社会职能，在为单位成员提供一个“铁饭碗”的同时，也决定了它对单位成员
的禁锢。
单位成员一旦进入单位，终身的工作和生活便有了保障，不必发愁日后的生活，甚至后代的生活也有
了保障，但单位成员也被牢牢的束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无法自主离开单位。
改革开放后，单位没有了对其成员工作和生活提供永久保障的功能，与其成员开始建立起一种新型的
劳动契约关系。
就业的终身制被打破，单位成员的工作不再是“铁饭碗”，成员只有付出了劳动才能获取相应的报酬
，一旦成员不能为单位创造财富，这种契约关系随时有破裂的可能，单位成员将以下岗、辞职或其他
形式离开单位流入社会。
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单位不再牢牢把单位成员束缚在单位内部，单位成员的自主流动性也大大增强
，这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但单位的控制功能明显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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