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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所进行的社会转型，其本质意义上表现为一种制度变迁。
然而，制度的调整不仅仅带来了利益结构的变化，而且在利益关系变动中产生出了种种矛盾和冲突，
最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社会组织与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城乡、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不平衡；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
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突出，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成员的民生问题；与此同时，多元化
社会的演变带来的是国家权威的消解、民间社会的觉醒、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以及传统文化结构的全
面倒塌，但是新的结构并没有同步产生和置换，于是，中国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化精神呈现出难以愈合
的断裂痕迹。
其结果是全社会的精神危机、认同危机，如贪欲无度、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等等，而这些问题直接关
系到社会成员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问题，以上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体制转换中的社会和谐问题。
    国内外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不是发展的全部内容，经济增长代替不了
社会发展。
因此，中央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到与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建设并立的突出
位置，并强调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前最为紧迫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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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改革科技管理部门和科研机构，重构科技政策体制与机制　　首先，将原文部省与科技厅
合并为文部科学省。
根据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的政府改革法，2001年1月在改革内阁的同时，政府一系列行政体制改革也正
式启动，就科技管理而言，最大的改革举措当属将原文部省与科技厅合并为文部科学省，以及将国立
大学和部分国立研究机构“改制”为独立行政法人机构。
新成立的文部科学省的科学政策旨在改善大学的科研环境与条件，促进国立大学和国立研究所之间更
紧密的合作，推动官、产、学联合。
这一举措受到了日本科技界的普遍欢迎。
　　其次，设立“综合科学技术会议”。
该机构是负责科学技术政策的机构，在法律上受内阁总理大臣领导，但实际上由科学技术政策担当大
臣具体负责，与原科学技术会议相比，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战略性与
及时性。
该机构负责起草综合性科学技术战略，讨论与研究科技资源配置问题，并对国家重大的R＆D活动及计
划开展评估。
该机构每个月开一次会，而不是像过去的科术会议那样每年开一两次会；二是综合性。
新体制下的科技政策讨论与制定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而不是如旧体制下只有自然科学，因此，涵括科
学技术与社会等重要而广泛的问题都在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的科技政策考虑之列；三是自主性。
新机构更多地是向内阁总理大臣提出政策建议，而不是被动地回应总理大臣的咨询要求。
此外，该机构还与内阁办公室的另一个“智囊”机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合作在国家预算编制和实
施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力图改变过去科技政策制定中的部门分立色彩以及科技发展与国家财政预算关系不
够紧密的状况，加强了科技政策的战略性、全局性和综合性，成为推进科技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制度保
障。
　　再次，将一些国立机构（国家实验室、国立医院、国立大学等）的性质改变为“独立行政法人机
构”，赋予其组织和管理上更大的自主权。
自2001年4月始，改制的研究机构成为独立行政法人，采用灵活自主的管理模式，获得了更多的管理灵
活性和学术自由。
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于2004年4月开始实施，改革涉及大学的法律地位、组织治理、人事及绩效考评、
财务与财产管理等重要而广泛的问题。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成为独立法人后，大学的教职工不再是国家公务员，大学灵活的人事与工资制
度、聘请外国人担任大学校长或系主任等都将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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