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须知·关于我们 

前沿话题 | 专题研究 | 青年与青年工作研究 | 少儿与少儿工作研究 | 青少年法律研究 | 资讯库 | 论文库 | 数据库 | 专家库 

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 | 《中国青年研究》 | 《少年儿童研究》 | 《中国青运史辑刊》 | 家庭教育与培训认证 

您的位置：首页 >> 论文库 >> 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研究  

新时期共青团研究专题（9）——关于设立上海市政府青年事务管理机构的若

干建议  

最后更新：2008-3-4  

 

一、设立政府青年事务管理机构的意义 

 

面对上海青年事务管理工作在发展和前进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我们认为，设立政府青年事

务管理机构，逐步把政府青年事务纳入法治化、规范化和现代化的轨道，并通过明确职责分工和职能授

权，更好地管理政府青年事务、对青少年生存与发展进行规划、协调全社会的相关青年事务、把青少年

生存与发展状况纳入政府统计序列等，对创造青年工作的良好社会环境是相当必要的。 

1．设立政府青年事务管理机构是世界各国青年工作政府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目前，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对青年工作的重视往往不仅体现在法律规范上的不断健全，

同时还在机制建立、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上都积极有效。系统化制定青年政策，成立青年事务管理机构

已成为了国际社会解决青年事务的一大趋势。上文中对国外政府青年工作的介绍中已阐述了相关的内

容。当前，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使得我们同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日

益密切。未来五年是上海加快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重要时期，上海的青年工作也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进一步加快与

世界各国政府青年工作的接轨，在制度层面上建立青年事务管理机构，通过政府层面的管理，有效实现

上海青年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不仅是符合世界各国政府青年工作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是政府对青年工作

“入世”要求的对应。 

2．设立政府青年事务管理机构是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要求 

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完善行政运行机制，建立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政府职能转变的本质，不仅仅体现在政

府管理的幅度、强度的变化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通过职能转变构建新型的政府管理体系。所以，这种

转变不是单向地减少行政干预的过程，而是减少行政干预和重建政府合理管理体系双向并举的过程。这

个过程是一个政府职能强化、弱化和转化的过程。所谓“强化”，就是指政府职能要延伸到在计划经济

体制下没进入的那些领域，比如社会公共产品的制造、社保体系的建立、对市场经济体制消极因素的抑

止和提高人的素质等。上海的青年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共青团组织承担了政府青年事务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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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运作模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较好的功效，但随着公共产品领域等计划体制下政府空缺领域

职能的回归和强化，随着党和政府对青年工作要求的进一步提高，成立专门的青年事务管理机构从事青

少年事务的协调和管理势在必行。这不仅是深化政府体制改革的体现，同时更是进一步增强党对青年的

引导和管理，扩大党在青年中的影响，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要求。 

3．设立政府青年事务管理机构是进一步整合、利用青年工作资源优势的体现 

随着青年工作范围的扩大，青年事务内涵的广泛拓展，传统的由共青团整合、协调青年工作资源的

模式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同时，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虽然能在宏观上、大局上对青年工作的方

针、问题进行规划和协调，但由于其非常设机构，且不是一级行政部门，因此在决策的落实和具体事务

的协调方面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更好地协调各方关系，利用好青年工作的各

项资源，应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把青少年事务纳入政府规划、设立政府青年项目、明确相应预算的成功

做法，在现有青年工作框架内设立青年事务管理机构，推动形成政府投资、授权青年组织协调管理、社

会中介组织评估、社会服务组织承担的项目实施方式，通过协调各政府部门青少年事务相关的职能，制

定综合性的政府青少年政策等形式，从而进一步统一协调和管理青年事务，更好地为青年事业发展提供

必要的条件，为青年工作开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说，设立青年事务管理机构是更好地协调各方

关系、整合青年工作资源的必然要求和优势之所在。 

 

二、政府青年事务管理机构的职能设计 

 

1．市级层面 

一是调研、论证和参与制定综合性的青少年工作政策和计划，执行并督察政府青少年工作政策与计

划的实施。定期分析和研究青少年生存和发展状况，完成《上海青少年生存状态白皮书》；研究和制定

青少年发展指标和规划，完成《上海青少年发展规划》等。 

二是研究国内外青少年现状及问题，建立青少年社会调查体系，建议青少年法规的制订、修改工

作。 

三是对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公室、社区青年中心、各类社会青年社团和组织实行归口管理或业

务指导。 

四是促进政府与青年的沟通，建立反映青年呼声的通道。 

五是与教育、宣传、司法等相关政府部门协调，发布政府青年项目，并对这些项目进行管理、协调

与资金支持。推动形成政府投资、授权青年组织协调管理、社会中介组织评估、社会服务组织承担的项

目实施方式。承担立项、投资的职能，主要项目可包括以下一些方面：（1）维护青年基本权益；（2）

提高青年教育和培训水平；（3）促进青年就业和创业能力；（4）帮助弱势青年回归主流社会；（5）住

房、酗酒、自杀、吸毒、性教育等实际生活问题；（6）做“优势”青年工作，树立青年典型；（7）青

年文化生活和闲暇活动。 

六是依法对本市青年团体有关对外交流事务实行归口管理并提供服务，加强青年和青年工作的国际

交流与合作等。 

2．区级层面 

一是执行并督察市青年事务管理机构制定、协调的青年工作政策与计划。 

二是调研区内青年状况，协调市、区、城镇街道及社区青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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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促进与青年的沟通，建立反映青年呼声的通道。 

四是管理政府青年项目。 

 

三、政府青年事务管理机构的组织构架 

 

1．机构性质 

设立的政府青年事务管理机构属上海市政府管理，纳入政府行政管理序列。其机构性质可采用逐步

过渡的形式，可以在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基础上先建立上海市青年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待工作

时机成熟后，再建立上海市青年事务管理局。 

2．与团市委合署办公，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共青团担负党凝聚青年、团结青年的任务，在青年工作中要发挥核心作用，因此，建议成立的政府

青年事物管理机构与团市委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合署办公，这是实现两者结合的最佳形式。设立单独

的青年事务管理机构易导致政府机构膨胀，而将政府管理的青年事务委托共青团独自承担，又与政治体

制改革的要求有所距离。所以，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合署办公坚持了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又体现了

政府的管理职能。 

3．人员编制 

上海市青年事务管理机构实行公务员制度，其人员编制建议通过市编办增加编制与团市委划出部分

编制相结合的方式构成。 

4．基层组织构架 

可先期在19个区、县中进行试点，区、县政府中设立青年事务办公室，与团区县委合署办公，人员

由区政府划拨编制和团区委划出部分编制的方式构成，主要承担区级政府管理青年事务的职责。 

 

作者：共青团上海市委组织部 

 

（节选自《关于共青团承担政府事务 成立上海市政府青年事务管理机构的调研报告》，刊载于《探

索与创新——全国基层团建创新理论成果奖论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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