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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共青团研究专题（2）——新团务管理的科学内涵  

最后更新：2008-3-4  

 

新团务管理的字面含义为共青团事务管理的新机制（Neo-mechanism of management）（新团务管理

有时也称为新工作机制<New working mechanism>、新运行机制<New operational mechanism>或新管理

机制<New management mechanism>），这是一项以强化服务导向、采用现代管理技术和引入市场机制为

特征的团务管理创新活动，旨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共青团工作微观实践模式。新团务管

理是全团重点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相关理论已经应用于团贵州省委实施的团建系统工程。 

 

一、所谓团务，就是共青团事务 

 

党有党务，政有政务，新团务管理相应地把共青团事务称为团务。这样表述是为了在青年工作研究

中形成新的视角，使新团务管理区别于其他的青年工作理论。 

共青团协助党和政府管理青年事务，实际担负了青年事务管理机构的角色。共青团工作是青年工作

的重点环节和关键所在；共青团工作的客观规律是青年工作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团十一大报告首次明

确提出“共青团工作是一门学问”（王兆国：《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

报告》，1982年12月）。团十二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团学的概念（宋德福：《在共青团十二

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990年12月）。 

“马克思主义团学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科学实践，以先

进性与群众性相统一为基本属性，系统阐述中国共青团性质、职能、地位、体制，尤其是共青团建设、

改革、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完善内部机制与优化外部环境并进、理论与应用统一的综合性学科。”

（张修学：《共青团学教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版）上个世纪90年代初出现一系列研究成

果，如《马克思主义团学概要》、《共青团学教程》等，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团学。 

新团务管理主要从管理学角度“完善内部机制与优化外部环境”。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

团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新团务管理力求进一步丰富研究的内容和方法，通过吸收经济学、管理学、法

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新成果，不断充实完善共青团工作理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团务管

理微观实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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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谓管理，就是对共青团事务的管理 

 

管理就是组织依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综合运用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以有效地实现自身目

标的过程（邢以群：《管理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版）。根据上述定义，我们把团务管理表述

为：以共青团为核心的青年群众组织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经济、法律、管理等方法，强

化自身服务能力和管理能力，从而提升工作绩效和服务品质，更好地实现服务大局和服务青年目标的过

程。 

主要从管理学角度研究共青团工作，是新团务管理有别于其他团学理论乃至青年工作理论的显著特

点。此前的青年工作文献主要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视角研究青年工作。根据原国家教委1997年颁

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表1中例举出新团务管理与哲学与社会科

学各学科的联系，“☆”号标出传统共青团工作理论与新团务管理理论共同的联系点，“★”号标出新

团务管理特别强调的联系点。 

1．从哲学和政治学角度研究青年工作 

哲学和政治学是探寻共青团工作规律的基础性学科。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青年工作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当一部分文献从哲学角度研究青年工

作的规律，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青年工作理论（刁海峰：《共青团的辩证法》，朝华出版社1992年1月

版）。 

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

想政治教育等内容是青年工作理论的又一个重要来源。在我国学科体系中，上述内容都属于政治学一级

学科。 

传统的团务管理理论，或者说传统的共青团工作理论，主要从哲学以及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角度研

究青年工作。这是由青年工作主要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的任务决定的，也与共青团工作理论大量借鉴党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有关。 

 

表1：共青团工作理论与哲学与社会科学学科的联系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名称 二级学科（专业）名称 传统理论 
新团务管

理 

01哲学 0101哲学 010101马克思主义哲学 ☆ ☆ 

02经济学 
0201理论经济学     ★ 

0202应用经济学     ★ 

03法学 

0301法学     ★ 

0302政治学 

030201政治学理论 ☆ ☆ 

030202中外政治制度 ☆ ☆ 

030203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 
☆ ☆ 

030204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
☆ ☆ 



 

2．从社会学角度研究青年工作 

“青年工作是一种社会性工作。在国际上，把青年工作定位于社会工作，将其视为社会工作的一个

方面，是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惯例”（陆士桢：《从新世纪共青团活动看中国青年工作专业

化发展》［EB/OL］，http://news.xinhuanet.com，2005-10-6）。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学在我国得到了

快速发展。相当一部分社会学工作者加入到青年工作研究队伍，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形成从社会学角度

研究青年工作的新动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98年至2001年间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研究委员会资

助、康晓光等主持的“转型时期中国大陆第三部门发展研究”，主要以希望工程和中国青基会为对象研

究了中国的第三部门问题。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青年工作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工具，例如康晓光在研究

中国青基会时，几乎动用了社会学调查的所有手段（康晓光：《创造希望：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研

究》，漓江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二是借鉴社会学的概念，例如，孙立平分析希

望工程的动员与参与机制时，使用了“总体性社会”、“后总体性社会”这样的概念（孙立平：《动员

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283页）。 

管理科学偏重于对有效管理的分析和研究。从管理学角度研究青年工作，是新团务管理的特点之

一。 

社会学把社会划分为三元结构的观点，得到了管理学界的认同。国际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

克曾在1994年提出,“知识社会必然是由三大部门组成的社会：一为公共部门，即政府；另一为私人部

门，即企业，还有一个为社会部门。”（彼得·德鲁克：《大变革时代的管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年版，第201页）这个社会部门就是非营利组织。 

如果以政府、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为研究对象，相应地有政府管理、工商管理和非营利组织管

理。政府管理和非营利组织管理属于公共管理，两者都包含在公共管理硕士（MPA）的教学内容之中；工

的建设) 

030205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

教育 
☆ ☆ 

0303社会学 030301社会学 ☆ ☆ 

0304民族学      

04教育学 
0401教育学   ☆ ☆ 

0402心理学   ☆ ☆ 

05文学 0503新闻传播学     ★ 

06历史学        

12管理学 

1201管理科学与工程 不分设二级学科   ★ 

1202工商管理学     ★ 

1203农林经济管理      

1204公共管理 120401行政管理学   ★ 

1205图书馆、情报与

档案学 
     



商管理包含在工商管理硕士（MBA）的教学内容之中。 

从社会组织的三类划分来看，青基会属于非营利组织，而共青团是一种政治属性很强、政治地位特

殊的非营利组织;从工作的内容来看，共青团组织和青年团体开展的希望工程和志愿者行动均属于非营利

事业。 

新团务管理主要应归属于公共管理中的非营利组织管理范畴（见图1）。但考虑到政府机关、党群部

门、企业团干部对能力建设的要求不完全一致，新团务管理在内容上是开放的，吸收了相当多的政府管

理和工商管理内容。选择专题时不仅要考虑MPA核心课程，也要考虑MBA核心课程。这增加了新团务管理

的实施难度。实施新团务管理的另一个难点是，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理论研究存在比较大的空白。首先，

非营利组织管理是一个尚未成型的公共管理学科。国际社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兴起近20年，却一直没有

形成令人信服的规范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王名：《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1页）。其次，我国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起步较晚，由于国情的差异，国外研究成果并不完

全适用于国内。 

 

三、所谓新，就是系统创新 

 

1．首先是研究范式的改变 

新团务管理的“新”，最根本的变化是研究范式的改变（范式是著名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

的一个概念，目前，范式概念以及以范式为基础的科学发展模式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不同学科的历史发展

过程）。新团务管理把青年工作理论定位在管理学特别是公共管理学范畴，注重从非营利组织管理的角

度研究青年工作，与此前的青年工作理论相比，无论在理论基础、方法来源还是基本特征上都会出现重

大变化。新团务管理的这种范式改变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公共管理学的范式发展。在公共管理学

的学科发展历史上，曾先后经历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公共行政范式和20世纪末出现的新公共管理范

式两个阶段（张钢：《公共管理学引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与

实践对新团务管理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是非营利组织管理理论的发展。尽管非营利组织理

论还没有形成公认的理论体系，但已经对青年工作理论产生深刻影响。 

2．其次是综合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新团务管理吸收了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体

现了综合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特点。 

首批实施品牌管理、项目管理、电子团务、团务标准化四个专题，第二批实施社会化与市场化、定

量分析技术等专题。这些专题涉及宣传工作、大型活动的组织、计算机辅助管理、质量管理、委托与授

权、定量分析技术等多个环节。比较系统的内容体系体现了新团务管理的综合性。 

这些专题还涉及大量实践问题，体现了新团务管理的实践性。例如，品牌管理专题提炼出进行“品

牌化经营”的七个关键环节，项目管理专题重点阐述“项目化管理”的方法，而社会化与市场化专题则

归纳出“社会化运作”的不同模式，这样就集中探讨了“社会化运作、项目化管理、品牌化经营”的有

关问题。 

3．再次是工作推进方式的变化 

与大多数共青团工作项目的推进方式不同，新团务管理强调引导式和参与式动员方式，注重依靠团

队协作（Teamwork）完成任务。要面向万名专兼职团干部推广新团务管理，单靠几个人是无法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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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依靠团队协作才能完成。 

4．最后是教育培训内容和方式的变化 

相当一部分团干部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不适应工作需要，迫切要求在实践中学习现代管理知识，而目

前团干部教育培训的内容和方式都难以满足要求。参加工商管理硕士MBA和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是一种

途径，但并不是所有团干部都有条件参加这类耗资巨大的教育项目。 

团干培训是新团务管理的三大基础工程之一。与传统的团干部教育培训不同，作为能力建设的有效

载体，新团务管理是一种能力本位的培训和实践。新团务管理更新了培训理念、丰富了培训内容、创新

了培训方式。它重在提高把知识运用于新的环境和情景的职业操作能力。其基本特点是，精心归纳、选

定与MBA/MPA核心课程有关的专题，以工作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为对象，以培养实际操作能力和提高理论素

质为中心，广泛采用课堂讲授、小组教学、研讨练习、模拟教学、案例分析、现场观摩以及社会实践等

多种培训形式。 

 

作者：廖飞（原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现任贵州黔西南州委副书记） 

注：该文是团中央2004-2005年度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重点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青年工作机制研究”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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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