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字 搜索 高级搜索 用户名 密码     登录 注册 投稿

社会学视野网长期约稿启事      在线论坛 

首页

社会学动态

新闻消息 

公告启事

  学术沙龙

升学留学

招聘信息

学生活动

社会学研究

推荐阅读

学术专题

  学界人物

论文辑览

书刊推介

社会学评论

佳作评介

  社会评论

  群学博客

BBS

课堂内外

教学信息

电子课堂

课外辅导

电子资源

电子图书

毕业论文

调查数据

网上调查

友情友情友情友情链链链链接接接接

社会学网站链接

大陆社会学人类学门户

大陆学术网络资源

大陆以外地区、国家资源

  首页 > 社会学研究 > 推荐阅读 > 推荐阅读列表 > 

  郑郑郑郑杭生 注重源杭生 注重源杭生 注重源杭生 注重源头头头头治理促治理促治理促治理促进进进进社社社社会会会会管理科管理科管理科管理科学学学学化化化化  

  作者：郑杭生    发布时间：2011-05-09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注重源头治理促进社会管理科学化  

郑杭生  

来源：学习时报  

    社会管理科学化主要就是要使我国的社会管理更加实事求是，更加符合社会

管理的规律性，更加体现以人为本，并使它们转化为有可操作性的社会管理体制

和机制，落实为有可行性的社会政策，从而保证和推进我国社会发展成果真正惠

及全体社会成员。  

    从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社会管理的重要讲话中，特别是关于抓好社会管理的8点

意见中，可以领会到，“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要涉及和处理好很多方面

的关系，如治标管理与治本管理、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

社区管理与社会管理、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等的关系。在笔者看来，突出源头治

理，强调治本管理，把治标管理与治本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无论从当前和长远来

看，都是尤其重要的。  

    胡锦涛指出，社会管理要搞好，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

会建设，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这很

好地指出了源头治理、治本管理的三个要点：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要注重制度

安排的公平正义、要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努力实现这三条，才能从源头上

预防、化解和减少社会矛盾。很显然，这样的治本管理，包含着一种“大管理”

的视野，有利于我们跳出过去对社会管理的狭隘眼界。所谓治标管理，就是我们

过去习惯的应急性、“灭火式”的管理，无疑地，应对的及时有效也是十分重要

的，否则要误大事。问题是我们过去对源头治理重视不够，甚至忽视，没有把治

标管理与治本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这种标本兼治社会管理战略，首先是在去年10月份举行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

得到了系统论证。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8节，从就业、分配、保障、医疗、人口、社会管理六个

方面（从第31条到36条），分别对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进行了全面系统阐

述。前五个方面都直接涉及改善民生的问题，涉及老百姓安居乐业的问题，涉及

让社会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的问题，涉及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公平配置和分配

的问题。它们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带有基础的、根本的性质。这主要是从治本的

角度，来讲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第六条，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这一条，主要是从途径、手段、运作等方面，来讲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它比

起上述以治本为主的社会管理和治理，更多地表现出应急、应对当前社会矛盾、

社会问题、社会风险的性质，因此也可以说是以治标为主的。这个意义上，我们

完全可以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看作是对十七届五中全会系统论证的标本兼治社

会管理战略的重申和强调。  

    在实践上，这种标本兼治的社会管理，体现为关口前移，从源头上预防和减

少社会矛盾，也就是总书记指出的“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而不是停留在应

急性、“灭火式”的管理上。从现在多发凸显的社会矛盾看，从燃点多、燃点低

 



的社会问题看，最主要的根源就在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实不到老百姓的民生福利

上，应该说，这是最大的脱离群众。执政党和政府的社会政策如果不给老百姓实

惠或少给老百姓实惠，社会就不可能和谐稳定。现在确实有些干部舍不得把钱花

在普通百姓身上。这已经发展为政治问题。单靠刚性的强力的手段来维稳，成本

很高，收效甚微，甚至造成越维稳，群发事件越多的困境。这是因为没有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只是治标。必须有新的治本的思路。这就是增加民生福利，特别是

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收入。这是有效得多的办

法。这当然不是平分，平均分配是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吃过亏，也要避免。这是

为什么五中全会这样强调以民生为重的社会建设，强调“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

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道理。确实我们的

劳动报酬只占GDP的37.2%，还不到40%，这与发达国家的 60%以上，差距太大了，

与我们自己 1985年比，也下降差不多20%。这种情况已经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

视，在“十二五”规划的主要指标当中，明确了经济增长速度是年均7%，同时也

明确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要在7%以上。把GDP的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明确挂起

钩来，使居民收入增长与GDP保持一致，在中国社会，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它雄

辩地表明，中国正在大踏步走向以民生为重的社会，也从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显

示，中国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的稳步提高：改善民生确实正在一步一步转化为

有可操作性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落实为有可行性的社会政策。  

    这种治标管理与治本管理相结合，是有中国特色的，是立足本土的实际和问

题提炼出来的；同时又是有世界眼光的，借鉴了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因为尽管

说法各有不同、表达各有特点，它们其实也是世界上发达国家实际上在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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