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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层汇聚着居民群众日常工作生活的最直接利益，关系着国家政权的和谐稳定。基层治理，是国家治
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是人类政治社会的普遍现象。
经历了百余年艰难探索和30多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基层社会正在经历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传统基层
治理方式也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如何革故鼎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基层治理模式，这是摆在基
层治理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面前的一个严峻而紧迫的课题。
那么，从总体上看，传统城市基层治理要注意哪些问题？怎样解决？如何从碎片化治理走向整体性治
理？未来的治理方向何在？
在单位制变化、户籍制松动的背景下，基层治理的结构该有何种变化？
在不断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如何平衡？
在“流动大军”超过两亿的当下，市民化的公共服务和管理如何实现？
在一个权利意识日益萌发的时代，治理思路如何跟上时代步伐？
⋯⋯
正是带着这样一些疑惑，来自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基层工作者开始了对这一课题的思考，试图以
基层的视角描绘出我国基层治理的现状和勾勒出未来的治理之路，走出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全书共分五部分、十五章，作者根据多年的工作实践，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力求从不同的视角、不
同的层面，对基层治理作了系统梳理和深度挖掘。在写作方式上，既有借鉴，又有创新；引用大量数
据，对问题进行分析与例证，既可为更加深入地研究基层治理工作“抛砖引玉”、“解剖麻雀”，也
可为其他地区基层治理工作提供借鉴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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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2016猴年春节前的最后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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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中国青年报 》2016年03月14日第07 版·思想者在笔者看来，“顶层设计”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
，也不是一个什么都可以随便往里装的“筐”，而是针对现阶段基层治理状况提出的战略思考，至少
从三个方面进行明确的界定。一是顶层设计不应设思想框框。在改革开放30多年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
，需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不能就经济谈经济。特别是搞
顶层设计，就应从国家稳定发展的顶层和最高利益出发，实事求是，不设思想框框，碰到什么问题就
解决什么问题。二是顶层设计要抓住重大问题。有些问题属于日常的改革工作，属于短期问题，不具
有全局意义上的“关键性”，对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不必列入顶层设计的内容。顶层设
计主要是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抓长期以来导致各种经济社会矛盾的核心问题，抓严重影响
我国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唯有如此，才能纲举目张，为解决其他问题铺平道路。三是
加强顶层设计要鼓励探索实践。加强“顶层设计”，必须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必须同
基层干部群众的实践探索相结合。政策的生命力源于实践。从安徽小岗村村民探索“大包干”到深刻
变革农村经济格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农村改革、经济体制转轨等重大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释放出巨大的经济社会活力，关
键在于改革领导者对群众意愿的深度关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比如，2014年
上海市委公布了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顶层设计——《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
》以及六个配套文件，着力做好“加减乘除”法，进一步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高基层社会治理
能力。其主要做法如下：做加法。街镇赋权增能，服务群众有了“升级版”平台。以前，来自条线的
大量事务和职责落到街道，而与之相匹配的管理权限和资源配置并未到位。如今，明确给街道赋权，
科学界定条块职责，体现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权力下放。例如，街道的“征得同意权”就是一个“
撒手锏”，意味着如果“条”上职能部门的干部拟提拔，而街道“摇头”，提拔便无望了。做减法。
取消招商引资并精简机构，街道回归管理服务本位。招商引资牵扯了大量本应用于社会服务管理的人
力物力，影响市场秩序和营商环境，易于引发分配不公和廉政风险。为了完成“任务”，相当部分的
引进项目不符合当地实际，比如一些是“三高”项目，一些是扰民项目。取消街道招商引资后，可以
让街道全心全意优化公共服务和管理。做乘法。激发社区工作者队伍积极性，积聚社会治理“倍乘效
应”。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如何，关键取决于基层社区工作者队伍，特别是以居村党组织书记为带头
人的骨干队伍。有上升通道，有发展空间，有待遇保障，这样的职业才会更有吸引力。当社区工作者
的积极性和能动力被充分激发出来，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倍乘效应”。做除法。明确职能理顺机制，
依靠信息化、网格化去除城市管理顽症。网格化不是个新名词，但一直以来，城市网格化在具体运作
机制上并不完善，缺乏统一规范，不同地方对网格的定位不尽相同，网格化职能边界不够明晰，有的
把网格化作为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随意性大。《意见》明确了网格化的职能边界，有利于其
更好地发挥“去除”城市管理顽症的作用。应该说，上海市委“1+6”文件，作为未来3~5年的行动纲
领，较好地抓住了基层治理难题的这个“牛鼻子”，为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详见：http://zqb.cyol.com/html/2016-03/14/nw.D110000zgqnb_20160314_3-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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