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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2011版)》主要内容简介：社会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理论界和各级政府
部门普遍关注的领域。作为首都，北京的社会建设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其经验对全国其他地区的社
会建设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2011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利用北京市政府和相关部门发布的权
威数据，结合课题组成员的调研和思考，全面总结了“十一五”期间特别是之。10年北京社会建设取
得的主要成就，分析了未来五年北京社会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并结合北京市政府的“十二五
”规划，对北京未来社会建设的趋势进行了展望。《2011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2011版)》对研究
社会建设的学者、从事社会建设实践的工作者、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关心北京社会建设的普通
读者，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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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城乡结合部在改造过程中，通过落实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整建制”农转居，这样有利于整体规
划集体产业用地，用于发展集体产业，确保了转居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如在
“城中村”改造过程中，保障转居农民人均有50－52平方米的回迁房，这样既保障了农民的用房，同
时又为了确保农民的利益及可持续发展，根据农民的意愿，让多数农民选择两套户型较小的住房，其
中一套自住，另一套多数用于出租，以便增加转居农民的收入。　　与此同时，在50个“挂账村”的
整治中，规划了集体产业用地和劳动力安置用房，可安置劳动力大约12万人。这样既有利于集体产业
的发展和集体收入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解决了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一些“城中村”在改造过程中
，结合周边产业功能区和发展定位，将建设公租房、商业设施等，这些设施将来投入运营无疑增加了
集体的收入，转居农民将从中受益。比如，在改造过程中，一些村的办法和经验是保障每个劳动力
有50平方米的产业用房，通过股份量化的形式让农民从中分红。　　“整建制”农转居模式带来的直
接效果是，政府可以拿出大量资金，一次到位地解决好“农转居”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如北京市政
府决定投入约300亿元用于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农转居”农民的社会保障。如果没有“
整建制”农转居模式的探索，政府面对如此规模的转居农民一定是一筹莫展。这一模式从根本上彻底
解决了转居农民的后顾之忧，也从根本上消除了由于“城中村”问题而引发的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确保了保护农民利益、保障就业、增收有途径等目标的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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