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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利益诉求统筹兼顾与社会管理创新》

前言

　　总序　　南海历来是改革创新的热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南海敢为人先、创新创造，从一个
传统农业大县蜕变成为现代化工业强区，开创了全国闻名的&ldquo;南海模式&rdquo;。早在1987年，
南海就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国家级农村改革试验区。多年来，南海围绕农村发展先行先试、大胆探
索，在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土地股份合作制等领域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为东部沿海地区乃至
全国农村改革探索出许多宝贵经验。　　近年来，针对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
新挑战，南海始终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进行探索和解决。实施&ldquo;中枢两翼，核心带动&rdquo;发展
战略，打造三大国家级产业发展平台，实施城市更新计划，加速产业转型和城市升级；深入实施农村
体制综合改革，探索&ldquo;政经分离&rdquo;，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深入推动行政体制综合改革，践
行网络行政理念，利用网络倒逼行政服务流程再造，建设服务型政府；深入推进文化体制综合改革，
凸显岭南文化魅力，创造区域竞争优势。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实践，南海有效突破了发展的局限，挣脱
了体制机制的桎梏，迈入了新一轮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　　《南海综合改革系列丛书》系统描述了
南海在农村、经济、社会、行政、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容广泛。这套丛书
以综合改革为主线，以实地调查为基础，以理论研究为辅助，内容涵盖经济建设、社会管理、文化改
革和体制创新等主题，每本书围绕其中一个主题进行深入研究，整套丛书前后呼应，逻辑清晰，层次
分明，内容连贯。　　二、视角独特。丛书既有理论探索者的思考与建构，也有实际工作者的概括与
归纳。将南海改革置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从不同专业领域、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管
理层级人员的思维和视角，对当前南海转型过程中的难点问题进行分析，对南海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问
题进行讨论。　　三、方法整合。丛书整合了多种研究方法，对南海改革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
分析。在资料收集方面，采用了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文献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力求从多角度剖
析南海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全方位挖掘南海发展的现状。在资料分析方面，根据研究主题的不同，
分别运用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有效满足了研究需要。　　总而
言之，丛书是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典范，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来自高校的理论工作者与身处改革一
线的实际工作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互动、讨论与合作，南海的改革实践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
材，理论研究也对南海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南海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社会矛盾和问题具
有先发性。丛书虽然着重写南海，但意义决不仅限于南海，南海遇到的问题很多都具有普遍性，南海
改革经验对其他地方的改革同样具有普遍借鉴意义。中国农村问题是一部百科全书，农村综合改革博
大精深，钻进去用心读这本书，既是为自己长见识、做学问，更是想为中国农民做点事情，这是我所
坚持的学以致用的治学态度，也是许多前辈和同行们的治学态度。我相信，在南海各级党政干部和广
大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南海综合改革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突破、迎来新希望，为广东省乃至全国改革
发展探索出新的路径。　　陈锡文　　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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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元利益诉求统筹兼顾与社会管理创新:来自南海的中国经验》内容简介：2011年7月9日，在广东省
佛山市南海区举行了两个重要的签约仪式：一个是南海区与华中师范大学共建的社会创新博士后研究
基地签约仪式，另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与南海区社会管理创新合作项
目的签约仪式。社会管理创新合作项目的全名叫：《社会管理科学化的新探索:以佛山市南海区创新基
层组织社会管理的实地调研为例》。这两个重要的签约仪式，标志着以我为带头人的学术团队，启动
了新一轮对“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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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多元利益诉求的中国：&ldquo;中国经验&rdquo;的南海挑战　　理解当今&ldquo;中国经
验&rdquo;的南海挑战，首先需要把握南海社会现状发生和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宏观脉络。随着改革开放
而来的中国社会变迁，在几十年中展开了几乎是齐举并进的两个侧面：一方面，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
，城市化迅猛推进，国家实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另一方面，社会利益发
生了明显分化，不同利益群体相继崛起，利益诉求不断呈现差异化、多元化、多样化且动态变化。也
因如此，对公平正义的关注越来越成为社会焦点，对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的要求也日益提
高。这些现实提醒人们，中国社会已逐渐进入了社会利益的不断分化时期，我们必然面对社会利益多
元诉求的现实。在广东和南海，如何应对社会利益分化时代的新挑战，如何对多元利益诉求做出统筹
兼顾的回应，无疑是&ldquo;中国经验&rdquo;面对的一个最新挑战。　　一、改革开放的一个逻辑演
进：利益分化与利益诉求多元化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社会快速变迁的历史帷幕，进入了空前未有
的巨变时期。这一过程蕴生了多方面的始料不及的结果。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逻辑演进，
这就是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所有这些变化，都使得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面临各
种新的问题。2011年，基于对当前中国社会的最新研究，笔者指出，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正处于
向新形态过渡的关键期，亦可称为&ldquo;历史的拐点&rdquo;。这个过渡时期出现的多种因素，对于
当今中国（以及南海），很可能成为导致社会失谐、失调、失衡的复杂变量。　　（一）社会巨变过
程的突出变量　　在社会的各种变化中，内含着一些明显的变量，对社会变化的进程注入了极为复杂
的因素。从不同层面对这类因素进行剖析，有助于我们探查这一过程中更为纵深的意涵。　　在社会
结构的变化中，社会组织结构一直保持了显著转变的趋势。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组织化过程
形成了独特的单位制结构。通过&ldquo;单位&rdquo;的组织运作，国家可以集中计划、管理的各种社
会资源，因而&ldquo;单位中国&rdquo;也被视为中国社会结构的标志性特征。研究者指出，单位化程
度最高的依次是党政机关、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农村各类集体经济
单位。  不难理解，单位制度的转型和解体成为了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伴随&ldquo;去单位
化&rdquo;而来的大规模结构性变迁，以往的&ldquo;单位人&rdquo;变为了&ldquo;社会人&rdquo;，最
终成为&ldquo;社区人&rdquo;沉淀在基层社会，单位制曾经的社会管理功能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
。面对如此规模巨大、多元异质、快速流动、在社会中呈点状分布的个人，如何提供直接的、适宜的
、人性化的社会服务，在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方面尚无先例可循。　　社会身份体制的变化也十分显
著。传统上，中国社会身份体制带有封闭和固化的特征。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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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没有开始看，不知道怎样呢
2、书封面看起不错，设计的很好!是正版

Page 8



《多元利益诉求统筹兼顾与社会管理创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