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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政府社会管理的路径探索 

——基于重庆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考 

张 波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管理面临着新的形式和新的任务。在新的形势和任务下，政府必须积极地以整体性政府的理念进

行协同思考，创新社会管理路径，应对各种转型问题，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以满足公众的需求，保障社会有序运行，维护社

会公共秩序。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契机下，重庆市委市政府积极探索社会管理路径，

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重庆的社会管理创新在中国社会管理问题上具有两个典型性：重庆处于大发

展、大跨越时期，社会转型具有“中国城市典型性”；重庆集大农村大库区于一体，社会转型具有“中国乡村典型性”。正是基

于这两个典型性的思考，重庆市委市政府逐渐走出一条“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之路”，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管理建设得到加

强，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重庆特点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1］的社会管理格局。 

一、以党的建设为抓手，畅通党群关系，构建党群社会管理新平台 

重庆将党的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紧密结合在一起，走出一条党建科学化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双赢之路，以党建科学化促进社

会管理规范化，为推动重庆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保证。重庆市委以“三项制度”（基层党组织书记每周一次接待群

众来访制度、基层党组织班子成员每年两次进家入户走访群众制度、群众意见定期办理反馈制度）建设为核心，加强和改进基

层党组织工作，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提高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 

通过“三项制度”建设，充分发挥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将党群的信息沟通机制和社会管理中群众诉求表达、利

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建设进行了无缝隙的对接。这既保证了党在社会管理中的领导作用，也满足了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

多元化。 

与此同时，重庆市委市政府还开展以“三项活动”（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为主题的党性锻炼活动，以“密切联系群

众”为目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指针，整合各方面力量，将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

平台相结合，在党建中探索社会管理新的载体和渠道。通过“三项活动”的开展，重庆市委将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社会管理能

力的提升有机整合在一起，使党员干部和基层群众对接，减少了信息传递的层级，保证了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最大程度防止

了“信息不对称”。2009 年，市、区两级各类信访量下降幅度均超过 25%，某些部门和区县下降幅度甚至高达 45%；群体性事件

下降 45.6%。 

重庆主城区 110报警量同比下降 40%，打架斗殴等矛盾纠纷下降 20%。迄今，全市 20万机关干部已走访群众 92万人次。各

级财政共投入 78.8 亿元，解决各类矛盾纠纷 11 万余件，其中 10 年以上信访积案 381 件，500 多万群众直接受益，从源头上化

解了民怨［2］。 

“三项制度”和“三项活动”整合推进，是重庆在社会管理中创新“党的领导”的一次探索，也是社会管理路径创新的重

要特点。重庆市委市政府将“三项制度”和“三项活动”二者有机整合在一起形成党建合力，既突出了其在本质上的一致性，

也体现了其在社会管理上的统一性，两者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相得益彰。在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上,“三项活动”和

“三项制度”被写入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推动“三项活动”和“三项制度”常态化，并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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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形式［3］。 

由此可见，重庆市委市政府将“三项活动”和“三项制度”融合到以民生为导向的社会发展之中，将民生的改善作为社会

管理的落脚点，并将这种重庆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使之成为一种长效的管理机制。 

二、以政府改革为主导，打造民生政府，创新政府社会管理新模式 

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不仅与政府的行动息息相关，还与政府建设理念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对于政府的建设

理念，很多理论学者进行了相关的探讨。然而，任何单一的政府建设理念都无法适应迅速转型时期的中国，我们必须创新政府

理念，进行一种理念叠加式的政府再造。所以，现阶段创新社会管理最根本的做法就是，进行政府改革，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以解决百姓民生问题为重点，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近几年，重庆将“政府负责”贯穿于政府改革之中，创新了政府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实现了服务型政府和民生型政府的叠

加。这种叠加效应主要表现在政府将自身职能转变与群众民生改善有机结合，将政府改革的动力来源机制与政府改革的检验机

制密切结合，探索走一条政府改革和政治参与相融合的治理之路。 

在政府发展的战略理念上，重庆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

的新发展理念和战略决策。在具体行动中，重庆市委市政府将“五个重庆”细化为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政府行为，将民生的改善

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作为实现“五个重庆”的注脚和检验标准，让市民真正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让市民生活在一个和谐

稳定的环境之中，提高广大市民群众的幸福感指数。 

与此同时，为了加强社会管理，改善百姓民生，重庆将“打黑除恶”、“公租房建设”、“植树造林”、“两翼增收”等写入了

“民生十条”作为具体政府行动指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地提升社会管理能力，创新了以民生

为核心的社会管理模式。 

社会管理从来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与政府改革息息相关。我们要通过加强政府职能转变、做好公共服务为社会管理创

新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重庆以“大部制”改革为政府职能转变的突破口，积极建立一个亲民众、亲市场的服务型和民生型政

府。从根本上讲，重庆市对“大部制”的需求和认同，缘于“大部制”本来就是对社会公共服务需求急剧增长和民生需求呼声

日益高涨的一种政府回应。重庆市的大部制改革将政府职能的转变置于核心位置，将职能的统合与部门的压缩有机结合在一起，

使大部制改革与社会管理职能的实现相挂钩，与百姓民生的改善相协调。 

例如，2008年 8月 8日，重庆市农委挂牌成立。市农委由原农业局、农机局、农办与农综办合并而成，形成“大农业”。经

过此次调整，市直属机构减少 1个，直属局事业机构减少 1个，而处级内设机构减少了 16个。此举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大农业”的实现是重庆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以满足民众和市场的需求,是实现政府职能方式转变的题中之义；另一方

面，“大农业”的实现也是重庆市政府致力于“两翼增收”政策落实的必然选择，是政府为弥合城乡差距走向城乡一体，实现以

“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城乡社会管理科学化的一次“自我式革命”。 

三、以多方参与为补充，鼓励社会参与，构建多元社会管理新格局 

政府改革和社会组织的发育是我国社会转型的主导因素，两者都诱发于市场发展的逻辑之中，并彼此互为要因。社会组织

的发育和公众参与度的提升将有效地承接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从而构建一个多方参与多元化的社会管理格局。构建多元化主

体之间相互合作的社会管理格局，并探索出一套这种管理格局的实现机制，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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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积极培育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并利用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来整合和统筹社会资源，积极构建多元化的社会管理新格

局。重庆市委市政府积极发挥工会、共青团和妇联在社会管理上的传统优势作用，并重点筹划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两新”

组织建设和社会中介组织建设，有效健全公民的参与路径和意见表达机制，形成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和各主体之间行动协调化

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就工会组织而言，各级工会适应城乡统筹发展的需要，切实保障广大农民工的民主合法权益，维护城乡职工平等的发展机

会和民主权利，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组织来教育广大农民工增强权利意识，积极探索农民工维权新模式，切实服务好、维护好

广大农民工群体权利，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工会的神圣职责，实现城乡职工均衡、持续、协调发展。与此同时，各级工会坚

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和教育农民工，用先进的文化和技能武装农民工，大力宣传党和政府对农民工的亲切关怀，宣

传农民工先进模范事迹，提高农民工的思想政治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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