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社区治理与保障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城市社区治理与保障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64033422

10位ISBN编号：7564033428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时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琳，漆国生　编著

页数：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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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社区治理与保障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深入系统研究，在理论上，有利于深化对社区治理与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的认识，有利
于拓展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领域，并为我国公共管理理论研究与学科发展提供第一手素材，为建设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指导。
在实践上，可供决策部门参考，并有利于城市社区治理与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利于构建城
市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城市地方社会公平与稳定，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城市的目标，对社区治理实
践及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都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书共分十一章，主要内容有：社区及其治理、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城市社区公共事务、城市社
区治理规划、城市社区治理效能测评、城市社区社会保障、城市社会救助、城市医疗保障、城市社区
就业保障、城市社区养老保障、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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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社区治理的基本原则　　第一，多元主体原则　　社区治理的理念，意味着政府如果要实现其
社区管理的目标，就必须和当地社区的各种组织特别是强调自主自理的第三域组织相互信任、相互支
持、相互合作。
更重要的是，社区治理的理念不认为有一些特别的事务是专属公域组织、专属私域组织或专属第三域
组织。
社区治理的过程是一个政府逐渐转变职能的过程，是一个社区与社会渐趋成长的过程。
社区治理主要不是一项“政府工作”，而是一项社会工作，扮演主要角色的不应当仅仅是政府，而是
社会力量和居民群众。
从社区发展的长远目标看，多方参与、共同管理是社区管理的大趋势。
我国过去在对基层社会的管理中，管理主体单一化，只能是政府。
而在社区治理中，主体的多元化是必然要求，社区治理既不完全是政府行为，也不完全是基层群众的
自治行为，而是一个政府行为、社会管理、群众自治相结合的产物。
任何一个多元权力组织在社区中都无法单独进行有效的治理，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缺陷。
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无法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无法像政
府那样采取合法的强力手段实行公共管理和保护公民的公共安全与人权；政府与营利组织又不能像非
营利组织那样对社区弱势群体提供志愿的、不计报酬而又受到受助者欢迎的服务。
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都存在缺陷，相互之间的合作、协商、目标意志的达成，则可以弥补各自的
缺陷而达至善治之目标。
因此，社区的公共事务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决策，政府与社区之间要形成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信任
关系，以善治为目标，达到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同时，要注意各种社区治理机构其结构和功能有所不同，因此，不同的被评价主体应有所侧重，应注
意评价指标及标准的取舍与调整。
　　第二，加强党的领导原则　　城市社区是我们党在城市工作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是城市的基
层政权。
社会主义的社区治理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如果社区治理离开了党的领导，很可能导致中国政治动乱
。
因此，在社区建设与治理中，必须坚持党组织对社区内多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地位。
但党的领导并不意味着党来包办社区建设与治理，更不能包办社区治理，党的领导应是政治上的领导
、思想上的领导；党在社区自治过程中的作用也主要是通过发动社区党员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发挥党
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来获得社区居民的认同和支持，从而扎根于社区；坚持党的意志应通过法定程序进
入社区决策，党应充分支持和保证社区治理各主体对社区内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自主决策权和组织
管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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