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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作为城市基层治理基本单元的街道人民公社是以原$街居制%为基础!在当时党中央强有力的政策指导下!

通过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确立起来的# 治理方面采用$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单位管理体制!具有

$治理主体一元化"治理方式行政化"资源配置计划化%等特点# 反思其治理中的得失利弊!吸取其经验教训!期冀为当

下改革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街道人民公社(单位制(治理特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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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4街道人民公社&单位制'格局的形

成确立

街道人民公社)单位制*

!管理体制#是以新

中国成立后城市基层)街居制*

"为基础#并在党

中央强有力的政策指导下#通过城市人民公社化

运动确立起来的%

!一"街道人民公社 &单位制'形成的历史

背景

其一#新中国初期有相当多的居民处于)散

漫无组织*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一文中提出!)我们应当

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

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

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44建设独

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的论断

为新政权探索如何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进行单位

化管理#集中一切力量建设新中国提供了根本遵

循% 事实上#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已通过单位把

工厂&商店&机关&学校等有组织的居民#实行了

)单位制*管理% 尽管如此#仍有很多无组织的街

道居民#主要包括家庭妇女&无业游民&个体商贩&

自由职业者等#没有参加各种单位集体组织活动%

比如福州市南街共有)五千七百七十七户#二万

六千三百八十七人#除机关干部&工厂企业职工&

中小学师生共一万四千多人外#居民有一万一千

多人*

#

% 因此说#街道社会还有相当多的居民在

建国后处于)散漫无组织*的状况中#这些居民仍

然游离于)单位*管理之外% 将这类地区&这类人

员纳入到国家的统一管理体系内#是新中国建立

后党和政府一直努力的目标%

其二#)街居制*为街道人民公社)单位制*提

供了组织区划参考% 为了加强城市政权和城市管

理工作#新中国建立伊始#全国很多城市尝试建立

街道一级组织和居民委员会组织% '3)#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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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制*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管理的产物#单位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而设立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具有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位

一体的功能% 参见何海兵!'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管理世界(!##"年第 0期%

)街居制*指的是街道管理主要通过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这两个行政建制的组织开展工作% 参见何海兵!'我国城市基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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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按照街道区划建立的居民委员会#开启了

我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序幕% 随后#全国 1#

多个城市陆续建立了居民委员会% '3)! 年国庆

以后#彭真根据毛泽东 )还是把市民组织起来

好*

!的指示#开始负责研究如何把工厂&商店&机

关&学校等单位组织以外的街道居民组织起来的

问题% '3)"年 0月#彭真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递

交了'城市应建立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

报告% '3)6 年 '! 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

次会议通过并颁发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

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两个)条例*

第一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

员会组织的性质&任务&组织结构等作了明确规

定% )条例*规定街道办事处是市&区人民委员会

的派出机关#居民委员会也不是一级政权组织#而

是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规定街道办事处的任

务是!交办上级人民委员会有关居民工作事项#指

导居民委员会工作#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 居

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办理有关居民的公共福利事

项#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动员居民遵纪守法#

调节居民间的纠纷等/居民委员会的组织结构是!

居民委员会下设居民小组% 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

员会条例的颁布#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居民委员会

建设工作的全面展开#到 '3)0 年#全国绝大多数

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已经建立% 同时)条例*也表

明#我国城市基层)街居制*管理体制#成为国家

力量渗入到城市基层社会方方面面的重要)组织

依托*#也为之后街道人民公社)单位制*的确立

提供了组织区划参考%

!二"街道人民公社 &单位制'形成的政策

依据

由)街居制*到街道人民公社)单位制*的转

变#是城市社会生产关系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而中

共中央&毛泽东为变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指引%

'3)*年 1 月 '0 日#陈伯达发表在'红旗(杂

志上'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传达了毛泽

东关于一种新的社会基层组织的构想#即)我们

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

"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

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成为我国社会

的基本单位*

"

% 这为人民公社作为我国城乡社

会的基本单位#实行)单位制*管理指明了方向%

'3)*年 * 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北&河南&山东

等地视察#与当地负责人谈到)小社*并)大社*的

问题#对陪同视察的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

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

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

起#便于领导%*

#毛泽东对陪同视察的河南省委

书记吴芝圃肯定地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

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

理政权%*显然#毛泽东对谭&吴两书记的讲话进

一步强调了城乡社会基本单位,,,人民公社建立

的必要性及优越性%

'3)*年 '!月 '3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

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

)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将来也会以适应城市特点

的形式#成为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

的工具#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

统一组织者#成为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

的社会组织%*

$此论断描绘了城市社会基层组

织,,,城市人民公社的近期目标与远景规划%

'30#年 "月 3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城市

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下称'批示($#'批示(指

出!)城市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以职工家属及其他劳

动人民为主体#吸收其他一切自愿参加的人#在党

委领导和职工群众的积极赞助下组织起来的% 它

是以组织生产为中心内容#同时组织各种集体生活

福利事业和服务事业% 它能够大大改变城市特别

是广大家庭妇女的面貌%*

%从'批示(中不难看出#

党中央对城市人民公社的适用范围"街道$&领导

主体"党委$&组织对象"职工家属&闲散人员#其中

主要指家庭妇女$&公社职能"行政与经济$&主要

任务"集体生产&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及集体服务事

业$等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这就为街道的人民

公社化及其治理明确了行动指南%

!三"街道人民公社化标志着&单位制'治理

格局的确立

'批示(的下发#特别是毛泽东 " 月 !6 日)天

'*

!

"

#

$

%

转引自何海兵!'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 #'管理世界(!##"年第 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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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讲话*后#全国"大陆#除西藏自治区$城市掀起

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到 '30# 年 1 月#在全国

'3#个大中城市里建立了 ' #10个城市人民公社#

其中以街道居民为主体的城市人民公社 )!)

个!

% 一个公社等同于一个单位#从这个意义上

说#街道人民公社化也就是街道社会的单位化%

为了加强街道人民公社)单位制*治理#各城

市在中央决策的引导下制定了针对本地区情况的

公社章程% 以天津市的)章程*为例"值此说明的

是#天津市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率先建立了街道

居民委员会% 在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对于街

道人民公社的构建与治理方面独树一帜#颇具典

型意义$% )章程*是组织&社团经特定的程序制

定的关于组织规程和办事规则的法规文书#是一

种根本性的规章制度% '天津市街道人民公社示

范章程"草案$(不仅阐明了天津市街道人民公社

的组织规程#而且规定了其办事规则 "治理规

则$% "'$公社性质!街道人民公社是在中国共产

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和组织起来的工农商学兵相结

合&政社合一的社会基层组织#是改造旧城市和建

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并将逐渐成为生产&交

换&分配和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 "!$公社的

组织机构!公社是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和将来的共

产主义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按照基层行政区划

"即按街道办事处管辖范围$建立#一街一社% 按

地区设立若干个分社#分社是公社派出的管理机

构#不为一级政权组织% ""$公社经济!公社目前

是全民所有制&公社集体所有制和分社集体所有

制并存% 收益实行按劳分配#并积极创造条件#逐

步过渡为公社所有制#实行计划管理% 在国家经

济计划指导下#根据公社的具体情况#制定长期的

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 各项计划都必须经过国家

计划及有关部门审核平衡#然后付诸实现% "6$

公社的任务!公社应以组织生产为中心#大办公社

工业#组织全民劳动#奠定经济基础% 同时组织各

种集体生活福利服务和文教卫生事业#把街道闲

散劳动力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参加力所能及

的社会劳动#把街道居民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

起来#并逐步实现生活集体化#家务劳动社会化%

")$公社的管理体制!公社实行集中领导&分级管

理% 根据有利于生产和便于管理的原则#公社管

理委员会是公社的执行机关% 公社管理委员会设

社主任一人#副社主任若干人#主持社务% 并根据

工作需要设立日常办事机构!办公室&工业部&财

贸部&财务计划部&社会福利部&文教卫生部&武装

保卫部等#协助社长分掌有关事务"

%

二4街道人民公社&单位制'治理的

特点

根据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指示与上述章程中

的规定#街道人民公社)单位制*治理#主要有三

大显著特点%

!一"治理主体的一元化

)治理主体的一元化*是指治理主体在实践

社会治理过程中将社会所有组织与成员纳入自身

的控制体系中#使之成为社会治理中唯一的权力

主体% 具体到街道人民公社#这个单一的权力主

体即为公社党委% 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党的基层

组织#使自己的管理渗透到基层社会的方方面面#

实现对城市基层社会的全面掌控% 具体说来#街

道人民公社从两个方面实施对城市基层社会的全

面管控% 一是从组织结构上看#街道人民公社

)单位制*取代了原街居管理体制中的)街居制*%

街道人民公社成立时均设立公社管理委员会"实

际上的党委会$且管理委员会主任任社长% 公社

实行)政社合一*#实际上是)党&政&社*高度合

一% 公社管理委员会下设 '室 *部!包括办公室&

工业部&农业部&财贸部&文教卫生部&治安保卫

部&福利部"如北京市还设立了监察部$#以及街

道妇女联合会&共青团委员会% 这些部门和组织

均在公社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工作#公社党委成为

基层权力的唯一拥有者/二是从权力运行的逻辑

来看#街道人民公社党委不仅对公社实行全面绝

对的领导#而且包办代替公社的行政工作#凡属行

政上的日常业务工作#由公社管理委员会和所属

相关职能部门处理#概括起来就是)党委决策#部

门实施*% 事实上也是如此#据笔者所掌握的城

市人民公社档案资料记载显示#自上而下的发文

机关都是中共中央&中共某省"直辖市$&市"地$&

区"县$委#或是相应各级城市人民公社领导小组

"或办公室$#公社本身召开的各种会议以及自下

而上的各种文献#落款署名都是中共某某人民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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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党委% 而以政府"人民委员会#下同$名义颁发

的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的文献基本没有% 这充分说

明城市人民公社是一种)以党代政#包揽一切*的

权力运行模式% 正是由于公社)党政合一*的集

权体制#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基层社会形成

自上而下的一元化管理和控制%

!二"治理方式的行政化

治理方式的行政化是指国家政权组织在社会

治理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主导作用#并主要运用

国家政权力量推动社会治理有效运行的方式% 街

道人民公社既是城市基层政权的组织者#又是城

市居民经济生活的统一组织者#这种)政社合一*

政权体制#促使了街道居民的生产&生活资源直接

纳入代表国家权力的公社单位体制中#接受行政

权力直接管理% 在某种程度上#街道人民公社组

织居民的生产生活更多的不是经济性&服务性的#

而是政治性的%

其一#在组织生产方面#作为街道人民公社中

心工作的街道工业#是靠)白手起家&因陋就简*

办起来的% )没有资金大家凑#没有房子大家让#

没有设备大家找#没有技术刻苦学%*

!这是当时

街道工业的真实写照% 由于街道工业的生产设备

简单&原料主要来源于大厂的边脚废料&生产人员

基本是一些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和部分闲散劳动

力#所以#社办工业不仅劳动生产效率低#而且产

品质量也很难达标% 在这样的环境下#相当部分

街办工业如果没有行政权力的强力支撑#随时都

有散伙的可能%

其二#在组织生活方面#作为街道人民公社

集体生活福利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食堂#

尽管它在解放妇女劳动力&促进生产发展方面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它在组织街道居民

参加集体活动中逐步暴露出了种种弊端!一方

面#一些干部中饱私囊#利用职权搞贪污&搞特

殊化#造成公共财产的流失和浪费/另一方面#

参加食堂的居民又普遍存在吃不好&吃不饱&饭

菜贵等现象% 即便如此#各地公社领导仍把公

共食堂当成 )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

"加以

推广#采取强有力的行政手段#限制居民购粮自

由% 比如四川省自贡市粮食局规定居民只能到街

道食堂购买粮食#不在食堂搭伙的不得直接到粮

店购粮#

% 郑州市红旗街道公社通过没收购粮本

的方式#限制居民购粮自由$

% 这样#城市居民的

生产生活被牢牢地限制在公社单位体制中#他

们只有全面的依附所在的单位,,,街道人民公

社#才能维持基本生计%

!三"资源配置的计划化

)资源配置的计划化*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

中所需的资源按照国家的计划进行配置#服从国

家的计划管理% 街道人民公社资源配置的计划

化#就是将城市街道社会中的人&财&物资源纳入

到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系#然后在计

划经济大政方针指导下#针对公社的实际情况#统

筹安排人&财&物#用以发展公社的各种生产#组织

改善街道居民的集体生活以及集体服务性事业%

'3)*年 '! 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人民公

社的生产&交换&消费和积累#都必须有计划% 人

民公社的计划应当纳入国家的计划#服从国家的

管理%*

%这为街道人民公社必须在国家计划体制

下配置资源提供根本政策与实践依据% 天津市鸿

顺里人民公社是街道人民公社的旗帜之一#建立

于 '3)*年 3月% 该社在'天津市河北区鸿顺里人

民公社章程试行"草案$( "下称'章程($中的规

定更能反映计划资源配置的特征% '章程(规定!

公社实行计划管理生产#在国家经济领导下#根据

社内具体情况#制订长期的建设规划#建立生产责

任制/公社商店在国营商业的领导下#按照上级规

定价格公社办理日用品零售业务#供应本社需要#

其中代销部分根据国家商业规定提取手续费/经

营代销资金由上级国营部门拨付#工作人员工资

由社统一分配/公社所有收入由社统一分配% 为

了贯彻勤俭办社&勤俭办企业的精神#加速社会主

义建设#收益分配的原则是要保证扩大再生产的

高速度发展#并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改善社员生

活/公社按社员劳动力收入多少每月提取 )b'#\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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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累#其分配比例是!公积金 0)\#公益金

")\#用于文化教育&卫生&福利以及奖励金等/社

员工资目前仍以按劳取酬的原则#采取标准劳动

日记分工资办法#评定等级#实行工资制!

%

随着街道人民公社的建立与普及#计划配置

资源范畴在扩大#内容也不断细化% 比如在积累

分配方面#武汉市利济街道分社规定了)三三两

两*利润分配制度#即上交手工业局 "#\#用于企

业扩大再生产 "#\/上交税 !#\#用于企业集体

福利 !#\

"

% 在食品供应方面#由于街道人民公

社公共食堂的大量举办#过去一家一户起伙#单独

购买的粮油&猪肉&牛羊肉&水产品等#转由公共食

堂集体购买% 由商业部门统一分配供应#供应方

式也变为凭"证$票供应&定量供应&特需供应等%

在社办工业的产供销方面#将其完全纳入了国家

计划的轨道%

三4街道人民公社&单位制'治理的利

与弊

就街道人民公社)单位制*治理的积极方面

而言#主要如下!一是实现了党对城市基层社会的

全面领导% 街道人民公社作为国家政权组织的基

层单位#而这个单位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律处在公社党委的统一领导

下#从而实现了基层党组织对城市基层社会的一

元化管理#确保了党和国家意志及方针政策#通过

自己的组织系统畅通无阻地&有效地贯彻到社会

底层% 二是彰显了社会主义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优

势% 党和国家通过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的街道

人民公社#实现了对城市基层社会资源的全面控

制% 这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要尽快实现国

家工业化#而社会资源总量又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为国家集中城市社会人&财&物资源#进行工业现

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是社办工业对国家

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充分利用

国营工厂边角废料和社会上的废旧物资进行加工

生产#修旧利废#变废为宝#不仅节约了资源#而且

增加了社会产品/"!$ )大跃进*期间各地工业原

料和商品供应渠道被割断的情况下#为国营工业

服务&支援农业和供应市场方面起了一定积极作

用/""$也有一些企业改进了管理#提高了技术水

平#生产了一些质量较好的产品/"6$组织家庭妇

女与)闲散劳力*参加社办工业以及各项集体生

活服务事业#既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又是对当

时国家大规模工业建设劳动力严重短缺的有力补

充#尤其是极大地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

尽管街道人民公社)单位制*在治理中发挥了

一定的历史作用#但也有其弊端#主要如下!一是党

委过多的包揽城市基层经济社会事务% 街道人民

公社基层治理主体的一元化#党委成为公社权力的

唯一拥有者#由此形成党&政&社高度合一的街道人

民公社集权体制% 这种一元化的集权体制#使街道

人民公社代表国家垄断了城市基层社会的一切权

力和资源#城市基层社会各领域完全被国家权力吞

没#公社单位体制外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的经济组

织和社会组织难以产生#居民更没有自主选择的空

间#所有社会需要和社会问题都集中于公社单位体

制中#并直接依赖代表国家基层政权的公社来解

决#居民平等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更是无从谈起%

二是忽视经济发展中市场机制与价值规律的作用%

街道人民公社单位制管理体制#确保了国家对城市

基层社会生产生活资源的计划管理与配置#但却忽

视了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 比如社办工业

的产供销都在国家计划管理下进行#由于国家对社

会经济统得太死#作为街道人民公社经济主体的社

办企业缺乏生产经营自主权#不能根据市场需求的

变化调整生产计划#导致生产的产品要么不对路#

要么积压严重% 即便是生产对路#能出售的产品也

只能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归口管理部门统一收

购&销售% 在积累分配方面#参加公社劳动人员的

工资绝大部分是实行计时工资和低工资制度% 如

北京市城区街道公社#参加公社劳动的人#多半是

公社按月发工资#实行计件工资的只是极少数#

%

这种分配方式实际上带有浓郁的平均主义色彩#

为个人吃企业&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埋下了隐患#

也助长了)工作人员的依赖思想#不关心经济核

算#许多单位赔钱*

$的不良局面#更严重的是遏

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居民积极性主动性的发

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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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刘洋#等!街道人民公社)单位制*治理及其当代启示

挥% 三是强迫命令式的工作方法降低了社会治理

的效果% 强迫命令是街道人民公社采取行政手段

调节和管理社会生产和集体生活福利事业的主要

方式% 这种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不仅不能形成

良好的基层治理#反而会激发矛盾#有时甚至会导

致社会失序% 比如在生产方面#街办工业生产与

其说是靠)白手起家*与共产主义协作精神#不如

说是在行政命令的压力下#企业共群众&国家之

产% 以上海市延西街道为例#街道和里弄中有的

干部认为)里弄工厂是一家了*)反正拿来也是给

公家的#多拿一些#好一些*#因此不管是否合乎

手续制度#见物就要#见物就拿#有的甚至还不择

手段#明拿暗偷!

% 在集体生活福利事业方面#作

为集体生活福利事业)重头戏*的公共食堂#违背

自愿原则#采取没收购粮本&限制居民购粮自由等

强迫手段要求社员参加公共食堂#并用同样的方

法要求社员去坚守公共食堂这块)社会主义阵

地*% 由此可见#街道人民公社采取强迫命令调

节与管理集体生产与生活福利事业的方法#必然

引起居民对人民公社这座走向)共产主义金桥*

的忧虑和抵触情绪#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激化

也就在所难免%

四4街道人民公社&单位制'治理的当

代启示

!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的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

街道人民公社治理主体的一元化#公社党委#

特别是公社党委书记拥有绝对的权力#整个城市

基层社会形成了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党政社高

度合一的治理格局% 实践证明#街道人民公社事

无巨细包揽城市基层所有经济社会事务的集权体

制#不但没法将城市基层社会不同利益组织或群

体的利益诉求全部)包下来*#反而由于公社党组

织一元化治理体制而产生了诸如影响政府机关职

能发挥&影响调动城市居民行使民主权力的积极

性&抑制社会各类组织功能失效等弊端% 进入改

革开放新时期#为适应日趋复杂的社会局势#在总

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改善自身

领导#消除以党代政&党政社高度合一的管理体制

弊病#并构筑社会组织&居民自主参与社会管理的

平台% 新时代国家要构筑一个怎样的城市社区治

理格局呢2 习近平关于)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

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

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

治良性互动*

"的论断为其指明了方向% 具体说#

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必须实现从过去党委拥有绝

对领导权力的一元化治理体制#向党委领导&政府

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体制的转变/加

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组织对社区各类组织和各

项工作的领导#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城市社

区全面贯彻落实#推动管理和服务力量下沉#引导

基层党组织强化政治和服务功能/要使基层政府

在制定社会政策法规#管理和调节社会事务等职

能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发展#让

社会各类组织积极参与到城市社区治理中来#充

分发挥社会各类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作用#

使居民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人翁精

神得到充分体现% 从而确保多头发力#优势互补#

形成合力#共同管理好经济社会事务#构建共建共

治共享的城市社区共治新格局%

!二"构建法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城市社

区有效治理体制

街道人民公社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国家试图

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最大化的组织城市居民参

加集体生产与生活#以达到城市基层治理有效运

行之目的% 实践证明#街道人民公社高度行政化

治理机制#不但没能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有

效运转#反而由于强迫命令导致社会民主权利丧

失#居民切身利益受损#增加了社会不和谐&不稳

定因素#从而加剧了社会治理的风险%

法治是规则之治#是最优的治理模式#协商民

主是完善新时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

通过协商民主的模式#可以充分调动社区各类行

为主体积极性#以对话与协商为平台#开展理性的

交流沟通#化解矛盾&激发活力&凝聚智慧&寻求共

识#从而达到治理的有效性% 加强社区治理#目的

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维护社会的和谐

与稳定% 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要改变过去过

度依靠行政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做法#把社会问

题和社会矛盾纳入法治轨道#)坚持依法治理#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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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

矛盾*

!

% 同时#要充分尊重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

和民主权利#切实维护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实现居民享有平等的参与社区治

理的权利与机会#通过平等协商#调节公共利益与

居民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城

市社区的和谐稳定%

!三"完善城市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治

理体制

街道人民公社资源配置的计划化#国家试图

通过街道人民公社单位管理体制#使城市基层生

产生活资源不断纳入单位体制中#接受国家权力

集中调配% 实践证明#街道人民公社这种高度集

中的资源配置体制#不但没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

展与城市居民生活的改善#反而因忽视市场机制

与价值规律的作用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方面国家对经济管得太死#公社单位体制外几

乎没有流动的资源#整个社会经济没有活力/另一

方面个人吃公社#公社吃国家大锅饭现象严重#整

个社会生产效率普遍很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打破了长期以来政

府对资源配置的垄断#越来越多的单位体制内的

资源流向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个人以

市场为依托#在政府的主导下有了占有和利用资

源的空间#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明显增强#居民

所创造的价值越来越得到充分合理的体现#社会

经济持续健康增长%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

昭示我们#实现社会善治#构建适应社会治理所需

的多样与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是非常关键的% 习

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指出!要)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

"

% 因此#在新时代的社区治理中#要实现由

过去国家统一计划配置资源向政府主导下发挥市

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转变#完善

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充分释放市场活力#

构建政府与市场的合作网络#促进城市社区治理

现代化#以满足城市社区治理中居民多样化的需

求#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I%J",-$%&%2-"()*%+/10./-B* +%1/$--/F-"?'->.

L"BB#%-&%8C/. L"%/-B?"$&$0 7%'+65/-%B-%/.

YC̀ SB.?

'#!

jYC8EB.

2

U&B.?

'

"'(L->%%M%GQBJU&AHLDE$&FA# ;E.B. .̀&PFJA&DK%GL-&F.-FB.$ VF->.%M%?K# _&B.?DB. 6''!#'# 7>&.B/

!(C$F%M%?&-BMB.$ ]%M&D&-BMV>F%JKVFB->&.?B.$ ZFAFBJ-> 8FIBJDHF.D# =EB.?U&l%-BD&%.BM<%JHBM̀ .&PFJA&DK# <B..&.?)"###1# 7>&.B$

!"#$%&'$! 5AD>FXBA&-E.&D%GEJXB. ?JBAA

2

J%%DA?%PFJ.B.-F# D>FADJFFDIF%IMFTA-%HHE.FOBAXBAF$ %.

D>F%J&?&.BM)ADJFFDAKADFH*(̀ .$FJD>FADJ%.?I%M&-K?E&$B.-FBDD>BDD&HF# &DOBAFADBXM&A>F$ D>J%E?> D>FG%J@

HBD&%. %GD>FEJXB. IF%IMFTA-%HHE.FH%PFHF.D(V>F?%PFJ.B.-FB$%IDF$ D>FE.&DHB.B?FHF.DAKADFHD>BD

)&.DF?JBDF$ I%M&D&-AB.$ A%-&FDK*# B.$ )O%J/FJA# IFBAB.DA# XEA&.FAAHF.# ADE$F.DAB.$ A%M$&FJAOFJFG&PF@&.@

%.F*(CD>BAD>F->BJB-DFJ&AD&-A%G)E.&G&-BD&%. %G?%PFJ.B.-FAEX,F-DA# B$H&.&ADJBD&%. %G?%PFJ.B.-FHFD>%$A#

B.$ IMB..&.?%GJFA%EJ-FBMM%-BD&%.*(CD&A.F-FAABJKD%JFGMF-D%. D>F?B&.AB.$ M%AAFA&. &DA?%PFJ.B.-F

IJ%-FAA# B.$ $JBOMFAA%.AGJ%HD>F&JFUIFJ&F.-FA# O>&-> -B. XJ&.?XF.FG&-&BMF.M&?>DF.HF.DAG%JD>F-EJJF.DJF@

G%JHB.$ &..%PBD&%. %GD>FAKADFHB.$ HF->B.&AH%GEJXB. -%HHE.&DK?%PFJ.B.-F(

()* +,%-#! ADJFFDIF%IMFTA-%HHE.F/ E.&DAKADFH/ ?JBAA

2

J%%DA?%PFJ.B.-F/ F.M&?>DF.HF.D

!责任校对4王小飞"

0*

!

"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 !#'*年版#第 !!)页%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