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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征

程中，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基于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党

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建设，积极进行社会治理的

理论创新，积极进行以社会治理为核心内容的

社会建设创新，社会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成绩，

社会治理的理念也在服务实践的同时不断丰富

和完善。

社会治理理念的演进

在改善民生和创新中加强社会建设。党的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

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

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

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

理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的提出及其架构的形成，体现了党探索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重大成就，为党的“社

会治理”理念形成作了重要铺垫。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3年，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

社会治理体制”的任务，并明确要求：“改进社

会治理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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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

理”，成为党的治国理政理念升华后对社会建

设提出的基本要求，成为党领导社会建设的基

本遵循。

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2014年，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把“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作

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并进一步将“坚持

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作

为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基础；将“加快保

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法律制

度建设”作为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必要

条件。通过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把社会治

理纳入法治化轨道，努力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

运行机制的法治化、制度化。

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创新发

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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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发展理念，并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了

全面部署，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

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

利益保护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

诉求、解决纠纷。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实现政

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和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重要论述，

是继“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之后党领导

社会治理的又一理念创新。它强调通过社会治

理格局的完善，治理方式的标准化、科学化、

规范化、人性化、精细化，实现最佳的社会治

理效果。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社会管理到社会

治理，从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到构建社会

治理新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我们党关于

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关

于社会治理理念的认识日益系统和成熟。

社会治理理念的核心要素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发展进入新阶

段，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群

众诉求日益多样，社会治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

问题新挑战。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必须

根据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转型的实际，以创新

的社会治理理念引领社会建设实践。新的社会

治理理念的核心要素包括以下内容。

党的领导是社会治理的根本政治保证。党

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治理的领导力量。党代表了

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最能够兼顾地区之

间、部门之间、群体之间、公民之间的社会治理

利益关系的协调发展，最能够动员整合各方面

资源，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发展。坚持党的领导，

必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不断增强党的创

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和执政水平，确保我国社会治理始终保持正确

方向。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基层社会的战斗堡

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在社会治

理格局中发挥着领导和引领作用。坚持党的领

导，不仅要加强对社会的思想引领、利益整合，

还需要不断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基层

党组织整体功能，不断创新社会治理、筑牢党

的执政根基。

人民利益至上是社会治理的根本出发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

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根本价值立场和价值取向。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的过程是实现社会善治的过程，是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的过程。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理念，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

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拥护不拥

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

检验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准。

全民共建共享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格局。过

去的社会管理方式主要是命令型、控制型，而社

会治理方式强调从单一向多元、从命令向协商

合作、从强制向引导转变，强调合作、互通、共

享理念，强调要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

责的命运共同体。这就意味着社会治理的多元

主体要各归其位、各担其责，推动形成政府治理

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局面。要在发挥

好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创新多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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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机制，构建以规则公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

为内容的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更好

地动员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参与社

会治理，引导社会成员增强主人翁精神，激发社

会自治、自主、能动力量，努力实现社会事务社

会治理，让大众的问题由大众来解决，让自己的

事情由自己管、自己办。通过党委、政府、社会、

民众等多元力量携手共创，建设平安中国、美好

家园，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成果能够在更大

范围内惠及全体民众。

社会治理法治化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法治作为治

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最优模

式。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法治的保障、

服务和促进作用，确保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

道，按照法治原则、规范、程序进行。用法治精

神引领社会治理，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用

法治方式调节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强化法

律在维护群众利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

位，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

法的良好社会氛围，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增

进人民福祉。

社会治理精细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

要求。社会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合

理需求，“人”的需求是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传统粗放式、经验化社会管理往往从公共

服务提供者的便利性出发，而忽视了民众诉求，

不能满足社会和民众的个性化需求。因此，在社

会治理实践中应当以人为本、尊重科学、推崇

理性、强调精确、注重细节，把精细化、标准化、

精准化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拓宽社会

治理边界，提高社会治理精度，降低社会治理成

本，实现社会治理活动的全方位覆盖、全过程监

管、高效能运作，不断增强民众满意度。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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