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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体制改革专栏

一、如何定义“社会”

社会这个概念有广义与狭义

之分。广义上讲，社会指的是由有

一定联系、相互依存的人们组成的

超乎个人的、有机的整体。马克思

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是人们通过

交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

类生活的共同体。进一步讲，宏观

上定义的社会是共同生活的人们通

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联合起来的

集合。其中，形成社会的最主要的

社会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共同文化

以及传统习俗。社会关系包括个人

之间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还包括群体与

群体之间的关系、群体与国家之间

的关系。 

如果从广义上界定社会，社

会体制的概念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更谈不上社会体制改革了，因为，

从广义上看，社会体制改革可以等

同于社会变革。“小康社会”也是

从宏观角度讲“社会”，是在人类

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下，党为我国

发展的特定阶段设定的发展目标，

“小康社会”所指的“社会”，也涵

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各

个方面。

若从狭义上界定社会，主要

关注邻里和社区、 职业和雇主以及

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内容，无法

涵盖今天面临的社会问题，且这些

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不明确。

因此，应当抛开传统的广义

和狭义的社会概念，另辟蹊径。

二、从国家发展的角度
界定社会系统和社会体制

现有的社会的定义无法满足

需要，需另辟蹊径。党的十八大提

出“五位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定义社会提供了新思路。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正

是国家发展的五大系统，这五大系

统既有各自的功能定位，又有相互

之间的联系和交叉，共同构成了国

家发展的支柱，这五大系统的建设

和发展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其中，

政治系统主要解决权力问题，经济

系统主要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文化

系统主要解决价值观问题，生态系

统主要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如何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在

五大系统的基础上界定社会系统？

我们认为，那些提供与公民生活密

切相关的产品或者服务，而这些

产品或者服务无法或不宜通过经

济系统（市场）或者政治系统（政

府）提供的系统称之为社会系统。

从产品或者服务的具体内容看，社

会 系统包括义务教育（义务教育

是公共服务，高等教育是市场导

向）、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公共

卫生与医疗（医疗可以有部分是市

场导向）、社区服务、人居环境、

慈善互助、职业自律、行业发展等

领域，上述内容，有些属于民生领

域，有些则跨越了民生领域。

社 会 系 统 中 的 运 行 主 体 是

谁？我们认为，有四大主体和两个

支撑体。四大主体分别是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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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社团、慈善组织、社区组织；

两个支撑体分别是政府和企业。

1.事业单位。事业单位这个名

称是中国特有的，但是，以学校和

医院为主体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都

是国际惯例。学校和医院不仅是

社会系统运行中的一个主体，而

且与其他主体相比，有其特色，

表现在组织规模、组织任务、服

务对象长期稳定，从业人员拥有

高人力资本存量，职业稳定性高

特征。

2.社团。社团的概念比较复

杂 。 一 种 解 释 是 ， 社 团 （ m a s s 

organizations）是具有某些共同

特征的人相聚而成的互益组织；

另一种解释是，社团是指社会团

体，是由公民或企事业单位自愿

组成、按章程开展活动的社会组

织，包括行业性社团、学术性社

团、专业性社团和联合性社团。

无论哪种解释，工会、妇联、行

业协会、专业人员协会等都属于

社团。

3.慈善组织。包括慈善基金

会、慈善组织建立的救助机构、

互助会等。

4.社区组织。包括居民委员

会、业主委员会、社区居民的生

活娱乐组织等。其中，居民委员

会虽然是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基

层组织，但是，在法律上，居民

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

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

政府作为社会系统运行的支

撑体，除了政策支持之外，还包

括资金支持；企业则主要通过履

行企业社会责任起辅助性作用。

上述运行主体各自的职能界

定和制度安排以及不同主体之间

的相互关系的制度安排就构成了

社会体制，或者说，社会体制是

保障社会系统平稳有效运行的法

律和制度的总和。政府在社会体

制中起到宏观指导的作用。

按照上述逻辑分析，社会建

设是指社会系统和社会体制的建

设；社会事业则可以用社会系统

中四大运行主体的职能来替代，

因为，目前所讲的社会事业的内

容都已经包括在四大运行主体的

职能之内了。

三、社会体制的运行

社 会 体 制 运 行 的 目 标 是 公

平、有效地提供产品与服务，以

促进社会和谐、安定和繁荣。社

会体制运行目标的实现，需要四

大运行主体发挥好各自的职能，

且相互配合。

社会系统中的四大运行主体

的资金来源有很大区别，一般包

括政府财政拨款、使用者缴费、

捐 助 三 个 渠 道 。 财 政 拨 款 主 要

投向教育、医疗等事业单位；使

用者缴费主要适用于社团和社区

组织；慈善组织主要靠捐助。四

大运行主体均可以从政府、使用

者、捐助方得到资金支持，只是

由于组织特点的差异，从三方得

到资金支持的比例不同。

非营利原则是社会系统四大

主体运行的核心要素，是社会系

统区别于市场系统的关键。世界

上所有组织的运行都需要资金支

持，“不花钱也办事”是空想。非

营利原则是指社会系统中的组织

可以从不同渠道获得资金支持，

也 可 以 在 支 付 成 本 后 留 有 剩 余

（surplus），但是，剩余并不是利

润（profit），剩余只能用于扩大或

者改善原有产品或者提高服务水

平，不允许用于所有者分红。非

营利原则与所有制性质无关，无

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都可以在非

营利原则下运行。政府对按照非

营利原则运行的组织给予税收优

惠。国际上许多著名大学、社团

都是在非营利原则的支持下成长

壮大的。由于坚持非营利原则，

四大主体在运行中必须具有很高

的财政透明度，以利于政府和社

会监督。

社 会 体 制 运 行 的 人 力 资 源

有两大来源：一是劳动力市场。

劳动者自主选择职业，这些就业

者与经济系统中的企业就业者相

同，他们需要通过就业获得人力

资本回报。事业单位中的员工多

是以职业形态出现的人力资源。

二是志愿服务。志愿服务有多种

形式，在社团、慈善、社区中大

量存在。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不

是为了报酬，而是体现了公民的

社会责任，体现的是公民对社会

的回报。志愿服务是社会体制中

公民参与的重要形式。

四、社会体制的治理

社会体制的治理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社会系统内部的治理，二

是社会系统与其他系统，特别是与

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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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系统内部的治理

凡是组织，都有治理问题。

社会系统中的四大主体不同于经

济系统中的企业，他们是在非营

利原则下运行的组织，不追求利

润最大化。那么，他们的治理机

制是什么？四大主体有没有共性

之处？我们认为，这四大主体在

治理中有共性，即自主治理，简

称“自治”。原因在于，第一，这

些运行主体不隶属于政府，不能

由政府直接管理；第二，这些运

行主体不是企业，不能按照市场

规则来治理，不能以利润高低论

成败；第三，四大主体的运行领

域有很高的专业性，从业者多为

专业人士，很难派“外行”通过

既定规程来管理。所以，自治是

社会系统中四大运行主体的共同

治理特征。当然，自治必须在法

律的框架下、在合法的范围内活

动，其中，政府对四大主体的指

导不可或缺。所谓“自治”，主要

是指在外部条件既定的情况下，

运行主体自主决定如何更好地提

供有关产品和服务，如何处理好

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 

2.社会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关系

社会系统与政治系统、经济

系统、文化系统、生态系统都有着

密切的联系。政治系统提供的公共

政策和社会政策是社会系统四大运

行主体履行各自职能的保障，没有

这些政策的保障，实际运行将困难

重重，甚至寸步难行。反过来，社

会系统在运行中发现的问题为制定

和调整公共政策提供了依据。经济

发展是基础，但是，离开了社会系

统，经济往往难以持续发展。更重

要的是，如果混淆了经济系统和社

会系统的区别，将本来应当由社会

系统完成的任务通过经济系统来实

现，就会出现负面的效果，中国在

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方面都曾有过

深刻教训。社会系统在帮助推进文

化系统和生态系统建设中能发挥基

础性作用。因为，社会系统的四大

运行主体承担的职能深深扎根于基

层，通过这四大主体，文化系统的

价值观建构，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

展建设能够实现投入少、见效快的

效果。

从 某 种 角 度 讲 ， 社 会 系 统

与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

统、生态系统的相互配合就形成

了国家“共治”的局面。

五、社会体制改革

之所以进行社会体制改革，

其原因在于原有的社会体制已经无

法适应今天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即社会体制运行的背景发生了改

变。原有的事业单位运行方式不适

应了，社团、慈善、社区大多是新

生事物，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

的。传统的“单位人”已经成为了

“社会人”，改革原有体制就迫在眉

睫了。

抓好四大运行主体的建设是

社会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其中包括

事业单位改革、社团的建立与完

善、慈善组织的规范、社区组织的

重构等。抓好这些运行主体的改

革，社会体制改革就会有实质性进

展。

在社会系统中切实贯彻和落

实非营利的运行原则是关键，抓住

这个“牛鼻子”，就可以在资金筹

集和人力资源激励等方面迅速推

进。

当然，社会体制改革需要法

治先行，需要由法律和公共政策界

定四大运行主体的行为规则和运

行边界。

公民参与将是社会体制改革

的亮点。

▲ 《帕米尔高原》 李晓东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