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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什么是社会工作？

请观看大型电视纪录片《社会时代》主题歌MV
《手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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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创作灵感来自中国文字：

一“人”为“个”

二“人”为“从”

三“人”为“众”

多“人”“云”集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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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就是大家的“家”

要有责任担当，团结互助，构建和谐

社会工作说到底是群众工作

要服务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

要让社会动员起来、活跃起来、组织起来、和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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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二）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办是个什么机构？

成立于2007年12月

市委、市政府工作部门

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要职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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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①党委、政府社会建设长远规划制订、宏观政策研究
部门

②党委、政府社会建设工作统筹协调、宏观指导部门

③综合协调社区建设

④综合协调社会组织建设

⑤综合协调社会工作队伍建设

⑥综合协调社会动员及社会志愿者工作

⑦协调推动社会服务

⑧具体负责社会领域党建工作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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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时代特征

（一）社会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

上世纪上半叶，为战争时代

▪ 两次世界大战

▪ 各国内战不断

上世纪下半叶，开启和平发展和社会建设的新时代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国家总结教训，在快速恢复经
济的同时，加快推进社会发展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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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时代特征

“福利国家”成为欧洲社会的时代精神和基本制度
核心是“三U”思想：

Universality（预防社会风险的普享性原则）

Unity（福利行政管理的统一性原则）

Uniformity（每人受益的均一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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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时代特征

1965年，美国开始实施“伟大社会”计划，通过立
法全面推进社会改革

核心内容是“向贫困开战”：

教育：向贫困大学生贷款和奖学金制度

医疗：向符合条件人群提供医疗保险、医疗补助

民权：禁止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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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时代特征

上世纪90年代，南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后，开始重
视社会建设问题

本世纪初，中国把社会建设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一个中心 两个文明
一起抓

三个文明
建设

“四位一体”“五位一体”

十一届
三中全会 十二大 十五大 十七大 十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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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时代特征

（二）社会时代的显著特征

1. 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变成城市人

目前，我国城

镇化率已达到

56.1%，并形

成了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

角等区域性城

市群

全国15个特大城市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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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时代特征

2. 流动性：大量户籍人变成流动人

目前，北京人口2173.5万人；
流动人口为818.7万人，占近40%

流动人口中，
近70%为农民工

流动人口中，
近50%为青年

青年流动人口中，
近20%为大专以上青年

流动
人口

农
民
工

青年

大
专
以
上

818.7万流动人口中，

近80%来自：

河北

河南

山东

黑龙江

山西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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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时代特征

3. 社会性：大量单位人变成社会人

▪ 我国大城市至少有70%以上的人群在新经济组织中就业，
成了非公企业中人

▪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或将加入各级各类社会组织，成为社
会组织中人

▪ 越来越多的人生活靠社区，成为社区中人

4. 信息化：自然人变成信息人

▪ 人人是自媒体

▪ 利用现代信息交流成为主要交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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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时代特征

（三）大量发展机遇到来的同时，也时刻面临
严重社会危机

经济建设落后就会被动受制

社会建设落后就会成为动荡之源

是否和谐稳定，不仅取决于经济基础，更取决于社
会基础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大到国家小到地方，一概如此

西亚北非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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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 大城市病 城乡一体、区域协同

流动性 流动人口增加 实有人口服务管理

社会性 单位制解体 再组织

信息化 虚拟社会活跃 加强网络服务管理

一、把握时代特征

机遇 挑战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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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时代特征

（四）改革发展是唯一出路

从战争时代到社会时代是人类进步

经济发展必然要求社会发展相适应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社会全球化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引起社会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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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握中国特色

（一）党和政府历来重视社会建设，十年来，
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加强社会建
设，开辟了社会建设新阶段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把社会建设纳入“四位一体”
总格局，开创了社会建设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站在了“四个全面”
的新高度，进一步打开了社会建设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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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握中国特色

——十八大，进一步提出“五位一体”，纳入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总目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用“社会治理”代替“社会管

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
标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治社会建设任务，纳入
全面依法治国总任务

——近两年，党中央反复强调加强社会领域党的建设，
纳入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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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握中国特色

（二）社会建设、改革、治理事关全局，都是
大概念、大事情

社会建设是大概念、大事情

“五位一体”

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

社会服务

社会管理

社会动员

社会环境

社会关系

社会领域党建

六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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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握中国特色

社会改革是大概念、大事情

各项改革都与社会改革相关，都要以社会问题为导向

文化

生态

党建

经济

政治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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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握中国特色

社会治理是大概念、大事情

▪ “管”与“治”的本义不同

▪ 管理与治理的含义不同

▪ 社会治理 ≈ 社会自治 + 社会管理

管理 治理

主体不同 一元（政府） 多元（社会乃至公众）

权源不同 权力机关授予 人民直接行使（自治和共治）

运作不同
单向的、自上而下的、
强制的、刚性的

多向的、互动的、复合的、合
作的、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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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握中国特色

（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方向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落实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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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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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首都特点

努力探索具有时代特征、
中国特色、首都特点的
社会建设新路子

当做大事抓

坚持两手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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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首都特点

（一）当作大事抓

每年召开一次重要会议

每年出台一系列重要文件

每年推出一系列重要举措

高起点、大力度推动北京社会建设、改革、治理不断
开创崭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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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首都特点

（二）坚持“两手抓”

一手抓顶层设计，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一手抓夯实基础，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连着一年干。经过八年的努力，
北京社会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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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首都特点

1. 市委市政府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
出台一系列重要文件

2008年全市社会建设大会

2009年全市志愿者工作大会

2010年全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推进大会

2011年市委十届九次全会，专题研究社会建设工作

2012年全市网格化体系建设推进大会

2014年成立社会事业与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牵头召开
了一系列会议，协调推动有关重点改革工作

科学决策，波浪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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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首都特点

2008年 《北京市加强社会建设实施纲要》等“1+4”文件

2009年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志愿者工作的意见》

2010年 《北京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行动方案》

2011年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全面推进社会建设
的意见》
《北京市“十二五”时期社会建设规划纲要》

2012年 《关于推进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建设的意见》

2015年
《关于深化北京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意见》
《关于加强北京市城市服务管理网格化体系建设的意见》
《关于深化北京市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

完善政策，形成“1+4+X”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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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首都特点

2. 基本形成一套纵向到社区、横向到
“两新”组织的社会服务管理体制

市委市政府

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办

区县社会工委、社会办

街道（乡镇）社会工作党委

社区党委、居委会、服务站
（2918个社区）

“枢纽型”社会组织
（市36、区县211、街乡403）

各学会、协会
（3万余个）

非公经济组织党建
（近10万家）

商务楼宇工作站
（1297个）

创新体制，形成新的工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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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首都特点

3. 基本形成了一套社会组织服务管理体系

（1）创新体制“架桥梁”：

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

市36家、区县233家、街道（乡镇）445家

服务联系由4700多家，发展到3万多家

（2）加强党建“配导航”：

建立党建“3+1”机制

新建党组织1736个、党建工作小组26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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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首都特点

（3）完善服务“添动力”：

实行购买服务

建立社会组织孵化“一中心、多基地”

开展系列培训

（4）拓宽领域“搭平台”：

开展社会组织公益行活动

实行商务楼宇“五站合一”

多措并举，将社会“再组织”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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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首都特点

4. 基本形成一套社区服务管理体系

基本实现社区规范化建设全覆盖

基本实现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1060”工程）
全覆盖

全市建成“一刻钟社区服务圈”示范点1236个，覆
盖80%的城市社区

全市建成332个老旧小区自我服务管理试点

全市建成452个村级社会服务试点

螺旋式上升，将社区基础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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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首都特点

5. 基本建立一支专业化职业化
社会工作者队伍

全市社区工作者近3.5万人，不断大幅度提高待遇

大专及以上学历占87%，平均年龄39.1岁

专业社工机构155家

社会组织专职工作者15万人

全市获得全国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书20722人，占
全国总数10%

大力扶持，形成一个新的职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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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首都特点

6. 基本形成一支庞大的志愿者队伍

全市实名注册志愿者330多万人、组织5万多个

注册应急志愿服务队伍518支

市民劝导队2393支，队员超过10万人

全市80个街道开展社会动员试点，覆盖1280个社区

10家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成立志愿服务联盟

城市社区全部完成志愿服务站建设

转化奥运成果，让志愿服务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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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首都特点

7. 初步形成一个“互联网+城市服务管理”
的网格化体系

全市网格化体系已基本实现全覆盖

实现城市服务管理的“第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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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首都特点

8. 设立一项社会建设专项资金，每年购买
一系列社会组织服务

“十二五”期间，围绕社会公共服务、社会公益服务、

社区便民服务、社会治理服务、社会建设决策研究
和信息咨询服务五个方面、40类，累计投入3.8亿
元，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2432个，撬动配套资金
3.08亿元，参与社会组织43509家，开展活动35万
场次

不仅购买社会公益服务项目，还购买社会管理服务
项目、购买管理岗位

加快推进政府、市场、社会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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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首都特点

9. 共建一批北京社会建设研究基地

与清华大学等首都高校、科研机构及美国21世纪学
会等合作共建了17个北京社会建设研究基地

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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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首都特点

10. 初步形成一个全覆盖的
社会领域党建工作体系

全市各街道（乡镇）全部建立社会工作党委，各社
区全部建立党组织

市级36家“枢纽型”社会组织全部建立党建工作委
员会

全市近10万家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建立党组织84506
个，工作覆盖80%

以党建全覆盖引领社会服务治理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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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首都特点

2014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社会建设总指数排名：

▪ 总指数平均得分75.99分，比上年高出3.75，增幅提高，增速变快

▪ 北京连续三年名列第一，是唯一超过90分的省市，远远超过平均分
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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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首都特点

13个特大型城市比较，2013年北京社会建设总指数

继续排名第一，增速排临沂、天津、成都、石家庄
之后

2013年，全国特大型城市社会建设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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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首都特点

2013年，全国特大型城市社会保障水平比较，北京第四

分指数排名1个第一、1个第二、2个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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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首都特点

2013年，全国特大型城市社会服务水平比较，北京第一



47

三、把握首都特点

2013年，全国特大型城市社会治理水平比较，北京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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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握首都特点

2013年，全国特大型城市社会环境水平比较，北京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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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时，16个区县形成三个梯次

三、把握首都特点

第一阵营

第二阵营

第三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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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和2014年，15个区县超过80分，形成“密
集型”构架

三、把握首都特点

2013年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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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握社会特性

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

核心是：

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的治国理政理念落实到基层实践

关键是：

理顺上下、左右关系

提高四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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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握社会特性

党组织

政府组织

基层组织

自治组织

社会组织 市场组织

系统
治理

依法
治理

源头
治理

综合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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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握社会特性

上下关系

党组织

政府组织

基层组织

自治组织

实现政府工作重心下移

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加强基层治理创新

动员公众有序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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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握社会特性

左右关系

社会政府 市场

最大限度
让渡发展空间

最大限度
引入市场机制

最大限度
增强社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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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握社会特性

下一步北京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思路：

（一）要抓住历史性机遇

（二）要坚持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

（三）要抓住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这个根本

（四）要抓好社会服务体制改革这个首要任务

（五）要抓住社会组织体制改革这个中心环节

（六）要抓住街道管理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

（七）要夯实社区建设这个基础工程

（八）要抓住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个关键

（九）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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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握社会特性

（一）要抓住历史性机遇

抓住社会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抓住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历史性机遇

抓住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历史性机遇

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抓住“互联网+”的历史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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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握社会特性

（二）要坚持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至少面临十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事人 组织物地

特急 重新难

经常性服务管理方面

特殊性服务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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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握社会特性

1. 在“人”方面：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直未能破题

2. 在“地”方面：

“大城市病”治理亟待加强

3. 在“事”方面：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

4. 在“物”方面：

城乡基本服务设施不健全

5. 在“组织”方面：

基层组织软弱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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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握社会特性

6.“应急性问题”：

突发事件处置

7.“难点问题”：

社会矛盾化解

8.“特殊社会问题”：

民族宗教问题

9.“新问题”：

虚拟社会服务管理

10.“重大任务”：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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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握社会特性

（三）要抓住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这个根本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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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三位一体” 社会组织“1+2+3” 商务楼宇“五站合一”

北京社会建设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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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握社会特性

（四）要抓好社会服务体制改革这个首要任务

加快推进社会服务体系创新

加快推进社会服务方式创新

▪ 加快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 加大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力度

▪ 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 加快推进公益事业发展

▪ 加快推进社会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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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握社会特性

（五）要抓住社会组织体制改革这个中心环节

在社会时代，社会组织是主要的社会组织形态，人
们都是按照兴趣、爱好、专业组织起来

全球社会组织大致分三类：

▪ 党派主导型、政府主导型、社会主导型

我国单位制解体以后，社会组织是“社会人”的主
要组织形式

我国要通过推动社会组织体制改革，推动整个社会
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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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握社会特性

我市深化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①完善“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

②完善登记制度

③完善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机制

④完善社会组织治理结构

其中，实现“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全覆盖、加大购
买社会组织服务力度是主要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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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握社会特性

（六）要抓住街道管理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

一是进一步明确街道职能定位：

加强区域党建

统筹辖区治理

指导社区建设

开展公共服务

组织综合执法

① ②

③ ④

⑤

统筹辖区发展

组织公共服务

监督专业管理

指导社区建设

原：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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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握社会特性

二是进一步理顺条块关系：

▪ 进一步把社会服务和城市管理职能下沉到街道

▪ 进一步理顺街道与区县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

▪ 街道统筹管理各类协管力量

▪ 建立健全街道地区服务管理委员会机制，以机制
创新推进体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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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握社会特性

（七）要夯实社区建设这个基础工程

完善社区“三位一体”治理机制

▪ 深入开展“区域化党建、多元性自治、开放式服务”试点
工作

加快推进社区服务体系全覆盖

▪ 加快推进“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建设，实施社区服务十大
覆盖工程

深化完善社区居民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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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握社会特性

（八）要抓住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个关键

提高系统治理能力，加快推进社会服务智能化、城市管理精
细化

▪ 网格化

提高依法治理能力，大力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 完善“1+4+X”政策体系

提高源头治理能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机
制

▪ 社会风险评估机制

提高综合治理能力，有效破解社会重点难点问题

▪ 治理“大城市病”

▪ 社会责任评价体系 ▪ 社会心理评估体系

▪ 京津冀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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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握社会特性

（九）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和创新社会领域党建工作

加强社会工作队伍建设

加强社会动员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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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引言

一、把握时代特征

二、把握中国特色

三、把握首都特点

四、把握社会特性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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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北京社会领域志愿服务的基本思路

（一）定好向、站好位，找准结合点、切入点、
落脚点

（二）干对事、使对劲，做该做、能做、有用、
有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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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北京将在五个方面大力推动社会领域志愿服务工作

（一）抓组织：加快推进社会领域志愿服务组织全覆盖

（二）抓活动：深化“北京社会志愿服务行”活动

（三）抓长效：开展志愿服务需求项目对接、岗位落实

（四）抓培训：实施“志愿服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

（五）抓拓展：社区青年汇、市民劝导队、“朝阳群
众”、“西城大妈”



请批评指正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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