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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的动力》

内容概要

《和谐的动力：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组织发展研究》是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组织的理论思考和经验总结。
全书共分理论篇、实践篇（上）、实践篇（下）、展望篇四个部分。理论篇主要侧重于社会组织的一
般理论阐述以及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实践篇（上）则介绍了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组织的总体情况
及其发展模式和管理创新。实践篇（下）介绍了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组织在党建方面的成就和经验。展
望篇在分析我国社会组织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其发展的理念与路径。
《和谐的动力：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组织发展研究》可供党建研究、文化建设方面的人士和党政机关干
部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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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理论篇
第一章 社会组织——正在兴起的社会变革
第一节 全球结社革命：社会组织兴起的背景
一、全球“结社革命”的总体概况
二、全球“结社革命”的产生原因
第二节 我国当代社会组织的兴起
一、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考察
二、我国当代社会组织兴起的原因分析
第二章 “国家一社会”理论视域下的西方社会组织及其发展
第一节 从“自愿组织”到“自由结社”：西方社会组织发展历程的演进
一、初期形态：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自愿社团阶段
二、逐步诞生：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时期的限制阶段
三、繁荣发展：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对结社自由的承认阶段
四、相对独立：结社革命时期的飞速发展阶段
第二节 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西方社会组织研究范式的转换
一、“国家．社会”二元论：国家与社会的零和博弈关系
二、“国家．社会”互动论：国家与社会的正和博弈关系
三、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当代发展
第三章 “政党．国家一社会”关系维度下我国社会组织及其发展
第一节 “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基本原理
一、政党的政治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基本关系
二、政党的社会性：政党与社会的本质联系
三、政党的功能定位：连接国家与社会
第二节 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我国社会组织是国家对社会的“再组织化”的产物
二、我国社会组织是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治理的需要
三、我国社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做出的必然选择
第三节 我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的双重性特征
一、开放效应：多元化和社会化
二、中国特色：政府主导与行政吸纳
实践篇 （上）
第四章 社会组织的总体情况：以上海市长宁区为例（一）
第一节 长宁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客观背景
一、宏观制度环境分析
二、微观区域优势分析
第二节 长宁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沿革
一、蛮荒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前）
二、被动发展时期（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
三、正轨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后至今）
第三节 长宁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透视
一、长宁区社会组织总体规模和发展趋势
二、长宁区社会组织类别和结构状况
三、长宁区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基本情况
第四节 长宁区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
一、整合社会各类资源，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二、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构建社会协同管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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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挥第三方公信力，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四、热衷社区公益事业，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求
五、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增加就业保障民生发展
第五章 社会组织发展模式探索：以上海市长宁区为例（二）
第一节 志愿者工作室：党的工作体系支撑下的社会组织孵化器
一、热衷公益：志愿者工作室成立的初衷
二、发展壮大：志愿者工作室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三、规范运作：由志愿者工作室到民办非企业
第二节 长宁区社会组织创新实践园：吸纳与合作的平台
一、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社会组织创新实践园
二、社会组织创新实践园的功能、管理体制与运作模式
三、社会组织创新实践园的实践意义
第三节 人民团体转型发展：发挥组织优势与凸显社会属性
一、新形势下人民团体的转型发展
二、长宁区工青妇组织联系、服务和管理社会组织的主要做法
三、人民团体转型发展模式探索的实践意义
第六章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以上海市长宁区为例（三）
第一节 科学化：建立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
一、建立分类管理的基本格局
二、构建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
第二节 枢纽型：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一、长宁区探索“枢纽型”管理体制的背景
二、长宁区“枢纽型”管理体制的形成与特点
三、长宁区“枢纽型”管理体制的作用
第三节 制度化：积极探索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
一、长宁区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背景
二、长宁区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主要做法
三、长宁区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初步成效
实践篇 （下）
第七章 社会组织党建总论：以上海市长宁区为例（四）
第一节 长宁区社会组织党建的发展历程
一、起步探索阶段：探索社区党建向社会组织拓展的新课 题
二、全面推进阶段：构建以块为主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管理新格局
三、规范提高阶段：深化适应社会建设要求的党组织活动新形式
第二节 长宁区创新社会组织党建的基本经验
一、创新领导体制
二、优化组织设置
三、加强分类指导
四、创新工作载体
五、加强文化建设
六、完善支撑保障
第八章 社会组织党建特写：以上海市长宁区为例（五）
第一节 长宁区社会团体党建
一、长宁区社会团体党建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二、长宁区加强社会团体党建的具体实践
第二节 长宁区民办非企业党建
一、长宁区民办非企业党建基本情况和特点
二、长宁区加强民办非企业党建的具体实践
第三节 长宁区群众团队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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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宁区群众团队党建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二、长宁区群众团队党建的具体实践
展望篇
第九章 机遇与挑战：我国社会组织面临的时代考验
第一节 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新机遇
一、基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
二、空间：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
三、契机：人民群众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
四、助力：公民自主意识和志愿参与热情的提升
第二节 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
一、社会资源不足
二、制度建设滞后
三、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
四、党组织建设不科学
第十章 理念与路径：政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
第一节 理念：合作型领导关系——“自治与控制的超越”
第二节 路径之一：政府职能转变
一、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二、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伙伴关系
第三节 路径之二：拓展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
一、政府由控制式监管向发展式监管转变
二、增强社会组织自主发展的能力
第四节 路径之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组织的嵌入
一、辩证看待，执政党与社会组织的“互相认同”
二、转变策略，执政党实现对社会组织的嵌入
三、适应需求，构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新格局
四、良性循环，党组织和社会组织形成“共振效应”
附录一 长宁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调查问卷
附录二 《长宁区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实施意见》
附录三 《长宁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暂行办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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