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中国共产党自一

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

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

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经走过一百年光

辉历程。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

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一百年来，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和一切依靠人民，

社会治理领域成果显著，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

善，社会治理能力不断提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日益向往不断被满足。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关系着

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的稳定有序，同时，也是

一项纷繁复杂的任务。要顺利完成这一任务，

并持续不断地提高治理能力和提升治理效能，

必须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

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及社会治理的

内在要求，都决定了我们国家的社会治理必须

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也正是在党的领导下，社

会治理经历了百年发展和进步历程，并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

（一） 革 命 根 据 地 时 期 的 初 步 实 践

（1921—1949）。从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党领导人民开启了

社会治理的初步实践。打造了以宪法为基础的

法制体系，为保障人民的基本权益奠定了基

础。出台了《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消费合作

社标准章程》等制度，建立了农业合作组、工

商合作社等形式的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作

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采取

“三三制”议会民主、“议行合一”“普选制”等

形式，吸引了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政治和投身

社会治理。解决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大大净化

了社会风气。为巩固党的政权和最终夺取革命

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

社会治理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 国家主导和加强社会管控阶段

（1949—1978）。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

年改革开放前夕，借鉴革命根据地经验和效仿

苏联模式，主要从单纯维护秩序出发，建立了

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计划管理体制，加强了对

社会的管控。国家对社会高度主导，几乎包揽

了所有社会管理工作。在城市建立了以单位制

为主、街居制为辅的管理制度；在农村建立了

人民公社制度，对社会领域进行严格管控，整

个社会处于超稳定的状态。实现了维持社会秩

序，尤其是保持社会稳定的目标，既能更好地

保障人民的生命权，又能为建国后重建政治经

济社会秩序提供稳定的环境，完成了巩固新生

政权的主要任务。

（三） 放松管控和释放社会活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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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12）。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改革

开放要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

场经济体制。相应地，计划管理体制也要同步

转型，成为社会管理体制。放松对社会的管控

是改革开放的前置条件，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要

为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提供配套的制度安

排。城市推行企业改革，单位制逐步解体；农

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组织逐

渐解体。居委会和村委会等基础自治组织开始

出现，社会力量逐渐发展起来，政府不再包揽

所有的社会管理工作。社会领域被放松管控

后，社会活力也被释放出来，经济得到迅猛发

展。同时，为应对制度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

的发展所出现的大量新型社会问题，社会管理

方式不断改进，社会管理能力不断提升。

（四） 全面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阶段

（2012年至今）。从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开始，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

代化为目标，大力推进社会治理领域的改革，

取得历史性新进展和新成就。2013年，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首次

将“社会治理”写入全会文件，我国进入“社

会治理”新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理论从计划管

理、社会管理跃升到社会治理①。从管理到治

理，不仅是概念上变化，而且蕴含着理念、制

度、手段等全方面的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

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通过“两步走”

确定了实现社会治理的阶段性目标。2019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完善党委领导、政府

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

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

二、党的百年社会治理史是为人民谋

幸福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

就是一部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一部践行党的

初心使命的历史，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

吸、共命运的历史”。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

治理史，不以对社会管控为目的，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持续发展和升级社会治理能力，

从最初维护人民的生存权利，到保障人民的发

展权利，再到关注人民更高级的权利，始终谋

求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好地为人民谋幸福，

更好地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部主题更加

鲜明的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

（一）积极回应和满足底层社会的诉求。中

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社

会治理主张，通过发动声势浩大的工人和农民运

动，为广大人民谋求权利②。回顾党在革命根据

地时期开展的社会治理实践，其中诸多具有代表

性的做法，都是紧紧围绕为广大人民谋取权利

而展开，积极回应满足了底层社会和劳苦大众的

诉求。同时，积极推进群众路线工作，开展广泛

的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通过为了人民和依靠人

民，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

（二）维护社会秩序和注重底层关怀。新中

国成立以后，建立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计

划管理体制，在加强社会管控和维持社会秩序上

存在明显的优势，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

生存权。加强社会管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

社会的自我发展受到抑制，社会活力和社会创造

力受到窒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在百废待兴

的背景下进行重建，同时还要面对纷繁复杂、危

机四伏的国内外局势，由政府包办社会管理，加

强社会管控，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此

外，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社会缺乏足够的

物质资源和条件以改善民生，党和国家对社会治

理所涉及领域实行严格的分配和包揽、注重底层

关怀、兼顾公平，对维护社会稳定和集中进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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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建设起到了良好的效果③。
（三）为人民谋取更好的发展机会。1978年

我国在“解放思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

引下，正视国情现实，并针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

端，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为适应经济发

展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同步改革了计划

管理体制，放松了对社会的管控，为人民谋取更

好的发展机会，为经济发展注入了社会活力。改

革开放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创造了巨大

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

求，人民的生活质量上了一个大台阶。此外，妥

善处理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

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权益，保障人民群众能够

享受改革发展带来的红利。

（四）全面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

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

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要不断改进社会治理

方式，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使

社会治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内

容。既要致力于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

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又要致力于完善

民生保障制度，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

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改

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实现

全面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目标。在抗

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党始终坚持把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最大限度地保护

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用实际行动维

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诠释了“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理念。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社会治

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党的根基在人

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

兴国的最大底气。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和一切

依靠人民。

（一）坚持一切为了人民，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促进共同富裕，是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措施。促进共同富

裕，不仅要促进收入分配公平，而且要着力促

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机会均等，促进

健康公平，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资源普

惠，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促进共同富

裕，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创

新社会治理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坚持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群

众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人民

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

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中国共产党之所

以能够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

够不断前进，正是因为依靠了人民。在人民面

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

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

所发挥的作用，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

教，向智者问策”。要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现代

化，要坚持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

神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关键要健全党

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

层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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