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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创新，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要以问题为导向，要加强精

细化管理。

创新社会治理，要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

向、目标导向一起抓。因为创新社会治理，群

众需求是出发点，现实问题是突破口，阶段目

标是落脚点，“三个导向”是辩证统一体。这

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的实践标准、

生产力标准、群众拥护标准的具体体现和实际

运用。在实际工作中，只讲某一方面，特别是

忽视目标导向、缺乏绩效考核，容易产生方向

偏离。必须有一套符合科学规律和客观实际的

阶段性目标和量化考核指标，才能确保问题切

实有效解决，才能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实

际需求。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短板，尤其需要尽

快确立和加快实现发展目标。

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设定，应有三

个层次：一是宏观上的体系框架设计，二是中

观上的评价标准制定，三是微观上的绩效考核

评价。近几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密切结合北

京实际，在这些方面作了一些探索和努力。

一、宏观上加强顶层设计，构建社会治理

现代化建设体系框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国家治理现代

化，首先讲的是体系现代化，然后是能力现代

化。社会治理现代化也是如此。在目标导向

下，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体系框架应该包括

哪些“四梁八柱”呢？早在 2011 年，北京市

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的目标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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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社会治理，群众需求是出发点，现实问题是突破口，阶段目标是落脚点，“三个导

向”是辩证统一体。

◆ 关于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设定，应有三个层次：一是宏观上的体系框架设计，二

是中观上的评价标准制定，三是微观上的绩效考核评价。

◆ 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还要坚持目标导向；不仅要有

科学的系统设计、正确的政策引导，还要有明确的量化考核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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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市政府制定颁布的 《北京市“十二五”时

期社会建设规划纲要》 中，就提出了构建“六

大体系”、实现“五个更加、一个广泛覆盖”

的目标任务。2016 年，《北京市“十三五”时

期社会治理规划》 又延续并深化了这个框架体

系，提出在建设“六大体系”过程中，要完善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6+4”

主体结构布局、实现“六个更加、六个明显提

高”的目标任务。即构建社会服务、社会管

理、社会动员、社会环境、社会关系和社会领

域党的建设“六大体系”建设，形成党组织、

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基层组织、

自治组织“六位一体”多元治理格局，提高系

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四

大能力”，努力实现“六个更加、六个明显提

高”目标：一是社会服务更加完善，民生保

障、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二是社会管理更

加科学，城市服务管理精准化、精细化水平明

显提高；三是社会动员更加广泛，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水平明显提高；四是社会环境更加文

明，社会诚信建设、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明显提

高；五是社会关系更加和谐，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水平明显提高；六是社会领

域党的建设更加深入，党组织、党的工作有效

覆盖明显提高。实践证明，这是符合中央精神

又密切联系实际，具有时代精神、中国特色、

首都特点的北京社会建设、改革、治理体系。

这套体系框架，提供了基本工作遵循和明确的

目标导向。

二、中观上明确评价标准，制定社会治理

现代化建设指标体系

围绕“六大体系建设”，北京市明确提出

了“十三五”时期社会治理的 28 项主要发展

指标 （其中，社会服务 9 项、社会管理 4 项、

社会动员 4 项、社会环境 4 项、社会关系 3

项、党的建设 4 项），作为综合评价社会治理

能力水平的基本依据。

从 2013 年开始，北京市已连续四年与上

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合作，依据该评价指标

体系，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

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

计年鉴》 以及 《国际统计年鉴》、联合国 《人

类发展报告》 等权威统计数据，运用数学模型

测算，对全国 31 个省区市、15 个 1000 万以上

人口的超大型城市和北京市 16 个区进行客观

评价，既有纵向发展速度的分析，又有横向相

互比较的评价，同时还将中国放在世界格局中

进行综合比较。在此基础上，每年形成一部

《中国社会建设报告》蓝皮书。

从四年的跟踪研究看，中国内地 31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建设总指数平均得

分呈持续上升态势：2013 年全国平均分值为

69.92 分、2014 年为 72.24 分、2015 年为 75.99

分、2016 年为 76.81 分，四年增长了 9.85%。

这表明，全国各地都在持续发力，不断加快推

进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就 3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社会建设综合指数的横向比较

看，呈现了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北京、上海、

浙江、天津、江苏、广东等发达省市持续领

先；二是西部地区发展快速，2016 年进步指

数排名前 10 位中，西部省 （市） 就占了 7

个。东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差距正在逐步

缩小。

具体到北京市，北京是全国唯一一个社会

建设综合评价指数连续四年保持在 90 分以上

的省份/超大型城市，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在

“六大体系”发展指标中，北京社会服务、社

会动员、社会关系等方面的优势尤其明显，但

在社会管理精细化、社会发展环境营造、“两

新”组织党建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和发展空

间。

这个评价不仅立足中国，还要放眼世界。

除与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相关的若干可比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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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将中国与 G20 其他国家、中等发达国

家、金砖国家等进行比较。《中国社会建设报

告 2016》 显示，在中国与 G20 其他国家社会

建设若干指标的比较中，GDP 增速、失业

率、每十万人口杀人犯罪率、国际入境旅游人

次等指标中国正向排名比较靠前，但人均

GDP、人口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城市

化率、女性人口比重、公共教育和医疗开支占

GDP 比重、每万人口医生数等指标相对比较

靠后。在国际比较中，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特征比较明显。

有了这套评价标准，就可以及时准确地判

断我们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中所处的历史方

位，使之成为活的、有用有效的度量衡，真正

起到了目标导向作用。

三、微观上落细落小落实，提升社会治理

现代化建设精细水平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

一个系统工程，要整体推进，协调发展；这是

亿万人民的共同事业，要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

性，形成合力。只有综合性评价指标是不够

的，要拓展延伸，细化到社会建设、改革、治

理的具体工作领域、各个工作单位和各个工作

方面，形成一个完整的立体评价体系。只有这

样，才能推动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不能像有的

做法那样，标准只是给别人定的，一旦“标

准”在手，就像有了“生杀大权”，任性评判

别人。要敢于刀刃向内，还要有配套的自我评

价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工作真正落到实

处。只有这样的目标导向，才能促进产生内生

动力、形成外部工作合力，才是可持续的。

近年来，北京市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指标体

系。比如：在社区建设方面，制定了 《北京市

社区基本公共服务指导目录》，提出了社区就

业、社保、救助、健康、文教、流动人口、安

全、环境、便民等 10 大类 60 项、近 200 个社

区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简称“1060”工程；

制定了 《“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基本服务设施

标准》，提出了社区便民服务建设若干具体要

求。在社会组织方面，制定了 《市级“枢纽

型”社会组织规范建设考核指标体系》，提出

了 6 大类 60 项具体任务及指标。在企业方

面，制定了 《北京市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指标体

系》，从保障员工权益、诚信生产 （服务） 经

营、维护国家利益、参与社会公益等 4 个方

面，明确了 28 项具体的评估指标及数据来

源，作为评估企业社会责任的依据。2017 年

上半年，又研究制定了 《北京市加快推进城市

副中心社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北京市各区

社会建设工作考核办法》《北京市市级“枢纽

型”社会组织工作考核办法》《北京市非公有

制企业党建工作考核办法》 及细则，通过明确

具体的考核方式、考核对象、考核内容、考核

程序、考核等次及评分标准，从履行基本工作

职能、完成年度重点任务、推动创新实践等方

面，加强绩效考核，而且与经费奖励挂钩，引

导社会领域有效高质做好各项工作。

总而言之，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不仅要

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还要坚持目标导

向；不仅要有科学的系统设计、正确的政策引

导，还要有明确的量化考核指标体系。北京将

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两次视

察北京重要讲话为指导，不断推动社会建设、

改革、治理创新实践，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

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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