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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的完善必须转变社会发展

方式。设计合理的社会动员机制，塑造一个充满

活力和生机、稳定有序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现

代社会发展方式的必要组成部分。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需要审视社会资源的

动员机制。探索社会资源的动员机制，这个问题

主要是要搞清楚哪些社会资源是由市场机制配

置，哪些是由志愿机制动员。市场机制是人类迄

今为止找到的配置资源最有效方式，它在明晰产

权和完善公平竞争环境的边界条件内，最大限度

发挥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但绝不能把

市场配置资源当作唯一的社会资源动员方式，因

为，单纯依靠市场，就会把市场变成市场社会，

市场经济将不再是实现人类福祉的手段，而成为

人类生活的本身，那将是人类真正的悲哀。如果

说，在市场经济领域，价格机制是配置资源的基

本手段，那么，在社会领域，志愿机制是动员社

会资源的重要手段。

志愿机制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义。第

一，是什么机制在激励人们不为报酬而把自己的

时间、精力、知识贡献给他人；第二，社会如何

去建立和完善这个机制，以便动员更多的资源来

促进社会进步，而不是仅仅靠政府的动员。

如何完善志愿机制，最大限度发挥志愿机制

的作用，是完善社会体制的基础性工作。首先，

鼓励和支持志愿服务的根本目的是，在利己主义

之外寻找利他主义的社会环境，并努力促使利己

主义和利他主义并行，以建立支撑当代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基础。持续的社会参与源于有

力的社会动员和光明的发展前景。当每一个志愿

者都认为这种活动会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利时，

他们就会积极地参与。志愿机制也有助于遏制社

会组织的营利化趋向。其次，利他主义减缓了财

富的分配不公和社会分化，扩大了公共领域，导

致了资源在公共领域配置，还导致了政府对非营

利组织的规制。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公共领域

不断壮大。我们似乎看到，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扮

演着一个中间角色。一方面，它介入了市场领

域；另一方面，它又介入了社会领域。而它介入

社会领域主要是通过公共服务的管制和供给来实

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又是超越公共领域

的。利他主义曾是一个被遗弃的阶段性问题。但

资本主义被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的时候，稻圣和

夫 （DDI 电信创始人） 认为利他主义其实是资本

主义发展初期的伦理规范，也正是它促进了资本

主义的快速发展。而现在经济领域出现的诸多问

题，正与利他主义这种资本传统被人们遗弃有

关。现在人们重拾利他主义，说明了资本主义伦

理已经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人类需要

参与社会并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实现相互的需要。

志愿服务体现了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它无论对

个人还是社会福祉都至关重要。人类共同体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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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价值分享体系。分享和竞争都是人类重要的

价值要素，它们分别支撑着不同的人类行为，并

构成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价值基础。

培育志愿机制，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社会

的关系。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前 30 年是通过完

善市场经济体制来释放市场主体活力的话，那

么，进入新世纪以来，需要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

格局，充分动员公众参与社会生活。一方面，通

过这种参与来实现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使经济

社会发展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另一方

面，通过公众参与使居民承担起更多的社会事

务，减少政府在公共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投入和负

担，实现社会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志愿机制的

社会基础是社会共同体，诸如家庭。家庭是建立

在个人相互亲密熟悉基础上的，感情、习惯、理

解和传统习俗使人们可以成为生活共同体。家族

也是如此。家庭是不能完全用市场或者经济理论

来解释的，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费孝通就发现

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不同，在谈到当时实行的

保甲制度，费孝通提出：“生活上相互依赖的单位

性质和范围却守着很多自然的、历史的及社会的

条件所决定。我们不能硬派一个人进入一个家庭

凑足一定的数目。同样的地方团体有它的完整

性。保甲都是以人数来规定的，而且力求一律化

的。”反思历史，从历史上的保甲制度，到新中

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再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的社区建设，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单元相对独

立，可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政府组织社会活

动，若是不贴近人民的生活，其效果则会是事倍

功半的。

培育志愿机制，还需要提升思想界对这个问

题的认识。当人们仅仅把中产阶级视为具有相当

购买力水平的富裕群体，而不需承担一定社会责

任和具备一定公共意义的社会成员，这至少说

明，社会生活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形成以利他

主义为纽带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任重道远。在

个人主义被无限放大的社会，背后隐藏着恐惧、

焦虑、郁闷，自重、自强、感恩、珍惜荡然无

存，个体不属于任何地方、任何群体，这是怎样

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家园？要改善如此这般的内心

世界，重建以社群意志作为和睦基础的精神家

园。在现代社会，社群的意志通过行为准则、民

主、公众舆论、法律、法规公正无误地表达出

来。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机勃勃、真正持久的共

同体生活才能建立起来。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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