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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9/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5_85_AC_c26_649646.htm 【政府声音】 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2011年2月19日上午

在中央党校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

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

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

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

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

建设，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

好秩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

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社会现状】 我国仍处于经济转轨、

社会转型、社会矛盾多发的特殊历史时期，日益复杂多样的

人民内部矛盾，各种传统的、新型的社会治安问题等，仍然

是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其中，社会矛盾触点多、

燃点低、处理难，也表现出明显的“体制性思考”特征，即

使事件平息，对于政府的行政体制、公共管理方式的思考与

争议仍余音缭绕，而由此引发的参与政治、民主管理的热情

，日渐高涨。 来自各地主管部门的信息显示，当前社会管理

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成为难点，一些



城中村、城乡接合部成为社会服务管理的盲区，特殊人群的

帮教管理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网络等新兴事物衍生的社会

问题的有效治理还需进行制度创新。 针对这些问题，社会管

理能否及时跟进、有效应对，能否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有所创

新，不仅是对相关社会管理职能部门能力的考验，更是对我

们党执政能力的考验。 【主要问题】 对于当前社会管理中存

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五大方面： 首先，与市场经济体制相

适应的管理体制、管理理念还没有完全形成、确立； 第二，

管理的体制、格局与现在快速流动的社会、快速变动的社会

结构，高度复杂化的利益结构和人民的多元化的要求不相适

应； 第三，在机制上，特别是在维护群众利益、协调利益关

系，群众利益诉求表达的矛盾纠纷调处的机制上有很多缺陷

； 第四，管理方式上，不太善于运用法律手段； 第五，在管

理载体上有很大缺陷。 【解决对策】 要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

化水平时，主要应从五大方面入手： 首先，各级领导干部要

加强学习，要学习发达国家有益的社会管理，特别是“社会

治理”这些新问题、新举措、新办法。要动员社会多元力量

，多元主体来共同参与社会化； 其次，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

群众要善于从中国自身历史文化传统里面寻找资源，汲取智

慧。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上都

有东方文化、儒家文明相适应的一些独特做法，应该注意总

结、挖掘，加以运用； 再次，要善于运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

，特别是信息技术。减少行政成本，方便群众； 此外，还要

加快法治建设、法律建设，加强立法工作。现在一些社会领

域的立法是处于空白状态，一些法律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

变化需要； 最后，要对各级领导干部加强这方面的培训，让



他们有理念、意识，掌握这些技术和手段。 【三大要点问题

】 一、警惕“五大不公感”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需要警惕

以下“五大不公感”诱发大的社会事件： 一是分配不公感； 

二是机会不公感； 三是起点不公感； 四是参与不公感； 五是

话语权不公感。 这些不公感的情绪如果长期积累，就会降低

人与社会、民众与党和政府、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度，甚

至受这些情绪左右，进而让一些孤立的、个体的、局部的矛

盾演变为大规模、群体性的事件，给社会稳定带来损害。 从

当前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来看，起因往往都很简单，甚至

是一个民事纠纷，根本谈不上是社会矛盾，但最终却导致了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从一定意义上说，群体性事件中的情绪

因素要大于矛盾纠纷本身，一些参与者甚至是凭着感觉走到

了事件当中，在情绪的发酵下积聚了破坏的力量。 而随着改

革的不断推进，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从过去的静态变成了

现在的动态。比如当前社会客观上存在体制内的人和体制外

的人，由于体制不同所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差异，加剧了社会

心态的分化。例如在机关退休的人员，比在企业退休的人员

的社会保障水平要高，尽管国家已经多次上调退休人员养老

金标准，但差距还是很大，因此企业人员心中存在一定的情

绪，生长不公平感。 另外，垄断行业的高福利与其他行业形

成鲜明反差，带来的是不同行业之间的不公平感，等等。当

情绪从个体蔓延到群体，从一个群体蔓延到关联群体，由此

带来的社会矛盾必然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和一定的对抗性，

一旦矛盾转化为事件，其带来的破坏结果也是严重的。 政府

方面应该看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社会各群体最容易

形成的共识。党和政府也一再强调，必须保护人民群众的合



法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护权益本身不是社会矛盾，党

委政府及社会各群体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防止群体性事件

升级的好办法，是尽快查清真相，及时披露相关信息，领导

干部要靠前指挥，果断区分善意和恶意，善意表达要引导解

决，恶意破坏要坚决打击。 二、激活社会资源化解矛盾 目前

，我们应对风险显然是有办法的，关键要认真运用。源头控

制就是有效的办法。 比如说城市拆迁是当前表现较为激烈的

社会矛盾之一，解决这个矛盾不是说所有城市都不拆迁了，

正常的拆迁改造也是城市发展的需要，但“蛮拆”、“任意

强拆”等行为时常发生又不利于拆迁矛盾的解决。 国家有关

部门对这个领域内的风险就应该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比如

一个城市动辄一年就要拆迁百万平方米以上的房屋，这个拆

迁决策是如何作出的，拆迁补偿标准是如何确定的，居民是

如何安置的，等等。 这些环节都需要给予认真审查，由于这

个行为涉及公共利益问题，因此所在城市人大部门应该列入

监督审查的事项，政府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人大可以依法

否决政府作出的决策。挡住一个不科学的决策，甚至是乱决

策，自然就从源头上挡住了一个诱发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客

观地说，这些年来，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的机制，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整个社会矛盾的解决不能只有体制内

的一股力量，需要激活社会各个层面的资源。 三、以好的预

期疏导社会情绪 毫无疑问，建立一个和谐、有序、安宁的社

会，是各阶层、各群体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当前，要看

到这是有利于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大思想条件。 应当从三个方

面去整合社会认同和积聚和谐力量。 (1)在解决社会矛盾的过

程中引导社会各方面生长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从大的方面



讲，解决一个全局性的矛盾，就要完善一批法规制度。 比如

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矛盾，就是要通过税收、财政分配等政

策性措施来进行根本性的调整，而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培育

社会正确的财富观点、正确的价值观和平和的社会心理，遏

止“仇富”或“仇穷”社会心理的生长。 (2)决策过程中“少

一些替民作主、多一些让民作主”。各级党委政府处在决策

的高端，有天然的决策优势。另外，党委政府本身有一套决

策机制，有理由相信党委政府具备较好的决策能力。 但是涉

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决策，涉及复杂事项的决策，涉及多种利

益冲突的决策，社会的期待是要公开透明，有序发动社会各

群体集思广益，要允许讨价还价，要允许坐下来进行谈判，

等等。显然，当前这方面的努力与社会期待还有不少差距。

如何把决策变成和谐因素而不是矛盾因素，需要更多的智慧

和勇气。 (3)用好的预期去疏导社会情绪，把社会矛盾的燃点

拉高。整个国家和社会朝哪个方向发展，阶段性的目标是什

么，困难是什么，人民群众可期待的生活是什么，这些都构

成了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共同预期，预期是正向的，社会情绪

和心态必然就会趋向平和，但预期如果是相反的，那么社会

的情绪燃点必然就会很低，社会心态也难以整合。 应该说，

当前的社会预期是正向的，所以社会风险总体可控可解，这

是一个有利条件，关键是要利用好这个条件，为国家和社会

的长治久安多做打基础的事，少做留遗憾的事。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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