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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第

十二个五年计划收官阶段，同时又面临着全面深

化改革的繁重任务。在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常态

的历史时刻，广西坚决贯彻中央的各项决策部

署，全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

风险，积极实施 “双核驱动”战略，构建 “三区

统筹”格局，扎实推进广西法治建设、教育振兴

行动计划、扶贫开发和农民工工作、生态乡村建

设、民族工作、深化与粤港澳及周边省份合作等

重大部署，成功举办第四十五届世界体操锦标

赛、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

务与投资峰会，第八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等

重大活动，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朝着
“两个建成”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

作为广西社会科学院学术品牌之一的社会发

展系列蓝皮书，她荟萃了区内多家学术单位和政

府研究机构众多学者的原创性成果，从就业和社

会保障、人民生活、医疗卫生改革、社会治安、

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景气等多个方面，深入分析

了当前广西社会发展形势和热点问题。本书中的

研究报告均遵循理论分析与社会调查相结合，宏

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联系的原则，以客观、翔实

的社会发展指数为分析预测的基础，对年度广西

社会发展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论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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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分 《总报告》《发展篇》《专题篇》《调查篇》《附录》等五大
部分。内容丰富，涵盖面广，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展示广西社会发展的
新成就。篇首的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广西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

着重从就业形势、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面实施广西居民收入 “倍增
计划”、教育事业、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环境
质量等多个方面展示广西社会建设取得的成就。同时分析了当年广西
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２０１５年社会发展的展望等，对广西社会发
展进行全景式的描述、分析与预测。《发展篇》包括了如 《２０１４年广
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状况与２０１５年展望》《２０１４年广西民
政事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４年广西教育事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４年广西精
神文明建设发展报告》《２０１４年广西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发展报告》
《２０１４年广西社会景气研究》《２０１４年广西社会治安形势分析预测》

等一批反映广西社会建设重要发展的综合性报告。《专题篇》重点就
广西基层民主建设、广西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状况、广西城乡居民收
入状况、广西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的战略、广西社会组织发展现
状、广西老龄事业等进行了分析。《调查篇》精选了一批深入实际开
展调研，以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和信息撰写的调研报告，具有很强的原
创性、实证性，如 《２０１４年广西公众社会心态及未来预期》《２０１４年
广西反腐倡廉建设民意调查报告》《广西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
调查报告》《边境地区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险状况调查报告》等。大量
田野调查得到的数据是从政府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里得不到的，可说
是非常的珍贵，这是本册社会蓝皮书有别于其他蓝皮书的一大亮点。

由于本书作者来自区内各研究机构及相关部门，各篇文章的观点
仅属于作者本人，体现学者对广西社会发展的理解和判断，不一定代
表本书课题组，也不代表作者所属的部门。

本书涉及大量的统计和调查数据，这些数据由于来源不一、口径
不同、调查的时点不同，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仅供参考，引用时
请慎重。

本书得到广西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资助。本书的组稿、编辑及其他
调研活动均由广西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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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９ 广西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状况及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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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篇
１６８　 ２０１４年广西公众社会心态及未来预期

１８５　 ２０１４年广西城乡居民对中国梦的认知调查

１９６　 ２０１４年广西反腐倡廉建设民意调查报告

２１２ 边境地区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险状况调查报告

２２４ 广西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调查报告

附　录
２４０ 附录一　２０１４年广西社会大事记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２５２ 附录二　广西社会经济发展主要经济指标

２５３ 附录三　２０１３年广西各辖市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２５５ 附录四　２０１３年我国西部五省市区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广西社会形势分析
与预测总报告

周可达

２０１４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面对改革发展稳

定的繁重任务，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广西坚决贯彻中央

的各项决策部署，全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

生、防风险，积极实施 “双核驱动”战略，构建 “三区统

筹”格局，扎实推进广西法治建设、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扶贫开发和农民工工作、生态乡村建设、民族工作、深化

与粤港澳及周边省份合作等重大部署，成功举办第四十五

届世界体操锦标赛、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第八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等重

大活动，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朝着 “两个建成”

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

一、２０１４年广西社会发展基本形势

（一）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为社会事业发展提供有

力的保障

２０１４年广西全年生产总值１５６７２．９７亿元，比２０１３年

增长８．５％，其中工业增加值６０６５．３４亿元，增长１０．１％；

第三产业增加值５９２５．１６亿元，增长８．１％。

１．产业结构调整更趋完善，重点产业发展实现新突破。

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１５．４∶４６．８∶３７．８，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分别为６．４％、６０．２％和３３．４％，其中工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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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５１．０％。主要农产品产量继续保持增长，其中，粮食生产实现了四连增。

全年，全区粮食总产量１５３４．４万吨，比２０１３年增加１２．６万吨，超额完成全年

的目标任务。单产达到每亩３３３．５公斤，再创历史新高。

２０１４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１０．７％，高于全国２．４
个百分点。千亿元产业又有新突破，全区千亿元产业已达１０个。电子信息产

业进入千亿元产业行列。食品产业中的主营业务收入、汽车产业及冶金、石化

并列成为三大两千亿元产业。

第三产业增加值不断回升。一季度为４．０％，上半年增长６．０％，前三季

度增长６．６％，全年回升至８．１％。其中，新型服务业呈现较快发展。房地产

市场在调整中提高。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３１５６．５５万平方米，比２０１３年增长

５．４％；商品房销售额１５３２．０５亿元，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１１．４％。旅游业较快增

长。旅游产品体系加快构建，旅游接待能力加快提升。全年，全区旅游总人数

４２１．１８万人次，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７．６％。

２．投资、消费需求平稳增长，出口增势强劲。

固定资产投资缓中企稳。全区全年固定资产投资１３２８７．６０亿元，比２０１３
年增长１６．７％，增速高于全国 （１５．７％）１．０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投资

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１２．７％，第二产业增长１８．７％，第三产业增长１５．５％。

全区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５７１６．６亿元，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１２．５％。

其中，中西药品类增长１５．３％，石油及制品类零售增长１１．１％，粮油食品饮

料烟酒类增长８．８％，汽车类零售额增长８．６％。

全区全年外贸进出口达４０５．５３亿美元，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２３．５％，高于全国

２０．１个百分点。其中出口２４３．３０亿美元，增长３０．２％；进口１６２．２３亿美元，

增长１４．８％。贸易顺差８１．０７亿美元，比２０１３年扩大３５．４８亿美元。

３．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继续增长。

全区全年财政预算收入２１６２．４亿元，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８．１％。公共预算收

入１４２２．０５亿元，增长７．９％。其中，南宁市财政收入突破５００亿元，达到

５２６．６０亿元，增长１１．２％；柳州市超３００亿元，达到３１６．５５亿元，增长

１１．０％。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３４５５．４４亿元，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７．７％，增幅同

比提高０．８个百分点。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１—１１月实现利润７４５．５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３％。

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４．６％，同比提高０．２个百分点。

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为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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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１．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２０１４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内整体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进一步深化，对就业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在此背景下，广西继续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出台了 《关于创新和加强农民工工作的若干意

见》，不断创新公共就业服务体制机制，扎实推进以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应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为重点的各项就业服务工作。全

年城镇新增就业４７．７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９．７２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

现就业３．０１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３．１５％的较低水平，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新增７４．８６万人次。就业再就业各项指标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就业

形势继续保持稳定。

２．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

２０１４年，广西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不断加强完善更加严密的社会保障

网。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简称 “新农保”）、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简

称 “城居保”）合并实施，统一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初步建立；居民医疗大病

保险试点进一步扩大到５个市；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连续十年调整提高。

“五险合一”社会保险数据大集中步伐加快，全区１４个市、９１个县的社保数据

实现了自治区集中。２０１４年全区参加城乡基本养老、城镇基本医疗、失业、工

伤、生育保险人数分别为２２７８．５９万人、１０６７．２１万人、２５８．９８万人、３３８．２１
万人、２８０．２１万人，分别比２０１３年底增加５９．５４万人、３６．２３万人、６．７２万

人、１２．５９万人、９．９７万人；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６３６．７８亿元，同比增加

３８．８２亿元，总支出５９７．６３亿元，同比增加６２．２８亿元；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由２０１３年的月人均１６９８．３０元增加至月人均１８６８．９８元；城镇居民医保财政

补助由２０１３年的２８０元提高到３２０元；社会保障卡持卡总人数达到４３０．６３万人。

３．居民收入 “倍增计划”效果显现。

２０１４年广西把城乡人民的收入和人民的生活改善放在突出的位置，更加重

视城乡居民的收入问题，全面实施广西居民收入 “倍增计划”，其效果已开始

显现。

首先，城镇居民收入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全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５５５７元，比２０１３年名义增长１０．５％，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８．２％。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４６６９元，比２０１３年名义增长８．７％，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６．５％。

其次，广西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实际增长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７５６５元，比２０１３年名义增长１１．４％，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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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三季度看，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同比名义增长和实际增长不仅分别高于全国

０．３个百分点和０．１个百分点，与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名义增长和实

际增长分别快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２．８个百分点和３．０个百分点，出现了农

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的良好态势。

４．教育事业取得新成效。

２０１４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年初召开了全区教

育发展大会，做出了实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打造广西教育升级版的重大决策

部署，出台了 “１＋１７”政策文件，形成了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提高义务教

育公用经费拨款基本标准，制定公办普通高中和职业院校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

准，全面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充分利用贷款贴息、财政奖补等优惠政

策，扩大教育经费总量。改进了教育专项资金分配方式，采用 “先补后建、同

建同补、先建后补、奖补结合”等多种方式，引导和鼓励市县政府加大教育投

入。２０１４年全区教育财政支出达到６６０亿元，拉动社会资金投入２８．９１亿元。

主要指标大幅提升，全面完成年度发展任务。学前三年毛入园率、高中阶

段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７０．４％、８２％、２７．３％，分别比

２０１３年增长４．４个百分点、４个百分点、２．３个百分点，教育三大主要指标同

时增长的幅度历年最高。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９０．３％，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０．３
个百分点。

加大公办幼儿园建设力度，支持各地新建幼儿园１００所、改扩建幼儿园

１００所，有效地缓解 “入园难”“入园贵”问题。

实行精准改造，努力实现农村薄弱学校达到 “两基本” （基本教学条件、

基本生活条件），加快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２０１４年，改扩建义务教育学校

４２００所，购置学生用床１３．４７万套，解决了全区２０６５所学校学生用床困难，

有效缓解 “大班额”“大通铺”问题。

筹措中央、自治区专项资金６亿元，支持各地新建普通高中１２所、改扩

建普通高中８０所，新增校舍面积２５万平方米，加强普通高中图书、教学仪器

设备以及体育运动场等附属设施建设。自治区财政首次设立普通高中贷款贴息

资金５０００万元，支持６９所普通高中建设，带动各地投入普通高中学校建设

９．５亿元。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优质资源，年内验收评估７所高中，自治区示

范性普通高中达到１３９所，实现了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县县全覆盖。

建立职业院校对口帮扶制度和发展激励机制，全面启动县级中专综合改

革，推动县县办好１所新型中等专业学校，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建立中高

职衔接新机制，加快构建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立交桥，２０１４年本科院校对口招收

１５１２名中职应届毕业生，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１３６．４％，高职院校共录取中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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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０６１人，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５６．２％，实现历史性突破。

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稳中有进。

２０１４年以来，广西医改稳中有进，县域内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公

立医院改革继续深化；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切实巩固，基层医

疗机构面貌焕然一新；全民医保体系建设扎实推进。２０１４年，广西在修改完善

前两批试点改革政策的基础上，研究出台了 《关于深入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 〔２０１４〕８０号）、《广西壮族自治区

物价局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我区县级公立医院医

药价格和医保支付改革政策的通知》（桂价医 〔２０１４〕１０６号）等文件，召开全

区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暨政策学习培训会，并于

１１月组织开展全区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督查工作，自治区财政还筹措资金

５．８５亿元，支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到第三季度，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县

（市）已达到４０个，占全区县 （市）总数的５３．３％，试点医院达到１１９家，占

全区县级公立医院总数的５２．７％。

２０１４年，自治区共筹措资金１２．３９亿元，实施基本药物制度零差率销售和

完善基层运行新机制。首先是进一步落实巩固基本药物制度。广西１２７９个乡

镇卫生院和１４７个政府和公立医院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部实施了基本药物制

度，实现全覆盖，９１．５％政府投资建设的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均达到

国家的要求。其次是基本药物供应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管理工作通知》和 《２０１４年广西壮族自治

区常用低价药集中挂网采购实施方案》，完善基层药物使用管理和医疗机构药

品集中采购工作机制。加强基本药物集中采购平台建设。目前，广西药品 （含

基本药物）、医用耗材和检验试剂集中采购均在全区统一的非营利性药品和医

疗器械网上集中采购及监督管理平台、基本药物交易监管平台、医用耗材和检

验试剂集中采购平台上运行。再次，健全可持续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

制。２０１４年，自治区本级财政下达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６．８４亿元、乡镇卫

生院人员基本工资补助２．９５亿元、边境地区医疗服务能力建设资金补助０．８
亿元、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建设资金１．７９亿元。

高度重视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工作，把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作为健全和完善基

层卫生服务体系的重点任务抓紧、抓实。２０１４年全区乡村医生数量比２００８年

增长了１２．１４％，村卫生室就诊人数比２００９年增长２８．８１％。

全民医保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基本医疗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障水平进

一步提升。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末，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５２１７．４２万人，参保率继续保持在９７％以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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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的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３２０元，人均筹资达到

３９０元。重特大疾病保障制度初步建立。目前广西已在７个地级市推进了城乡

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工作，覆盖人数达到２０１８．４６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

３８．２１％。重大疾病保障力度不断增强。截至２０１４年９月，累计有４０．６０万人

次参合人员获得重大疾病补偿，有效提高城乡居民的重特大疾病保障程度。积

极推进医保支付制度改革。从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起，全区所有统筹地区均开展基

本医疗保险付费总额控制工作。加快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推行和健全按人头、

按病种、按床日等为主的复合付费方式。继续支持商业保险机构发展。不断拓

宽保险业服务领域，积极参与医疗保险领域。１—９月，广西保险业承办新农

合、城镇居民大病保险，城镇职工、城镇居民、机关事业单位、公务员大额补

充医疗保险等业务覆盖人数７０．３５万。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取得积极进展。

截至２０１４年９月底，广西共有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１８８４９所，占所有医疗机构

总数的５５．５３％。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总数８０２２张，占全区总床位数的

５％，门急诊人次总数５２１６．５万人次，占所有医疗机构门急诊人次总数

的２３．７４％。

６．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各地按照自治区民政厅下发的 《广西社区管理服务创新体制改革实施方

案》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广泛开展创新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经第三方独

立评审，民政部已确定南宁市青秀区、柳州市柳南区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

城区，南宁市新竹街道、民生街道，柳州市银山街道、桂林市东江街道等４个

街道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街道，南宁市新竹社区、柳州市白沙社区、桂林

市清秀社区、梧州市桂北社区、北海市侨南社区等２２个社区为全国和谐社区

建设示范社区。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有效推进。２０１４年，自治区民

政厅、发改委、工信委、公安厅和财政厅等５部门联合下发 《关于推进社区公

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的实施意见》（桂民发 〔２０１４〕２３号），大力推进社区

信息化建设。村 （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圆满完成。２０１４年，广西村

（社区）“两委”进行集中换届。１００％的村 （社区）党组织实行 “公推直选”，

１００％的村 （居）委会实行公开竞选，１００％的村委会和８７％的居委会实现了直

接选举，１００％的村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换届一次性选举成功率达９９．９％。

基本上做到了党委政府满意、群众满意，实现了 “阳光选举，和谐换届”的工

作目标。全区共选举产生新一届村 “两委”干部 （含农村社区）１１０１４４人，城

市社区 “两委”干部１０９４７人。与上届相比，新一届村 （社区） “两委”班子

整体呈现出 “两高一优”的特点，即文化素质提高、女干部比例提高、年龄结

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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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良好。

２０１４年，广西以 “基层建设”为主题，以 “环境安全”为主线，落实基层

环保能力建设，加强环境安全，坚决打好环境安全、污染减排、大气和水污染

防治、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基层环保能力建设 “五场战役”，全力保障广西环

境安全，主动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２０１４年广西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保持

良好。

２０１４年来，广西氮氧化物年度排放总量大幅削减，扭转了连续３年不降反

升的状况。为加大减排力度，对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上半年未完成氨氮减排任

务、污染减排工作严重滞后的地区实施环评限批，暂停审批除民生工程、节能

减排、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外的涉及氨氮排放的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突出抓好减排责任书项目落实、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

设、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及老旧机动车淘汰等重点工作。２０１４年，广西需

完成的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责任书项目２５项，截至当年１２月底，已完成

２３项。

农村环境越来越好。自开展 “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以来，广西深入

开展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截至２０１４年，广西累计投入１２．６亿元，建成并

运行了１３１９座村屯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受益村屯的生态环境焕然一新，初

步改变了过去 “脏乱差”的村容村貌。集中清理小溪流、河流、湖库、池塘、

沟渠，共打捞出生活垃圾和畜禽尸体２０．５万吨；统一规划建设畜禽养殖场、

小区３９０３个；４万多处污染严重的池塘、沟渠得以重现生机。在投入巨大的人

力物力进行环境大整治的同时，广西各地还积极探索建立长效机制，确保农村

环境连片综合整治项目长期有效运行。

二、２０１４年广西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事业的发展

投资增长后劲不足。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１６．７％，为２００３年以来最低，

增速同比回落５．１个百分点。全年基础设施投资３９０６．９２亿元，同比增长

１３．７％，回落１２．８个百分点。２０１４年１—８月，广西亿元以上项目占全部投资

额的比重仅为２７．３％，排全国倒数第一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３３个百分点；

１—１２月的比重仅提高到２８．９％，投资完成量小，支撑乏力。投资增长乏力成

为拖累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也是未来一段时间经济下行风险的主要根

源。民间投资意愿减弱，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带动房地产投资持续下行，税收

和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偿债进入高峰期，地方政府投资能力受限，基础设施投

资增长难度加大，受预期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影响，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外商企业

投资步伐放慢。新开工项目减少，目前新开工项目增速低于近１０年２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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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水平约５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增速放缓。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１０．７％，低

于预期３．１个百分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加值增长９．９％，比２０１３年回落

３．６个百分点；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１３．３％，比２０１３年回落６．４个

百分点；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９．８％，比２０１３年回落３．１个百分点；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７．８％，比２０１３年回落３．０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生产

和供应业增长２．５％，比２０１３年回落２．５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中大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批发和零售业增长６．４％，低于２０１３年

２．６个百分点；房地产业增长５．０％，低于２０１３年０．５个百分点；非营利性服

务业增长４．７％，低于２０１３年１．５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增加值增长

４．９％，低于２０１３年０．３个百分点；金融业增长１４．９％，低于２０１３年７个百分点。

（二）城乡居民增收仍存在较大的制约因素

受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环境影响，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着种种挑战，职工工

资增长幅度放慢。同时物价上涨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居民实际收入缩水

和购买力下降。

近年，广西支柱产业———甘蔗受国内糖价、普通糖料蔗收购首付价下跌的

影响，产量同比下降２．１％，增速较２０１３年回落５．６个百分点。糖料蔗收购价

格的大幅下降，不仅减少了农民的收入，还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蔗农的生产

积极性。目前广西不少地区农村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的专业户 （公司）经营责

任制的改革仍相对滞后，土地流转多数还停留在方便或口号上，真正实施的

少，导致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低，影响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三）就业压力仍然较大

一是高校毕业生就业任务仍然非常艰巨。二是由于结经济下行、化解产能

过剩和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出现的减员、待岗等结构性失业问题。因此，如何

确保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落实，妥善解决下岗分流职工的再就业仍然是一个

突出的难题。

（四）社会治安问题仍然突出

除各种群众反映强烈的治安问题外，各种多发性侵财犯罪和非法集资、传

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量大面广、居高不下，直接侵害民生、群众深恶痛绝的电

信诈骗、食品药品安全、环境污染、制售假农资、制贩毒品等犯罪问题突出。

一些地方杀人、爆炸等重大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带有季节性特点的 “两抢一

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活动突出。此外，当前宗教极端思想加快传播，非法宗

教活动屡禁不止。因经济纠纷、劳资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土地纠纷、

非法集资、民间借贷、工资兑付等问题诱发不安定因素，矛盾激化酿成个人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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