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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上海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在中央综治委的指导下，在上海市委的坚强领导和

全市综治系统的共同努力下，各方面工作取得长足进展。全市综治系统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化“三项重点工作”，推进“三大建设”，不断创新探索，

优化组织机制，推动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强化源头治理，构建调解网络，减少和化解社会矛

盾；融汇服务管理，促进社会融合，加强来沪人员服务管理和特殊人群关怀帮扶；创建基层平

安，密织防控网络，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全市公众安全感评价连续三年达到超过

８０分的高位水平；夯实工作基础，共治和谐家园，加强基层社区建设与管理，为努力实现建

设最安全的大都市和法治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的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

难能可贵的是，在全面推进各项综治实务工作的同时，全市综治系统加强了综治理论的

研究。事实上，综治理论的发展是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提升的重要源泉。当前，发展改革步

伐日益加快，民生问题显得日益紧迫，党中央把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推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

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

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

会管理机制。面对日益繁重艰巨的综治工作任务，我们迫切需要深化有关综治基础理论研

究和应用型政策研究。

上海市综治办、市综治研究会、市综治研究所每年牵头联合拟定了若干课题方向，各条

线、各单位也都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深入调查研究，着力破解社会管理面临的最突出、最紧迫

问题。２０１２年，市综治办等单位确定了创新现代都市社会管理体制机制、预防和化解社会

矛盾、实有人口和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基层社会管理的路径选择、构建保障社会安全稳定

的机制等５个方面的选题，各实务部门和理论研究单位围绕着这些选题，开展了一系列的调

查研究，并形成了一批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反映了全市综治系统的创新实践和思考探索，为

推动全市综治工作的科学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理论来源于实践，更重要的是用于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将部分优秀成果结集出版，这

既是对综治理论研究工作的肯定，更是希望能在更大范围内发挥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实际工

作的指导借鉴作用。在此，我也对广大课题研究人员和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长期以来对

综治研究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后一段时间，本市将继续深化平安上海建设，根据党的十八大关于深化平安建设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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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批示，以及深化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

神，紧密结合本市实际，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深入推进平安建设，为上海的平安、和谐作出我

们应有的贡献。也希望各有关单位和理论研究人员，从全局高度认识、统筹规划平安建设，

以群众满意为导向，切实解决影响社会秩序与城市安全的突出问题，探寻合适的工作理念和

实践路径，深入探索综合治理和平安上海建设的规律，为各级党委政府和综治组织科学决

策、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建议。

姜　平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 目　　录 ００１　　　　

目　　录

序　姜　平 　１……………………………………………………………………………………

一、创新现代都市社会管理体制机制

平安上海建设的成效经验和深化路径　上海市综治办 ５………………………………………

社会管理法治化进程中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发挥　沈志先 １０………………………………

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考　乐伟中 １７……………………………………………………

创新社会管理与改革行政审批工作的若干思考　上海市司法局审改办 ２２…………………

安邦定国的三大举措及其坐标　金其高 ３０……………………………………………………

城管改革的突破口是限制和规范公权力　汤啸天 ４３…………………………………………

论社会协商机制的法律建构　安文录 ５３………………………………………………………

社区综合管理联勤联动工作的评析与思考　朱黎明　夏咸军 ６１……………………………

公安社会管理创新之多重向度　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课题组 ６８…………………………

关于创新街镇协管员队伍管理模式的思考

　———以嘉定区真新街道为样本　虞　浔 ７７…………………………………………………

司法行政机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若干问题研究　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８２………………

以法治文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赵魁浩 ８８……………………………………………………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视域下行政服务机构建设若干问题研究　上海市司法局审

　改办 ９２…………………………………………………………………………………………

构建信息化支撑下的“大综治”社会管理模式

　———以静安区建设“大综治”信息化系统的探索与实践为例　上海市静安区综治办课

　题组 １０１…………………………………………………………………………………………

关于群众工作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点思考　居长鸿　胡　然 １０７……………………………

关于积极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思考　方士雄　鲁　兵 １１２……………………………………



００２　　　　 平安上海建设探索与思考２０１３ ＜＜
　 　■

二、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中居民群体利益矛盾的表现、特点及诉求表达途径　李建中 １２０………

化解官民冲突、建设公平和谐社会的战略考量　高慧开 １２８…………………………………

信访中的非合作博弈及其最优策略探究　李　文 １３５…………………………………………

调解培训与教学的实训环节

　———功能分析与机制设计　周　怡 １３９………………………………………………………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商事调解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以上海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为视角　张　巍 １４６……………………………………

发挥人民调解群众工作优势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上海市司法局基层处课题组 １５０…………

发挥人民调解独特优势化解物业纠纷　上海市徐汇区司法局 １５６……………………………

化解动拆迁矛盾的若干思考　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综治办 １６１…………………………

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化解创新　上海市奉贤区委政法委 １６７…………………………………

深化长宁区大调解工作体系建设研究　上海市长宁区司法局 １７４……………………………

人民调解在服务外来人口管理中的作用价值及其实现

　———以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平邑来沪人员居住地调委会实践为例分析　辛忠波 １８１……

外来务工人员调解工作的探索与思考

　———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调解工作为例　庄志华　陈　思 １９３……………………………

三、实有人口和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

青少年社会服务方案开发研究　费梅苹 ２０６……………………………………………………

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群体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工作模式研究

　———以闵行区全国重点青少年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试点工作为例　杨　峻　陈　超

　黄小力　王　凯 ２１６……………………………………………………………………………

关于进一步加强来沪人员服务管理的调研报告　顾月弟　赵友刚　程雪峰 ２２２……………

本市户籍人户分离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机制建设研究　上海市安帮办课

　题组 ２２９…………………………………………………………………………………………

创新特殊人群管理　推进本市社区矫正工作新发展　郑　炜 ２３５……………………………



■　　 　
＞＞ 目　　录 ００３　　　　

新航社工教育培训工作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上海市社区矫正办 ２３９……………………

涉罪外来流动未成年人帮教和家庭教育环境改善　叶国平　汤汝燕　陆海萍 ２４４…………

社区矫正“上海模式”的完善　鲍慧民　陈春丹 ２５０……………………………………………

我的未来不是梦

　———关于上海市未成年犯刑满释放后的生存现状及对策分析的社会调研报告

　袁　梦　邓翡斐　章依群　马姗姗 ２５６………………………………………………………

社区实有人口之公共服务和管理　上海市长宁区程家桥街道综治办 ２６３……………………

试论团体治疗模式在戒毒工作中的应用　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综治办 ２６８……………

黄浦区实有人口综合服务和管理工作现状及思考　上海市黄浦区综治办　黄浦区

　人口办 ２７７………………………………………………………………………………………

四、基层社会管理的路径选择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法院整合社会法律资源组织法律志愿服务的探索　王信芳 ２８６………

强化基层民主建设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

　———浦东新区合庆镇“１＋Ｘ”村民自治模式研究与分析　上海市浦东新区综治办课

　题组 ２９２…………………………………………………………………………………………

徐汇区推进城市综合管理创新的调研报告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徐汇区综

　治办 ２９７…………………………………………………………………………………………

特大城市“大型社区”社会治安管理研究

　———以松江为例　上海市松江区委政法委　上海社会科学院 ３１３…………………………

关于加强闵行区大型居住社区社会管理与民生服务的课题调研报告　上海市闵行

　区委政法委课题组 ３１９…………………………………………………………………………

论协调社会各方利益　进一步提升社区自治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上海市虹口区

　欧阳路街道党工委课题组 ３３３…………………………………………………………………

农村社区化建设的若干思考　上海市崇明县综治办课题组 ３３９………………………………

论现代社区管理体制法治化路径选择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街道综治办课题组 ３４４………

信息化为基础的城市综合管理机制

　———以宝山区顾村镇为分析样本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 ３５２………

紧扣松江区域特点　突出司法功能定位　有效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张长青 ３５７……………



００４　　　　 平安上海建设探索与思考２０１３ ＜＜
　 　■

党员志愿者工作室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的实证研究　上海市长宁区委组织部 ３６３……

钻石模型下的慈善超市管理机制创新分析

　———以上海市上钢新村慈善超市为例　董　雪 ３７１…………………………………………

借力文化建设　创新社会管理　上海市长宁区发展改革委 ３８３………………………………

五、构建保障社会安全稳定的机制

浅析群体性事件　王瑞山 ３９２……………………………………………………………………

治安顽症类犯罪防控体系建设　王宗光　杲祥华　高　欣 ４００………………………………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与创新　上海市金山区综治办 ４０８……………………………………

“两抢一盗”犯罪防治机制的构建　王宗光　龚　雯　钱　晔 ４１４……………………………

市郊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与创新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课题研究报告　上海市奉贤区综治办 ４２０………………………

关于青浦城市综合管理联勤工作实践与思考　肖　飞 ４２５……………………………………

职务犯罪社会化预防体系的构建　上海市闸北区检察院课题组 ４３０…………………………

网格化城市管理和网络化综合治理机制建设的分析与探讨　上海市浦东新区综治办

　课题组 ４３９………………………………………………………………………………………

微博时代徐汇区网络舆论应对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上海市徐汇区综治办　徐汇区

　政协社会和法制委联合课题组 ４４４……………………………………………………………

在社会稳定视野下的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研究　上海市金山区委政法委课题组 ４４８…………

后记 ４５４……………………………………………………………………………………………



书书书

一、 创新现代都市社会管理体制机制



点评

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是社会转型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

要，也是各级政府应对社会矛盾多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紧迫任务。但如何创新社会管

理机制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理论指导实践，正确的理解社会管理创新是必要前

提。上海市综治理论和实务工作者对此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

沈志先的《社会管理法治化进程中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发挥》从依法治国的大背景，提

出坚持法治，努力实现社会管理法治化才是真正的社会管理之“道”这一鲜明的主题。围绕

这个主题，首先在宏观方面比较系统地论证了实现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指明

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实现路径，其次在微观方面详细地论证了案例指导制度的法治意义和

功能，特别是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上海法院推进案例指导制度的经验和作法。全文有理论阐

释，有实证研究；有宏观论证，有微观操作，对于法院系统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具有指导性。

乐伟中在《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考》中，对于社会管理创新基本涵义的探究和现

实价值的论证，对于指导社会管理创新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特别是在深入推进社会

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上，既符合社会管理创新的本意，又具有实践经验总结的蕴含。

社会管理的主体即政府，社会管理创新能否推进也在政府，政府既是社会问题的制造

者，也是社会问题的解决者。当前，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个根本性问题。政府如何从计划经济

时期的管理体制和思维转变到市场经济时代的管理体制和思维，决定着社会管理创新的成

败。而改革计划经济时期产生和形成的行政审批制度是提升服务政府管理效能、规范行政

行为、促进廉洁廉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有效举措。上海市司法局审改办在《创新社会管理与

改革行政审批工作的若干思考》中，对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改革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提出

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长治久安之策，定国安邦之计，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社会管理综合

治理是其新的载体和形式，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金其高在《安邦定国的三大

举措及其坐标》中，从“大治安”的视角，将“新时期，新综治”，从“法、情、理”三个维度进行解

读，提出了法治综治、和谐综治、科学综治的新观点，并对以上三种综治如何操作提出了具体

的建议。这些观点对于推进社会综合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城管执法的困境重重，压力增大，社会舆论屡屡诟病，如何破解难题，冲出困境，一直是

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问题。汤啸天在《城管改革的突破口是限制和规范公权力》中，从限

制和规范公权力作为城管改革的突破口，提出了城管改革必须摆正基点，不能等“实绩经

营”；必须从善治入手，实现公共治理；必须还权于民、让利于民的思路，对于城管执法具有积

极意义，也可谓破解城管执法难题的良方。

社会协商机制法律建构的实质是用法律手段确保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和行使主人权

利，帮助国家机关克服官僚主义和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国务活动的“透明度”和决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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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民主性。因而，社会协商机制法律建构对于切实保障人民参与国家事务和行使其他方面

的民主权利，具有重要意义。安文录在《论社会协商机制的法律建构》中，从社会协商机制法

律建构的构成要素和社会协商机制法律建构的具体实施两个方面进行了较全面地论证。

社区综合管理联勤联动工作机制是上海市基层社区联合执法的创新机制，对于综合协

调、调度城市管理权与行政执法权，统筹地区社会化参与，依法维护社会秩序，管理城市公共

空间，保障城市健康运行，促进市民和谐相处具有重要意义。朱黎明、夏咸军在《社区综合管

理联勤联动工作的评析与思考》中，较全面地梳理了上海市各基层社区联勤联动的创新点，

分析了问题和挑战，并由此提出了深化与拓展联勤联动机制的具体建议，对于进一步完善联

勤联动工作机制具有积极作用。

公安机关是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主力军，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虹口公安分局课题组的《公安社会管理创新之多重向度》对公安社会管理创新进行了多

重向度的解读，比较全面地探讨了公安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原则、基本策略和实现

途径，对于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具有一定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城市街道协管员是一支重要的辅助执法、辅助服务的管理队伍，如何加强这支队伍的有

序、有力、有效的管理，充分调动积极性，挖掘潜力，提高素质，发挥作用，是应当引起重视和

亟待解决的问题。虞浔《关于创新街镇协管员队伍管理模式的思考》一文以某街道为样本进

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证分析，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即打造一元化统筹领导模式；完善规范化管

理制度体系；形成分类化调配使用机制。

司法行政机关本身所具有的法律特征和社会属性决定了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独特功能

和作用。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司法行政机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若干问题研究》正确认识

司法行政机关在创新社会管理中的功能定位，努力寻求司法行政机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的切实有效的途径的有益探索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符合司法行政工作实际，切合社会管理

创新的主题。

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是建成小康社会，而小康社会必然是包括高度物质文明、高度

精神文明、高度政治文明的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法治文明。法

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和重要标志，是区别人治统治的治国理念。在现代社会，

“法治”、“法治国家”的观念已广为接受并成为历史潮流。而近代以来的历史也说明，一个国

家，无论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快慢，无论其政治形态、国情、传统多有自己的特色，要构造一个

充满活力的社会，就必须使这个社会朝着正义、公平、法治、平等、民主、自由、人权、责任、信

用、效率、权力制约等方向不断努力，在推进法治进程的过程中，注重推动社会的法治观念的

进步。唯其如此，才能使一个国家跟上时代的潮流，最终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鉴于此，赵

魁浩《以法治文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法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提出了

法治文明建设要注意解决的若干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各级政府积极探索行政审批制度

的改革，而行政服务机构的设立作为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措施

之一，有效地规范了行政审批程序，简化了行政审批流程，公开了行政审批信息，为解决行政

审批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因而，各级政府积极推进行政服务机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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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相继出台了各类规范行政服务机构建立与运行的政策性指导文件，创造了不同模式，取得

了明显成效。为加快行政服务机构的建设，适应社会管理创新的需要，上海市司法局审改办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视域下行政服务机构建设若干问题研究》一文提出了具体的对策：规

范行政服务机构的名称；界定行政服务机构的职能；加强行政服务机构的网络设置。这三点

建议具体实用，具有可操作性。

静安区综治办从“大综治”的视角，积极探索社会管理的新思路、新途径、新办法、新举

措，将“手段信息化”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科技支撑，建设全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信息

化系统，整合全区社会管理领域的基础数据，配以相应的流程再造和制度保障，借助科技手

段来支撑扁平化社会管理模式，初步构建了信息化条件下的“大综治”社会管理体系，其经验

值得借鉴和推广。

社会管理说到底就是对人的管理，也就是做好群众的工作。也可以说群众是社会之本、

创新之源，社会管理创新离不开群众，社会管理创新目标是为了群众，群众工作是加强和创

新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要求我们能够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加

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在工作中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民的利益和诉求，通过管理来提升服务群众

的能力，最终实现群众的利益。居长鸿、胡然的文章《关于群众工作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点

思考》从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目标———以人为本，服务群众出发，对社会管理创新的群众工

作进行了诠释，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的主体之一，在“强政府、弱社会”的情势下，如何推动社会组织的

发展，方士雄、鲁兵《关于积极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思考》一文给我们做出了明确地回答，从

上海市近年来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的举措入手，根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要加快形成政社分

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新要求，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提出了“要继续

加大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力度，以健全法规制度为切入，推动社会组织发展良性运行；要探

索建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制，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等新举措，这对于社会组织建设具有

指导性。

严励　（上海政法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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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上海建设的成效经验和深化路径

上海市综治办

　　２０１３年５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平安中国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把人民群众对平安中国

建设的要求作为努力方向，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在江苏省苏

州市召开的深化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提出要求，积极适应小康社会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

期待，在更高起点上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下一步，平安建设怎样定位？如何深化？本文

拟对上海市平安建设有关成效和经验进行总结梳理，分析当前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形势的

新发展新变化，对新形势下平安上海建设的定位和发展进行思考。

一、“平安上海”建设成果显著，为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２００５年上海市开展平安建设以来，刑事犯罪案件平稳可控，人民群众安全感稳中有升，

综治工作在社会各领域得到充分展示和实践，特别是经过“平安世博”的锻炼和检验，成果斐

然，为上海的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经济发展、群众安居乐业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加强对平安建设的组织领导，促进了社会管理体制的逐步优化。市委、市政府每

年召开平安建设推进大会，主要领导亲自动员部署，签订综治和平安建设目标责任书；各级

党委政府始终把平安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放在突出位置，纳入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总

体规划；切实发挥政法综治部门的主力军作用、综治成员单位的骨干作用、人民群众的主体

作用，实现资源整合、工作联动，平安建设影响力与日俱增。

（二）积极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的局面。建立重大事项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机制，注重源头预防，强化矛盾纠纷的滚动排查，全面推广基层信访代理工作机制；

完善大调解工作体系，健全区县法院诉调对接中心、街道乡镇司法所、居村委调解工作站三

级调解网络建设，大力发展行业性、区域性调委会，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调解工作，推进医患纠

纷化解工作、基层群众性“老娘舅”调解等特色工作，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促进了社会和谐

稳定。

（三）坚持打防管控并举的措施，优化了社会治安和社会管理秩序。依法打击刑事犯罪

 执笔人：谷继明　朱黎明　夏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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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传承发展“平安世博”经验成果，推出平安建设实事项

目，推动出台近百项相关管理规范和措施，有效解决和缓解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治安

问题和社会管理问题；深入开展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扭转了一些地区管理薄弱、治

安混乱的局面；试点探索城市综合管理联勤联动机制、农村地区社区化管理机制；深入推进

“六张网”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完善人防、技防、物防措施；健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形成了科

学的应急联动指挥模式和处置模式。

（四）完善实有人口服务管理机制，提升了公共服务提供水平和均等化程度。坚持实有

人口、实有房屋“两个实有”全覆盖管理，并向实有单位延伸；强化实有信息登记，确保实有信

息的登记率和准确率；完善以居住证为核心的来沪人员服务管理，建立分层、分类、有梯度的

公共服务制度。把原先在引进人才中实行的居住证制度向来沪人员延伸覆盖；来沪人员社

会保险、教育培训、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等相关的公共服务日趋完善。

（五）完善关怀帮扶和服务管理机制，促进了特殊人群融入社会。深化预防和减少犯罪

工作体系，运用社会力量加强社区青少年以及社区矫正、刑释解教、社区戒毒等人员教育服

务管理；探索社工联校、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等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新机制。健全民

政、公安、卫生“三合一”联合救助管理机制，积极探索流浪未成年人救助管理工作；坚持安置

帮教工作中的监所内必访、出监时必接、户口必报、基本情况必知、有困难必帮、重点对象必

控的“六必”方针。

（六）加强基层综治组织建设和平安创建，夯实了守护平安的工作基础。健全街道乡镇

综治委、办领导体制，在街道乡镇、居村委建立综治工作中心、综治工作站，在重要、特殊区域

建立特定区域综治委，在“两新组织”、商务楼宇设立综治工作室或信息员，确保了平安建设

在基层有人管、有人抓；加强群防群治队伍规范化建设和社区科技防范设施建设；广泛开展

多形式、多层面的基层平安创建活动。

（七）营造良好的平安建设氛围，提升了公共事务的社会参与度。坚持正面宣传和舆论

引导，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动员，特别是每年３月开展综治宣传月活动，获得了广

泛的社会认同；深入发动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参与平安建设，健全综治社保队、市民巡访团

等各种形式的群防群治队伍，２５万人的平安志愿者队伍得到锤炼提高；通过“法治天地”电

视频道、门户网站、１１０信箱等多个渠道，宣传政策、汇集民意，调动市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二、平安上海建设的主要经验

上海市始终坚持以建设最安全的大都市和法治环境最好的地区为目标，凝聚人心；始终

坚持平安建设的工作主线，一以贯之。在坚持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求创新理念、

机制、方法和技术，逐步形成了一些具有时代特征和上海特点的工作经验。

（一）坚持统筹规划、整体推进，构建协调统一的工作格局。完善平安建设“五大体系”，

推动各项工作向系统性和机制化迈进，在源头治理、常态管理和应急处置等方面取得了较好

的成效：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和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大调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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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体系；以街面巡逻防控网、城乡社区农村防控网、单位和行业场所防控网、防控合作网、技

术视频防控网、虚拟社会防控网“六张网”为骨架，人防、技防、物防相结合的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以“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全覆盖管理为基础、并向“实有单位”延伸的实有人口管理体系；

开创性运用社会力量服务教育特殊人群的预防和减少犯罪体系；统一指挥、快速反应、协同

配合、覆盖全市的城市应急联动体系。在工作方法上切实发挥政法综治部门的主力军作用、

综治成员单位的骨干作用、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实现资源整合、工作联动，形成合力。

（二）坚持民意导向，项目依托，追求人民群众满意的平安。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项目

运作为依托，每年确定一批平安建设实事项目（８年来共确定落实了７４项），明确牵头单位、

协同单位责任，形成专项协调工作机制，推动出台近百项相关管理规范和措施，解决和缓解

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管理和治安突出问题。此外，根据每年新发现的突出问题，及时

建立专项工作协调机制，推动开展整治和规范管理。

（三）坚持长效管理、制度保障，提升综治工作法治化水平。在深入开展立法调研的基

础上，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１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并于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起正式实施。编制市综治“十二五”规划，首次列为市级专项规划。注重将

工作经验固化为长效机制，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

若干意见》、《关于深入开展“平安上海”建设的意见》等一批综治工作文件。建立健全了领导

责任制为“龙头”、责任签约为保障的制度体系。

（四）坚持政策研究，技术支撑，提升综治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先后建立上海市综治研

究所、华东政法大学综治研究院，市法学会下设综治研究会，形成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各级

综治组织、政法各部门、政法委机关研究室以及各综治成员单位的研究队伍。编发《综治研

究》１２０期，推出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理论与实践》等一批理论和政策实务研究成果。充分依

托网络化、信息化现代科技手段，将平安建设与智慧城市建设相结合，在智能化平安建设方

面较早迈出步伐。２００４年建立的应急指挥暨应急联动综合信息系统，实现指挥决策智能

化，技术手段当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近期建成的区级、街道层面的社会管理综合信息系

统，城市综合管理联勤联动技术系统等，也都是在技术、信息集成方面的进一步探索，提升了

社会管理水平和效率。

三、仍然严峻的形势和新旧叠加的问题对

深化平安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上海市平安建设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也应当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上海和

全国一样，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平安建设任务将更加繁重。

（一）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高发并趋于复杂化。伴随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社会结

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和社会思想观念出现了大调整、大发展、大变化，社会建设

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矛盾逐步显现，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增多，化解难度大。如何加大涉及民生

问题的统筹规划和协调力度，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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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事案件和治安管理难题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近年来上海各

类违法犯罪总量始终在高位运行，电信诈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

更趋突出，流动人口犯罪和被犯罪侵害等问题将成为左右城市社会治安形势的主要因素；

“城中村”、“黄赌毒”、黑车、群租、医托等各类治安顽症业已成为痼疾，时有反复，这些都是影

响群众安全感的“短板”，社会前端管理和源头治理亟待改进和加强。

（三）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安全运行问题日益突出。上海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

息流集聚，城市基础设施密度高、产业类型复杂、重点安全领域较多，涉及群众日常生活的城

市安全运行的风险和隐患也日趋增多，台风、火灾等各种灾害事故和突发公共性卫生事件也

可能带来一定安全隐患。能否妥善解决城市公共安全问题，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人心安定。

（四）社会发展和转型进程中新问题不断出现。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经济迅速

发展，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也产生了大量社会管理领域的新问题。例如：互联网和无线通

讯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信息安全问题，“两新组织”发展带来的培育成长和依法管理问题，城市

化发展与户籍制度的矛盾带来的人口流动、人户分离和第二代农民工服务管理问题，经济粗

放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带来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带来的企业劳资矛盾问题，上海等地人口老龄化加剧带来的老年人服务问题，社会价值

观念冲突带来的社会心态问题等，这些都是影响社会平安稳定的新问题，也进一步深化平安

建设时亟需思考对策的难题。

面对仍然严峻的社会稳定形势，当前平安建设的一些具体环节表现出不相适应、有待完

善之处：

一是坚持了８年的平安建设成效显著，但在一些部门以及社会公众中也产生了政策疲

劳现象。深化平安建设，要设计更加清晰的工作节奏和更加明确的阶段性重点任务，要在前

一轮的基础上，在理念上、手段上、形式上突出新意。

二是平安建设的内容丰富，但在一些地区和部门过于重视表面形式和创建结果。深化

平安建设，要更加注重社会发展中的管理难题，平安建设的具体措施要结合地区的经济社会

发展实际情况，针对影响群众安全感最突出、最紧迫的问题，通过平安建设切切实实地服务

群众，避免流于形式甚至弄虚作假。

三是平安建设的措施有力，但一部分地区和部门偏好集中整治而忽视常态管理。深化

平安建设，要避免一哄而上的运动化倾向，更加突出机制建设，更加注重政策法规的完善和

措施执行的可持续性，以平安建设推动民生的改善、法治的强化、科技的运用。

四、深化平安建设的若干思考

由于社会稳定形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平安建设应定位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治

理社会问题的攻坚战略。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同志的批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牢固树立“大平安”理念，准确把握维护社会秩序与激发社会活力的结合点，着力建设领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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