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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苏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法治目标的启示 

杨 娜 

（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哈尔滨 150080） 

【摘 要】本文对浙江省、江苏省、湖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法治目标具体做法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

我国其他地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法治目标过程中要做实做细统计监测工作、查准问题分类推进、坚持群众路线、

加强制度建设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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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江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法治目标的做法 

2013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 后，浙江省对 2000-2012 年浙江省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展情况进行测算。测算结果显示，浙江省小康指数为 95.82%，居全国省、直辖市、自治区第一位。2012 年浙江省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民主法制指数为 84.26%。 

1. 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建设平安浙江 

浙江省在建设平安浙江的过程中，不断坚持发展“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的“枫桥经验”，在化解社会矛盾中，广泛发动群众，调动各方资源，形成社会治理合力，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

态。浙江省已在医疗、交通、劳动、物业等领域建立行业性专业人民调解组织 800 余个，2012 年全省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 41.4 

万件，成功化解 40.51 万件。通过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浙江省建立了一张纵向延伸到市、县、镇、村，横向覆盖各区域、

各行业以及社会管理各个方面的大调解组织网络。 

2. 加强廉政风险防控，减少公务人员犯罪机会 

浙江省通过完善制度、削减审批事项等多项措施加强廉政风险防控，减少公务人员犯罪机会。2013 年浙江省制定出台省政

府规章 8 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和修改地方性法规议案 10 件。大幅削减审批审核事项，省级行政许可事项从 706 项减

少到 424 项、非行政许可事项从 560 项减少到 96项。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全省公务接待、公务用车、因公出国 (境) 等

经费支出下降 15%。 

3. 完善律师管理制度，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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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省万人拥有律师人数还未完全达到全面小康目标，在提高每万人口拥有律师数方面，2014 年浙江省公、

检、法、司联合下发《办理阻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案件暂行规定》 《关于积极开展庭前会议工作的通知》 《关

于刑事诉讼中充分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若干规定》，这些法律文件的出台有利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促进律师事业发展，壮大律

师队伍，提高万人律师拥有率。 

二、江苏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法治目标的做法 

江苏省小康指数初步测算结果为 95.2%，位列全国省、直辖市、自治区第二位。江苏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采取了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在强力措施的推进下，民主法治目标与其他目标协调推进，整体实现程度较高。 

1. 充分重视指标体系建立和监测工作 

江苏省于 2003 年制定 《江苏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主要指标》，指标体系建立后，全面小康进程的监测统计纳入正常的统

计制度中，并开始对全省和 13 个省辖市的全面小康进行监测统计。2006 年开始对各县 （市、区） 的全面小康进行监测，同

年开始每年公开发布 《江苏省县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监测统计报告》。2013 年江苏省统计局根据国家统计局 《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制定了 《江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对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由原来的四大类 18 项 25 个

指标扩展到五大类 22 项 36 个指标。 

2. 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薄弱环节和地区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目前江苏省苏南、苏中地区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3 年，为促进苏北地区如期实现小康目标，江苏省出台 《关于加快

苏北全面小康建设的意见》，从县域经济发展等八个方面加大了资金支持力度，如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省级调剂资金 70%以

上、“关爱工程”省级补助资金 60%以上用于苏北地区等，在大力度的资金扶持力度下，苏北地区有望在 2015 年实现全面小康。 

三、湖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法治目标的做法 

2012 年湖南省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为 85.9%，但民主法治指标实现程度高达 96.6%。民主法治目标实现程度远高于总体指标

实现程度，既得益于湖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分类指导、协调推进措施的应用，也得益于该省多年来对于法治建设工作

的高度重视。因此，尽管湖南省小康社会总体实现程度不高，但法治建设方面的做法依然值得其他地区关注和借鉴。 

1. 高度重视地方立法工作 

湖南省 2008 年至今先后出台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 《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 《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 

《湖南省依法行政考核办法》 《法治湖南建设纲要》 《湖南省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办法》 《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 《湖南省

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办法》 《湖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等多部地方性法规、规章，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

这些法规、规章的出台明确了政府的工作准则，规范了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为湖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法治目标的实现提供

了制度保障。 

2. 多项措施强力推进法治建设 

湖南省认为抓法治建设，就是抓发展的软环境，就是抓发展的新形象，就是抓发展的新动力，因此湖南省近年来采取多项

措施强力推进法治建设。2006 年向社会公布 55 个行政执法主体的执法依据，明确权力边界；2008 至 2011 年，清理规范性

文件 7.7 万件，废止 1.1 万件，宣布失效 2.5 万件；坚持“开门立法”，仅 2010 年就征集到 73 个立法建议项目；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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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 《湖南省司法厅湖南省律师协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律师培养和扶持工作的意见》，加大对于青年律师培养和扶持力度；

2014 年实施“法律顾问百千万”工程，推动 122 个县市区、1 000 个乡镇街道党委政府和 10 000 个村（社区） 成立法律顾

问团或聘请法律顾问，开展“司法考试高校宣传行”活动，吸引更多人才投身法律服务事业。 

四、浙苏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法治目标做法的启示 

1. 做实做细统计监测工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省、直辖市、自治区排名第一、二位的浙江省和江苏省都非常重视统计监测工作。浙江省是我

国率先并且唯一对外公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数据的省份。江苏省 2003 年开始对全省和 13 个省辖市的全面小康进行监

测统计，2006 年开始对各县 （市、区） 的全面小康进行监测。及时、细致的统计监测工作对于及时发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

薄弱环节和地区至关重要，我国其他地区的各级统计部门应该做实做细统计监测工作，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薄弱地区的统计监

测工作延伸到乡镇街道。 

2. 查准问题分类推进 

湖南省分类指导、协调推进的做法对我国其他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样具有借鉴意义。我国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应

根据统计监测数据，找准当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法治目标的薄弱环节和地区，出台工作方案，明确负责部门、阶段性目标、时

间表。同时要借鉴江苏省的做法对于实现程度较低地区给予明确、具体的大力度资金扶持。 

3.坚持群众路线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凝聚全社会的力量。浙江省的“枫桥经验”，江苏省“人人了

解小康、人人参与小康、人人建设小康”的浓烈氛围都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典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法治目标的过程中，无论

是社会安全的维护，还是基层民主参选率的提高等法治目标的实现，最终都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参与及支持，最广泛地动员和发

动人民参与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活动中，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方法。 

4.加强制度建设工作 

湖南省出台的一系列地方性法规、规章有效助推了湖南的法治建设，在湖南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和法治环境，也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法治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我国其他地区也应该借鉴湖南省的做法加强地方立法工作，出台全面、细致的

规范政府权力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加快全面建成小康法治目标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