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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健全平安建设社会协同机制，

从源头上提升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和水平。当前，社会稳定方面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冲突。

从主体角度看有两类：一类是个体的矛盾，如家庭矛盾、邻里矛盾，这类矛盾尽管数量较多，但后果是有

限的。另一类是群体矛盾，如征地拆迁、环境污染等矛盾，这些矛盾尖锐时常以集体行动的方式表现出来，

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力就很强。当前，社会稳定方面的风险主要就是因利益诉求达不到预期而产生的群体性

事件。这是我们化解不稳定因素、预防风险的重点任务。当前，各地化解社会矛盾、排除不稳定因素已经

有了较好的社会机制。尽管如此，在防范社会稳定风险的工作中，还应有更加广阔的视野，依据不稳定因

素的程度，预防工作分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预防社会不稳定因素“从无到有”。预防社会稳定的风险，是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工作。

我们需要拓展预防的思维，即要有大预防的观念。要事前预防，在社会矛盾“从无到有”之前就进行相关

的预防工作。一是要将预防工作提前。应当将相关的民生建设部门纳入到预防的主体中来，在基础性的民

生工作中预防不稳定因素的萌芽。通过社会建设、社区治理，消除诱发社会矛盾的诱因、瓦解社会矛盾形

成的条件。二是在涉及民生的重要政策决策之前、重大项目建设之前，要了解、考虑并防止可能产生的风

险。这就要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减少因决策不科学所引发的社会矛盾。

第二个层面，预防社会不稳定因素“从小到大”。即决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决不让个别风险演

化为综合风险，决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政治、社会风险。应该承认，尽管我们做了预防工作，但不可能阻

止所有社会矛盾的发生，仍然会有一些社会矛盾冲破“防线”进入下一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预防可以使

矛盾有三种不同的走向：一是成功预防，通过艰苦工作使社会矛盾得以化解。二是主动预防，如对某些历

史遗留问题中的困难群众，采取一些临时性的救济、采取一些权宜性措施，不使矛盾激化导致风险。三是

预防、应对策略不当、措施不对，或者资源、力量不够，或者无法满足矛盾主体需要，社会矛盾最终激化。

我们要努力防止第三种情况发生。

第三层面，预防重大事件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主要是针对两种矛盾。一是针对“从大到炸”。指社

会矛盾在形式上冲突剧烈化，矛盾双方冲突的强度与烈度增强，社会风险已经产生的一种状态。二是应对

某些突发的、偶然的导火索事件。当前各级政府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多部门、多种类的应急管理体系，但

在有的地区、部门，这种应急预案还停留在纸面上。防止小案件演变成为大事件，需要主要领导披挂上阵，

在第一时间进行及时应对、有效控制，将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在较短时间内恢复社会秩序。

社会治理与预防社会稳定的风险不是截然不同、相互割裂的两个独立部分，而是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的，两者做的就是化解不稳定因素的工作。社会预防是社会治理的一种前期工作。在矛盾发生前的工作叫

预防，在矛盾发生后的工作叫治理，但对阻止矛盾升级来说，它也是预防，是一种矛盾事发之前与事发之

中所进行的治理活动。因而，我们要将日常维护稳定的工作与预防社会稳定重大风险结合起来。具体而言，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发力。



一是树立社会预防观念。改变重处置轻预防的思维模式，形成预防比事后补救更有价值的观念。一些

地方在群体性事件出现后，不计成本代价将其“扑灭”，而对于社会矛盾的事前预防则舍不得花钱。如在

矛盾调解机构、社区治理、社会组织、社会工作队伍的建设方面，有的地方财政的投入远不足以应对各种

社会矛盾。这实际上反映了当地政府部门轻预防重事后处置的观念与思维。社会预防需要资源，社会预防

工作需要整合人、财、物、机构等各类资源，必要的投入是不可或缺的。当下，维护稳定的观念要前移，

政府职能要前移，维稳资源也要前移。

二是建设社会安全阀。科学的、有效的社会安全阀建设，十分重要。当社会矛盾出现后，要有适当的

安全阀机制让人们可以表达诉求甚至发泄情绪。社会预防有助于为社会预先设置一个制度化的缓冲带，以

实现不同社会主体之间正常沟通和发泄不满情绪，防止社会结构中社会矛盾张力的不断加大。当前，现有

的安全阀渠道还不够畅通，需要改进。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日常生活中桥梁纽带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

新闻媒介“瞭望哨”“啄木鸟”的功能也没有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发挥的作用也不够。如果社会安全阀渠

道不畅通，群众对利益的诉求与表达集中拥挤到信访渠道，这使信访部门不堪负重。

三是社会协同预防。党委政府既要承担起领导、协调、动员和组织等作用，又要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

素，吸纳社区、社会组织、专业化矛盾调解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力量等各方力量。政府要善于发挥社

会协同的作用，形成社会预防的合力。社会预防的方式有群众动员、行政动员、制度化预防、法律预防、

政策预防、技术预防、措施预防等多样化的预防方式。无论选择何种方式，社会预防必须在法治和制度化

的方式下，综合运用各种方式提高社会预防能力和水平。社会预防的机制要由政府“独挑大梁”转向政府、

社区、企业、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居民的协同参与。特别要动员两个积极性，一是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主动性，二是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有了这两个积极性，才能及时发现、化解大部分在萌

芽中的不稳定因素。

四是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策略。人们面临各种矛盾、问题，产生了一种希望摆脱困难处境的强烈需要，

这种需要就形成了某种社会的张力。当社会治理在某一环节上出现薄弱带时，这种社会张力就有可能在这

一薄弱环节上爆发出来。不同地区不稳定的张力是不同的，这需要我们认真地调查研究。例如，各地政府

在发展中面临不同的矛盾、问题，有的地区城市改造任务重，征地拆迁矛盾源引发的风险就大；有的地区

环境污染问题突出，防范重点就应该放在环境污染上。因此，各地需要预防的风险源是不同的，预防工作

的重点有差异。这需要因地制宜，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策略。

五是重视网络预防工作。现实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往往通过社会心理层面的不满情绪、不满意见表

现出来。进入网络社会后，这种不满就会通过网络空间表达。当某一导火索事件引发公众关注，大家参与

讨论时，就会转化为公共事件。而在讨论中会产生某些一致的意见看法、引起共鸣的情绪时，社会不满情



绪的共振现象就产生了。因此，在信息时代，充分利用信息网络交流平台等新兴网络技术预防社会不稳定

因素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等多种形式为群众提供意见表达渠道、矛盾调解服务、信

息澄清工作，加强与群众的沟通与解释。同时完善政府部门的网络举报系统，及时发现并解决矛盾的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