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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建设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平安浙江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  郁建兴 
 

    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我们要深刻领会“平

安”二字的丰富内涵，既要将“更高质量、更高水平”作为平安浙江建设的新目标，更要着眼于

化解风险、维护稳定，进一步健全平安浙江建设的社会协同机制，推进浙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今年 4月，省委十四届五次全会在深入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基础上，就我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提出了原则要求和具体部署，要求坚决

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为“两个高水平”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浙江在防范化解社会建设重大风险上始终走在前列。早在 2004 年 5 月，省委十一届六次全

会通过《关于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开始实施“平安浙江”建设战略。

15年来，浙江全省上下秉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的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全力维护政治、经济、社会安全，成功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顺利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

G20杭州峰会，创造性地开展“最多跑一次”改革等等，基本实现了“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

稳定、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安康”的目标。 

    深刻领会“平安”二字丰富内涵 

    在平安浙江建设 15 周年新起点上再出发，建设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平安浙江，首先需要

深刻领会“平安”二字的丰富内涵。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平安浙江’中的‘平安’，不是狭

义的‘平安’，而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广义‘平

安’”，是“着眼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之间的有机统一和内在联系，综合考虑各方面对

社会和谐稳定的影响，使之统筹兼顾，同步推进”的“平安”。平安浙江建设不是就平安论平安，

而是把社会建设提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突出强调社会建设对经

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础作用，目的是要通过平安浙江建设创造一个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达

到“社会政治稳定、治安状况良好、经济运行稳健、安全生产状况稳定好转、社会公共安全、人

民安居乐业”的目的。防范化解社会层面的重大风险，旨在从源头上提升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和水

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与平安浙江建设的目标举措融会贯通、浑然

一体。 

    当前，浙江已经连续多年名列全国社会安全满意度调查前列，城镇常住居民收入连续 18 年

名列全国省（区）之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 34 年名列全国省（区）之首，实现了平安建

设的既定目标。另一方面，社会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不

仅要将“更高质量、更高水平”作为平安浙江建设的新目标，更要着眼于化解风险、维护稳定，

进一步健全平安建设社会协同机制，推进浙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积极应对社会治理新挑战 

    与传统公共管理注重效率、秩序的价值导向不同，现代公共管理不仅关注效率、秩序等价值

问题，还更加关注公共管理的成本、效益、效能、公平性、回应性、透明性、参与性等价值目标。

为倡导更高质量的公共管理，现代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理论把成本、效率、效益和公平作为考察公

共部门绩效的四个核心指标。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成本意识、效益意识、公平性、回应性等存

在某些不足，社会治理的成本意识有待提高，对社会治理的效率关注较高，而对其效果、效益和

效能重视不够。以现代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理论为参照，结合新时代平安建设的实际要求，建设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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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平安浙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至少应当包括四个方面基本内涵：一是高技

术、高参与、高法治；二是高专业性、高透明性、高回应性；三是低成本、高效率、高效益；四

是高标准、高安全感、高满意度。 

    未来已来!我们需要对一些纠结多年的老问题、形势变化引发的新问题以及前瞻性的发展问

题，作出思考和应对。社会治理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其重点是要保障政治安全、经济安全、

治安安全、信访安全、生产安全、公共安全，及时防范与化解各类重大风险，打造平安浙江。 

    在政治方面，社会转型理论研究者认为转型期往往是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的凸显期，浙江虽

然已经基本完成经济发展转型，但未来依然有可能出现各种政治矛盾和风险。 

    在经济方面，中兴事件、华为事件已经表明，逆全球化、贸易保护、国际政治经济竞争等可

能导致的企业、技术、产业、金融、市场风险等，将是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浙江必然要面对

的问题。 

    在社会方面，浙江尽管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转型，治安、信访、生产和公共安全形势整体

向好，但基层各种矛盾纠纷、危机事件、基层“微腐败”等短时间内依然难以根除，而且可能相

对更为隐蔽；生产安全、公共安全等社会风险客观上难以避免，相较于传统的生产安全事故、公

共安全事件，一些现代设施可能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公共安全事件等的危害甚至更大。 

    聚力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针对上述发展趋势，及时防范和化解各种重大风险，我们必须做到： 

    维护政治安全，除必须防范的各种政治风险外，既要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要求，积极推动民众和社会组织参与各种公共事务、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又要防

止基层政治参与和社会组织发展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推进法治基础上的有序政治参与，尤其

要防止披着“民主”外衣的各种民粹思潮可能带来的国际国内负面影响。 

    保障经济安全，进一步加强前瞻性的产业安全预警研究，科学规划产业政策，实施实体经济

振兴战略，及时规避各种可能的经济、金融、市场和产业风险。同时，加强国际法律、技术、行

业和市场规范研究，引导企业科学发展、规范发展、有序参与各种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在增强自

身核心竞争力的同时，防止可能的政治、经济、金融、技术、法律和市场风险。 

    聚焦社会安全，可以未来社区建设为主要载体，进一步创新社区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改进

和完善网络管理模式，广泛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等，实施更有效率、更为精准和科学的社

区治理、生产安全管理、公共安全管理。同时，需要创新信访和基层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尤其是

要改革、完善、提升“枫桥经验”和“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倡导在既有制度体系和法治框架下

解决各类信访和矛盾纠纷问题，打造升级版的法治型“枫桥经验”；进一步探索“三治”高度融

合的“共治”模式，创新“三治”促进机制，如增加诚实守信者的银行授信，鼓励守信行为，促

进“三治”走向良性循环。 

    与此同时，还应加强重大风险防范化解体制机制建设，建立防范重大风险预警和应急反应机

制，及时发现、处理各类可能的重大风险，为“两个高水平”建设提供安定有序的政治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