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劍指吏治短板
完善基層治理

專家：須從源頭防範形式主義及官僚主義

社會治理是一門科學，管得太死，一潭
死水不行；管得太鬆，波濤洶湧也不行。

——2014年1月7日，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
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

——2014年3月，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
海代表團審議時的講話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加
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
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
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
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

——2017年10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
表大會上的報告

要貫徹好黨的群眾路線，堅持社會治理
為了人民，善於把黨的優良傳統和新技術
新手段結合起來，創新組織群眾、發動群
眾的機制，創新為民謀利、為民辦事、為
民解憂的機制，讓群眾的聰明才智成為社
會治理創新的不竭源泉。

——2019年1月，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一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
化水平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基層。基礎不
牢，地動山搖。要不斷夯實基層社會治
理這個根基。

——2020年7月，在吉林省長春市考察、了解基層
社會治理情況時的講話

要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使每個社
會細胞都健康活躍，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
層，將和諧穩定創建在基層。

——2020年8月24日，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
上的講話

「十四五」時期，要在加強基層基礎工
作、提高基層治理能力上下更大功夫。

——2020年9月17日，在基層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

去年以來，一些內地大城市在疫
情防控、應對突發重大自然災害的
過程中，因管理上的低效、粗放和
混亂而備受詬病，從中暴露出社會
組織薄弱、社會參與失靈等短板和
積弊，這為提升社會治理能力提供
了重要的反思視角，促使政府今後
進一步重視社會組織的發育，合理
釐定居民個體責任、政府責任、市
場責任與社會責任邊界，並在這個
基礎上達成共建共治共享，以推進
社會治理現代化。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
授吳曉林介紹，南開大學中國政府
發展聯合研究中心在新冠疫情期間的追蹤調查表明，在疫情最
為緊張的時刻，全國只有3.44%的居民參與了社區防疫志願者

活動，這當然與疫情的傳染風險認識有關，但是也反映
出：部分地方平常不練內功，忽略了社會

組織的培育、忽

略了群眾路線。
他直言，一些地方政府一遇到緊急情況只

能開展「運動式治理」，儘管聲量大、顯示
度高，但容易造成「無限責任」、「單邊主
義」。比如防控責任一股腦地交給社區、幹
部和物業，做不好、做不到位的就要受到批
評，「幹部做、群眾看」的現象突出。同
時，社會組織還存在「總體數量不夠、分布
不均、自主性不足、自治能力不強、參與治
理範圍不廣」等問題，基層治理出現「社會
失靈」的現象。

實現政府社會居民良性互動
吳曉林認為，社會治理不能完全依靠政府來

包辦一切，而要以開放規範的制度設計，更廣泛地吸納社會力量、
整合社會資源，努力實現多元主體的社會共建共治共享，實現政府
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這是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的
積極方向。其中的關鍵，就是要下大力氣培育社會組織，進一步降
低准入門檻，簡化登記審批程序，通過政策扶持、資金扶持和培訓

等手段，建立專業化的社會治理人才隊伍，以不斷夯實
社會治理基礎，提升社會治理效能。

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的唐任伍
教授指出，去年以來，一些地方出現的引發

了負面輿情的事件，其背後都折射出地方官僚主義
和基層治理短板：個別地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以
簡單粗暴的「一刀切」政策應對，從而引發「擠
兌」、「搶購」、就醫難等亂象；有的幹部在城市
日常管理，特別是突發應急事件中畏手畏腳，不敢
主動擔當，處處等待上級指示，其失職瀆職行為導
致城市災害加重。
在最近關於「豐縣八孩母親」事件調查結果的
通報中，「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更是一個高頻
詞，基層主政者工作不嚴不實，致使維護群眾正
當權利和利益不力，造成嚴重負面影響。此外，
一些官員對中央決策部署斷章取義，層層加碼，
最後使政策偏離初衷、變味走樣……類此種種，
嚴重損害幹群關係，敗壞政府形象和公信力，還
影響政令暢通，成為中央決策部署貫徹執行、社
會經濟順利發展的「攔路虎」。
專家普遍認為，只有深刻揭示基層社會治理中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深層誘因，才能從源頭上
徹底清除其生存土壤，防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問題的發生。

部分官員政績觀扭曲輕視民意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
授韓慶祥對香港文匯報分析指出，首先，部分基
層治理者官本位思想嚴重、政績觀扭曲，奉行利
己主義、功利主義政績觀，這必然導致責任心缺
失，也是產生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溫床。其
次，部分官員民本意識淡薄，脫離一線、脫離群
眾，僅僅滿足於從文件、書本中找答案，缺乏深
入調查研究，不了解客觀實際，其制定政策與所
做工作易淪為官僚主義、形式主義。

此外，不少官員治理方式陳舊保守，治理水平
落後，應急能力不足。平時不練內功，一遇到緊
急情況只能開展「運動式治理」，工作方式簡單
粗暴，幹什麼都習慣於「一刀切」，或者滿足於
辦事程序，搞形式主義。

代表委員料兩會期間探討獻策
唐任伍亦指出，社會治理的重心在基層，基層
治理成敗既關係到社會穩定安全，更關係到民眾
的獲得感、滿足感、安全感。十九屆五中全會把

「社會治理特別是基層治理水平明顯提高」作為
「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的重要內
容，今年年初的十九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也明確
提出今年要「堅決糾治影響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
落實、漠視侵害群眾利益、加重基層負擔的形式
主義、官僚主義」。在中共二十大前舉行的全國
兩會上，代表委員料就如何整治官僚主義新病
症、創新和完善基層治理展開探討並獻計獻策，
以因應社會關係、社會結構的新變化，應對當前
國內國外複雜形勢的挑戰。

官僚主義不得人心，為何頑疾屢禁不絕？就是
因為有些官員可以從中得到好處、嘗到甜頭。專
家認為，完善官員績效考核，建立一套良性、科
學、合理的激勵機制，特別是把「群眾是否滿
意」作為重要考核指標，可以有效避免官員不作
為、亂作為、誤作為的弊端，促使其樹立正確的
政績觀，通過辦實事、求實效，提升人民群眾的
幸福感和獲得感。
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唐任伍指
出，「只唯上、不唯實、漠視民意」的錯位政
績觀是滋生官僚主義的溫床。一些基層幹部眼
睛朝上，對「領導滿意」的理解變了味，熱衷

於做不顧當地資源稟賦和實際能力，以及超出
當地群眾承受能力的事情；或一味迎合某些領
導偏好，明知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勞民傷財，
還是為了博取領導歡心，無視群眾需求，做出
一些自以為「領導滿意」卻讓群眾失望的「蠢
事」。此外，對一些民生問題和矛盾，也不願
意深入一線調查處理，導致一些本可以緩和的
危機未能及時得到化解，不斷升級、發酵，最
終覆水難收。

以群眾滿意度為考察政績尺度
他強調，破除錯位的政績觀，建立科學、合

理、良性的激勵機制和利益導向機制勢在必
行。其中關鍵是要體現以民為本的準則，把
「群眾是否滿意」作為考察評價幹部政績的重
要尺度，使對上負責和對下負責有機統一起
來。他建議，組織部門可以邀請來自基層的黨
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基層幹部和群眾
代表參加評議，此外通過發放問卷調查表、政
府網站評議等方式開展群眾滿意度調查。群眾
滿意度指標的引入，有利於促進官員從只關心
上級領導的滿意轉變為關心基層群眾的滿意，
讓官員們更加注重民生，更加重視民意關切和
民生疾苦。

專家指出， 基層社情民意複雜，群眾
利益訴求多元，各種社會矛盾交織。因
此，構建全過程民主，以多樣、暢通、
有序的民主渠道，廣泛聽取民聲，盡力
匯聚民意，用心凝聚民智，是根治官僚
主義、減少矛盾阻力、實現基層善治的
有效途徑。
「去地方調研時，一些基層幹部經常向
我訴苦，抱怨自己流汗吃力不少，卻沒得
到群眾的正向反饋，很委屈。」北京師範
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唐任伍指出，這種
現象貌似陷入了經濟學上的「效果悖
論」：基層政府投入了財力物力，工作沒
少花力氣做，但不見得就是群眾亟需解決
的問題。

地方官員須發揮協商民主作用
他認為，地方官員要找到全社會意願和
要求的最大公約數，須充分發揮協商民主
的作用。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有事好

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是人民民
主的真諦。」面對複雜多變的社會形勢，
過去由黨委政府唱「獨角戲」、大包大攬
的基層治理模式早已難以為繼。要引導各
階層群眾通過不同形式、不同層次的協商
民主平台，為辦好家事、國事、天下事、
身邊事貢獻智慧。

拓寬民眾反映意見參治基層渠道
其次，他指出，只有重視民意分量，方
能提升治理質量。在基層治理中，要高度
重視群眾意見這個重要變量，提高公共決
策、政策執行、幹部考評、項目實施的群
眾參與度。實際上，隨着互聯網浸入日常
生活的程度日益加深，最大限度地廣納民
意、匯聚民智已經成為可能。因而要充分
運用互聯網、大數據等帶來的技術便利，
不斷拓寬群眾反映意見建議、參
與基層治理的渠道。

完善官員績效考核 建立良性激勵機制

去年以來，中國戰勝多種嚴重自然災害，民生保障有力，

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領先地位。但

與此同時，一些發展中的短板也同樣不可忽視。比如，一些

城市因疫情反覆而「破防」，某些地方簡單粗暴的「一刀

切」防疫政策造成部分群眾生活不便；特大洪災中一些城市

的管理低效和粗放也暴露無遺；「豐縣八孩母親案」等社會

新聞更是刺痛人們的神經……這表明，一些地方還存在相當

嚴重的官僚主義，基層治理水平也亟待提高。如何整治官僚

主義，創新基層治理，料將成為本次兩會代表委員的熱門議

題。

專家表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正成為當前困擾基層治理

的頑疾和痛點，其根源在於部分地方主政者政績觀錯位，脫

離實際、輕視民意。因此，要徹底剷除這一吏治頑症，除了

深入正風肅紀，還應進一步健全良性的官員考核體系、重視

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的民意分量，從源頭剷除問題產生的

土壤，以實現基層善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着力培育社會組織 促進共建共治共享 全過程民主是根治官僚主義良藥

總 書 記 這 樣 說 ……

◆早前浙江省湖州市小浦鎮的黨員幹部推出系列便民服務機制，通過微信號接收群眾需求，推進政務
智能流動辦理等便民行動。圖為志願者為光耀村村民代辦社保醫保和工商執照年審。 資料圖片

◆早前，浙江省
杭州市臨安區湍
口鎮組織黨員幹
部走訪基層鄉村
服務群眾解民
憂。圖為在迎豐
村的文化禮堂
內，黨員志願者
在給村民發放有
關土地承包的法
律知識宣傳資
料。 資料圖片

◆江蘇省張家港市永聯村永全社區的居民代
表早前在村議事廳民主商議社區環境整治問
題。 資料圖片

A15 ◆責任編輯：葉格子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222022年年33月月44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2年3月4日（星期五）

2022年3月4日（星期五）

兩兩會會聚聚
焦焦 之社會治理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