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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平安建设评价体系研究

邵丽娜

凤翔区委政法委　陕西　凤翔　721400

摘　要：党的十八大提出了高水平建设平安中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

安的科学化总要求。县域平安建设关系民生福址，关系国家稳定，是确保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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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平安建设是以基层和社会问题为抓手，直

击各类热点事件、民生问题、社会矛盾，本研究基

于县域平安建设考核的实际情况，采取田野调查、

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从凝视视角，重点关注：

有哪些因素影响了社会平安状况？具体的各类因素

对于社会平安状况的影响程度如何？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1 研究目的

我区正处于传统经济向新型经济的转型升级

期，这一阶段必将会凸显出贫富差距加大、供需不

平衡、政治和社会制度不完善、市场价格失调导致

行业暴利等诸多负面现象，推进平安建设在维护社

会稳定、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方面意义深远，亦是党

委和政府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关系的

重要举措，更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应有之义。因此，构建安全平安、稳定有序的社会

运行状态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命题。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1.2.1.1 在凤翔区原有的有关平安建设的文献资

料基础上再增加一些文献参考，为凤翔政法平安建

设工作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和借鉴。

1.2.1.2 运用符合区情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我区

平安建设工作做出客观的评价，并通过对各个影响

因子的有效分析最终得到县域平安指数和幸福指数。

1.2.1.3 更加突出以人为本的人文化治理理念。

让平安建设向着人性化与法治化有机结合的目标迈

进。

1.2.2 实践意义

1.2.2.1 通过对各个领域平安指数和幸福指数的

综合评价，以更深层次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以乡村

振兴战略为契机，推动新农村建设，进一步

缩小城乡差距，加快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工作

进展，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化建设。

1.2.2.2 通过对各个领域平安指数和幸福指数的

综合评价，能够及时掌握县域平安动态，从意识形

态领域对我区平安状况做一个综合研判，以预警预

判为前提，精准把握县情现状，有效采取防范措施，

实施差异化管理，提高治理能力。

1.2.2.3 通过对各个领域平安指数和幸福指数的

综合评价，对社会各个领域风险点进行预判、预防，

制定科学的治理方案，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支撑，确

保县域平安建设深度发展。

1.2.2.4 通过对各个领域平安指数和幸福指数的

综合评价，进一步促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转化

走深走实，建设一支素质硬、本领强的政法队伍。

二、研究拟解决的问题

一是平安指数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

二是幸福指数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

三是县域平安建设评价体系构建的研究。

三、研究的具体内容

3.1 平安指数

所谓“平安指数” 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

衡量社会安全稳定状态的客观指标数值；二是居民

安全感的主观指标数值。即社会安全指数和居民心

理安全指数。居民心理安全指数又称公众安全感，

是从“以人为本”的人文理念为出发点评价公众对

社会的满意度。

3.2 社会平安的影响因子

3.2.1 社会平安制度的建设和执行

平安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是集综治、维稳、

社会发展、经济安全等多维度多领域联动一体化运

行的庞大体系，是将威胁社会稳定、阻碍经济发展

的各个因子进行源头治理，而综合治理的前提则是

将各项工作有机融合、各项机制有效运行、各项制

度有效执行。平安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既不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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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政法、 综治工作的 翻版重复，也不是过去稳定

工作的简单强调。它要求改变过 去单纯就治安讲治

安、就稳定抓稳定的做法，把涉及社会稳 定的各项

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融入到各个工作领域、各个 

工作部门和各个工作环节，构建平安建设新格局。

平安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既不是过去政法、 综

治工作的 翻版重复，也不是过去稳定工作的简单强

调。它要求改变过 去单纯就治安讲治安、就稳定抓

稳定的做法，把涉及社会稳 定的各项工作有机地结

合起来，融入到各个工作领域、各个 工作部门和各

个工作环节，构建平安建设新格局。

3.2.2 社会治安安全

社会治安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是社

会各种矛盾的外在综合反映。基于人类对于生活风

险的预测以及安全环境的认知，人类对“安全”基

本需求的要求，人类对于抑制犯罪、追求社会治安

良好秩序的需要。由此可见，构建社会治安状况评

价指标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显而易见。

3.2.3 社会经济安全

经济安全是指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风险

防范水平。经济安全指数越高，国家的政治越独立、

主权越完整。加强对经济新业态、新事物、各类新

型经济犯罪的调查监管，维护好经济金融秩序，有

利于激发社会活力，保护正常的社会生产经营活动。

比如失业率的上涨将会诱发反社会行为，贫富差距

加大将会导致居民安全感降低，也容易引发违法犯

罪事实。

3.2.4 社会卫生安全

影响社会平安的卫生因子主要包括重特大传染

病疫情、重大动物疫情、医药安全、食品安全等。

近些年来爆发的 SARS 疫情、手足口病、禽流感、

新冠疫情等流行疫病严重威胁社会安全。假药事件、

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等类似影响公众安全感的事件层

出不穷，卫生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3.2.5 社会资源和环境安全

资源安全是一个地区可以持续、稳定、及时、

足量地获取所需自然资源的状态，是人类生存与发

展的不可或缺的自然物质。环境安全是指人与环境

的和谐程度。一方面主要是指由天文、地质、气象

水文、土壤生物等不可抗力引起的自然灾害。另一

方面指环境公害、战争、生物安全、网络诈骗、个

人隐私泄漏等安全问题。人类如何避免自己灭亡自

己，已成为当今人们需要思索和回答的一个重大课

题。

3.2.6 社会重大安全事故

这是公共危机管理之一，一般包括重大刑事案

件、重特大火灾事件、涉外突发事件、金融安全事件、

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民族宗教突发群体事件、

学校安全事件以及其他影响严重的突发性社会安全

事件。社会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直接危害民众人身

安全和健康，也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平安。

3.3 平安指数评价体系的建立 

3.3.1 客观评价指标

3.3.2 主观评价指标

3.3.2.1 对社会制度和政府执行力、公信力的评

价

3.3.2.2 对社会治安安全的感受

http://www.so.com/s?q=%E5%85%AC%E5%85%B1%E5%8D%B1%E6%9C%BA%E7%AE%A1%E7%90%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87%8D%E5%A4%A7%E5%88%91%E4%BA%8B%E6%A1%88%E4%BB%B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87%8D%E5%A4%A7%E5%88%91%E4%BA%8B%E6%A1%88%E4%BB%B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A%8B%E4%BB%B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AA%81%E5%8F%91%E4%BA%8B%E4%BB%B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87%91%E8%9E%8D&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BE%A4%E4%BD%93%E6%80%A7%E4%BA%8B%E4%BB%B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B0%91%E6%97%8F%E5%AE%97%E6%95%9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科研管理
2021 年 3卷 8期

-25-

3.3.2.3 对社会经济安全的感受

3.3.2.4 对社会卫生安全的感受

3.3.2.5 对资源环境安全的感受

3.3.2.6 对社会重大事故安全的感受

通过对专家打分、公众评价的得分与客观指标

体系的得分进行比较分析，如果相差无几，说明指

标体系合理，如果相差较大，则需修正指标。

3.4 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

感受和体验，即人们的幸福感的一种指数，是满足

感、愉悦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它包含两个方面

的内容，一是民众所拥有的外部生存环境的质量，

二是人们自身的发展条件。

3.5 建立幸福指标的指导原则

3.5.1 客观性原则

指标选择要立足区情 , 注重反映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带来的进步，能全面展现社会发展给居民带

来的幸福体验。

3.5.2 可操作性原则

指标选择要内涵明确、概念清晰、代表性强、

容易收集，又极易被民众所认可，肯有较强的可操

作性。

3.5.3 唯一性原则

每个指标均是唯一的，不重复设置，且只归入

一个类别。

3.5.4 前瞻性原则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人类对于幸福指

标的设定是基于情感体验、生活质量、精神满足等

多个方面的，总是会等于或高于目前的生活状态。

幸福指标的建立既要以现实为依据，又要着眼未来。

3.6 幸福指标评价体系建设

四、研究的结论

本研究坚持理论指导实践原则，细化了各项指

标的归类和内容，从而构建了县域平安建设评价体

系。笔者在理论、方法、实践运用上均进行了一定

的创新，以期科学地指导实践工作。

4.1 县域平安建设平安指数和幸福指数评价指

标体系构建

县域幸福指数指标体系 

县域平安指数指标体系

4.2 方法说明

县域平安建设平安指数评价通过专家打分或大

众评分进行核算，县域平安建设幸福指数评价通过

对各部门所提供的数据进行相关计算，最终对得出

的结果运用一定的手段进行分析比较，从而检视县

域平安建设运行机制，最终得出终极评价结论。

4.3 创新之处

县域平安建设评价体系的构建，对于推动平安

建设的科学化、合理化发展意义重大，摒弃了当前

目标考核中的局限性，标准化设计各个评价指标，

既符合县域平安建设的现状，又兼顾多个维度，当

且应当实施并不断深化和发展。

县域平安建设评价体系的构建，是从人性化理

念出发，在充分满足人类各方面需求的基础上，从

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两方面去探寻一般规律，从而

指导县域平安建设有序推进。

县域平安建设评价体系的构建，是从宏观角度

出发，结合县域平安建设实际，建构理论化评价体

系，用科学理论去引导平安建设实践工作向着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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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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