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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面深化改革，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实现共享发展的背景下，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完全契合中国

未来的发展目标与改革方向。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社会治理的典范，其乡镇治理新平台、基层自治、

文化治理建设等做法，以人民为中心，顺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理念，更提高了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因此，应借鉴新时代“枫桥经验”之精华，探索提升群众获得感的基层治理路径，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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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ontext of deepening reform, transform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model 
and realizing shared development, enhancing people’s sense of gain is fully in line with China’s fu-
ture development goals and reform direction. As a role model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e new era 
“Fengqiao Experience”, with its new platform of township governance, grassroots self-governance,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other practices, is people-centered and responds to the concept of people’s 
aspiration for a better life, and enhances the sense of gain, happiness and security of Chinese people. 
Therefore,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essence of the “Fengqio Experience” in the new era, explore the 
path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sense of 
gain to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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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但也不可否认的是我国还存在着诸如

居民贫富差距、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大、城乡二元分割还较严重等一系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全面的

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党中央提出了“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包容性发展”，明确了发展的根本目

标是要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当下，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不仅是党和政府工作的目标所向，也

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枫桥经验，是指诸暨市枫桥镇“在党的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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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经验[1]。历经五十多年的发展，“枫桥经验”不断适应我国

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其内涵不断丰富。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已由基层综合治理经验演变成为基层社会

治理现代化的新模式[2]。本文在分析新时代“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思路新举措的基础上，从社会

剥夺视角出发分析这些举措对于群众获得感的影响，由此探索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基层治理路径。 

2. 基本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2.1. “获得感”基本概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我国社会改革和发展也进入了

一个新的阶段。未来推进发展和深化改革的重点是如何更加平衡、更加充分、更加公平、以及更加公正

地实现人民的利益，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获得感”

的概念，他指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此后的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获得感”这一概念再次被提到，将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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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衡量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4]。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诠释了党中

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字面意义上，获得感是人们占有或获取社会资源后产生的满足

感[5]。获得感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内涵。物质层面上，获得感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实际获取，能够

切实感受到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6]。在精神层面，获得感主要表现为人民群众能够获得实现自我价值的

机会，同时能够享受公平公正的同等权利[7] [8] [9]。 

2.2. 社会剥夺的基本含义 

社会剥夺是指与他人或自己的过去相比较，发现自己处于劣势而产生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当前面对

如房价高、贫富分化等产生的失衡的社会心态，社会剥夺理论的解释就是这种失落的、不公平的消极心态，

其决定因素并不是自身拥有的财富多少，而是与他人比较后产生的差异多少。同样，剥夺感也包含物质和

精神两个层面的内涵。在物质层面，剥夺感指的是物质生活水平的降低；在精神层面，剥夺感意味着待遇

的不公正，理想和追求受到严重的阻碍。获得感与剥夺感的概念存在着相反性，获得感的反面即剥夺感。 
个体层面的剥夺感，称之为个体剥夺；而群体层面的剥夺感，称之为群体剥夺。群体剥夺感源于群

内所有个体的个体剥夺感，当有剥夺体验的个体数目不断增加，往往就会导致群体剥夺感的增强[9]。而

社会群体剥夺感的增强将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及治理[10]。已有大量的研究证明社会剥夺对于群体行为的

影响。相对剥夺感会使人产生挫败感，导致消极情绪。这些消极情绪表现为愤怒、怨恨或者是不满，等

等。而如果消极的社会情绪没有得到正常的宣泄和释放，长期的累积将导致社会心态的失衡，从而引发

暴力。研究发现，在长期的相对剥夺下，为改善整体的现状，被剥削的弱势群体将选择联合起来进行抗

争，从而导致群体性事件等越轨行为的出现[11]。 
基于参照对象的差异，剥夺感可以分为纵向剥夺感与横向剥夺感。将社会中的他人或者其他群体作

为参照对象，进行社会比较而产生的剥夺感，称之为“横向剥夺感”。而将个体不同时间点的状态作为

参照对象，进行比较产生的剥夺感称之为“纵向剥夺感”[9]。基于剥夺感与获得感之间的相反性，因此，

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即减少群众的剥夺感，既要减少和自己以往状态相比产生的纵向剥夺感，也要减少不

同群体之间对比产生的横向剥夺感。具体而言，提升群众的获得感，既要注重“纵向获得感”，从提高

人民群众的实际获得上下功夫，也必须注重“横向获得感”，确保发展改革的成果共享。纵向获得感与

横向获得感共同构成了获得感的分析维度和基本框架。 

2.3. 本文的研究思路 

目前，关于获得感的研究还缺乏针对性的解释理论和测量方法。但获得感和剥夺感之间的相反性，则

提示研究者可以将剥夺感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本文基于社会剥夺的影响因素和路径，构建相反的路径和框

架，通过分析新时代“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思路新举措，从而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提升提供借鉴。 

3. 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群众获得感的基层治理路径 

3.1. 创建基层基础工作的新模式 

“枫桥经验”的显著特点“就是抓基层、打基础，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就地解决矛盾纠纷”。新时

代“枫桥经验”已发展出了一整套的基层治理工作模式：1) 深化拓展、规范提升网格化服务，建立“全

科网格”。以枫桥镇为例，在上级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搭建了集信息采集、隐患排查、矛盾调解、民

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平台。以“四个一”平台建设为载体，整合了一大批服务管理职权与部门，优化了

行政资源、社会资源和服务管理功能。同时调整和完善“网格化”管理，将全镇相关机关干部、工作人

员下沉至网格，配备专兼职网格员。网格员作为城镇精细化管理和服务的基层触角及服务延伸，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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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服务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网格化”与基层综合治理的深度融合，提升了基层治理成

效。2) 提供“组团式服务”，在镇一级建立了 5 支专业服务队，包括文化教育卫生、应急救助、综治协

管和综合抢修。同时，每个村(社区)在网格区内建立网格服务队，包括社会事业、治保调解和村镇建设等

专业服务。3) 抓住“最多跑一次”的改革机遇，推进公共服务的普惠化和均等化。例如，浙江公安已经

充分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手段开发智能警务，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绍兴

公安的“管家式警务”，秉持“忠诚、专注、贴心”的理念，通过“管家”警务网打通线上与线下，从

而可以“全时空、零距离”地为人民群众提供警务服务。同时，绍兴公安不断扩大警务自助机的覆盖面，

形成与线上警务服务相呼应的智能警务服务网络，为群众提供 24 小时的自助警务服务，真正做到警务服

务 24 小时“不打烊”。据统计，到目前为止，浙江省已实现 235 个公安事项“最多跑一次”，实现率达

97.92%，群众办事时间减少了 38.97%。 
人民群众对于自己生活条件的评估将影响他们对于政府社会治理水平的评价。基于社会剥夺理论的

分析，人民群众的评估既包括横向比较，也包括纵向比较。纵向比较即人民群众将评估当下的生活水平

是否同之前相比有所提高。提升群众获得感的一个关键方面在于纵向对比中的“获得”。即政府的基层

治理工作能否更加迅速地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能否改善民生建设领域的短板和不足，能否为人民群众

带来更多的实惠。因此，提升群众获得感，基层治理需要持续推进创新改革，创建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

供给的新模式，落实惠民政策，让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利益。 

3.2. 创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新格局 

现代社会治理需要多方力量的参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已成为“枫桥经验”的一大亮点。诸暨

市积极培育、推动发展社会组织，推动其发挥实质作用。众多社会组织已经成为诸暨人民共建、共治、

共享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在发展基层民主、化解社会矛盾、完善公共服务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红

枫义警”等平安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平安建设；“枫桥大妈”、“娟子工作室”等社会组织参与化解群

众矛盾，发挥了群众智慧。此外，公益类社会组织热情投身公益慈善事业，基金类社会组织资助公益事

业，在各自的领域当中为社会治理出力增彩。与此同时，针对社会组织是枫桥镇社会治理中最活跃的因

素这一枫桥特色，枫桥镇党委充分考虑了社会组织发展快、种类多、人员流动迅速的实际状况，对社会

组织的党建工作进行了分类指导，充分发挥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通过基层党建，不仅加强了党对社

会组织的领导，还将党的领导深深扎根于群众，打造了以党建为引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充分依靠群

众的“党建+基层治理”新模式。 
“枫桥经验”的核心是群众路线，新时代的“枫桥经验”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更加

突出了群众参与。个体参与社会组织，并加入社会治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其社会服务的功能。根

据相关的群体剥夺研究表明，社会服务将影响群体的满意感及获得感。社会服务的减少，将导致公民社

区参与度和人际信任度的降低，从而导致异常的社会行为，进而带来群体获得感的下降；相反，人们通

过社会组织的参与，可以从公共制度和社会组织中汲取到更多的支持，并从社区生活中收获信任感和依

赖感，从而提升相应的获得感[12]。同时，社会组织的志愿性、自主性、非营利性、公益性，也使其在基

层社会治理中拥有独特的优势。相比政府，社会组织更容易在社区中获得认同和归属、更能深入社区生

活的角角落落，也更符合社区文化与传统。 

3.3. 创建基层自治的新模式 

“枫桥经验”离不开发动和依靠群众。加强群众参与，实现社会自治也是社会有序管理的有效策略。

“枫桥经验”的诞生源于诸暨枫桥干部群众的智慧，它的创新与发展也始终离不开“依靠群众、发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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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这一核心灵魂。现代的社会治理尊重群众的开拓精神，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群众治理方面也有诸多的创新与发展。1) “三上三下”的民主决策机制保证了村

民的民主权利，发挥了村民自治作用。“三上三下”具体指：“一上一下”指村委会从群众中收集议题，

并通过上门下访征求意见；“二上二下”指通过召开民主恳谈会，对方案进行深入讨论，进一步完善；

“三上三下”指党员会议审议方案，经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组织实施。凡是“三上三下”通过的事

情，无论大小，都将印成一本册子，发放到每一位村民手中。通过“三上三下”决策机制，每位村民的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都得到了保障[13]。2) 吸纳新乡贤参与社会治理，多元化解矛盾纠纷。

诸暨市政府创造性地将中国善治文化与乡贤治理的传统资源与现代社会治理融合，吸取群众智慧，推行

并实施了一系列鼓励乡贤文化复兴的政策。当地的老党员、老干部、道德模范、经济文化能人、教育科

研人员以及在农村创业建设的外来生产经营管理人才等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乡村精英都被吸纳进

入新乡贤的队伍，并且成立了乡贤参事会、乡贤调解团、乡贤协会、乡贤帮忙团等一批组织。这些组织

在乡村治理、矛盾化解、道德引领、“美丽乡村”与“平安诸暨”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挥了新乡贤的治理

优势，创造了一种新的基础民主自治模式。3) 制定并执行村规民约，完善现代化乡村治理结构。充分发

挥村民在村规民约制定过程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根据村情民情，拓展村规民约的内涵，完善村规民

约的内容。例如把家庭美德、邻里和睦关系等纳入村规民约，引导村民形成正确的价值认同，让无形的

社会公德成为有形的行为规范。将环境保护、垃圾分类、无违法建筑等纳入村规民约，促进美丽乡村建

设。并通过“有法可循的依法，无法可循的依规，既无法可循又无规可参的由村民自治”加强村规民约

的实施效力。新时代“枫桥经验”从村规民约切入，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14]。 
剥夺感是一个多维的概念，研究者 Townsend 最早提出的社会剥夺指标，包含物质和社会两大领域。

后继学者的研究，不断完善了这一指标体系[2]。获得感同剥夺感一样也是一个多维的概念。人民群众获

得感也包括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以及参政议政、参与管理国家

事务[15]。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不仅提高了群众对社会治理事务的参与感。同时通过“三上三下”民主决

策机制，村规民约等制度保障了村民广泛的参与权和讨论权，减少了在社会治理中群众参与机会少所带

来的横向剥夺感，从而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提升了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上的获得感。 

4. 结论、启示与建议 

通过对“枫桥经验”提升群众获得感的基层治理路径进行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新时代的“枫桥经

验”顺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将“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的举措与成效。基于社会剥夺理

论，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既包括增加获得感，也意味着减少剥夺感。剥夺感既来源于与社会生活中

的其他个人或群体的社会比较，也包括与个体不同时间点位状态的比较。因此，获得感既源于个人实际

获得在改革前后状态的对比，亦源于个人获得与他人利益获得的对比。获得感既包含物质层面，也包含

精神层面。基于对“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新思路、新举措的分析，可以得出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可

以从以下层面和途径入手。 

4.1. 顺应社会变化，坚持改革发展 

发展是获得感的前提。纵向获得感源于个人利益同以前状态的对比，如果没有发展成果，则纵向获

得感无从谈起。但发展如果忽视了公平、公正，群体间、区域间的不均衡、不全面，将导致人民群众在

与其他个人或群体进行社会比较时产生横向剥夺感，从而降低人民群众的横向获得感。“枫桥经验”历

经五十多年的发展，其内涵不断丰富，但始终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基层治理需要坚定改

革步伐，在发展中坚持公平正义，落实惠民政策，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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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落实基层治理，改善民生 

民生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工作的重中之重。民生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意味着个人或群体的

最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这将导致严重的“绝对剥夺感”，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民生不仅包

括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良好的公共服务供给，还包括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与文化，以及良好的生态环

境。“枫桥经验”中的“网格化”服务、“最多跑一次”改革、文化礼堂建设以及“两山”特色警长体

系等措施都是基层治理改善民生，提升获得感很好的借鉴。 

4.3. 实现公民政治权利 

获得感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既包含物质层面，也包含精神层面。实现和保障各项民主权利，实现

参政议政、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也是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重要组成部分[16]。“枫桥经验”始终离不开发动和

依靠群众。新时代的“枫桥经验”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通过民主决策机制发挥群众自治作

用。它吸纳了多方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构建了社会治理的新格局。这些措施让人

民群众能够有效表达自己的需求，能够参与到发展与改革的时代浪潮中，能够真正地当家作主，从而有

效地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新时代“枫桥经验”可以说是新时代下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于今天提

升我国人民群众“获得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SH052)。 

参考文献 
[1] 金伯中. 论“枫桥经验”的文化底蕴[J]. 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3): 14-18.  

[2] 余钊飞. “枫桥经验”与村规民约建设[N]. 人民法院报, 2018-05-11(005).  

[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4] 郑风田, 陈思宇. 获得感是社会发展最优衡量标准——兼评其与幸福感、包容性发展的区别与联系[J]. 人民论

坛·学术前沿, 2017(2): 6-17.  

[5] 丁元竹. 让居民拥有获得感必须打通最后一公里——新时期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路径[J]. 国家治理, 2016(2): 
17-23.  

[6] 赵玉华, 王梅苏.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金石[J].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16, 39(3): 
15-17.  

[7] 蒋永穆, 张晓磊. 共享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6(3): 74-78.  

[8] 张航. 浅析“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J].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2): 34-36.  

[9] 张品. “获得感”的理论内涵及当代价值[J].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7(4): 402-407.  

[10] 张书维, 周洁, 王二平. 群体相对剥夺前因及对集群行为的影响——基于汶川地震灾区民众调查的实证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09, 6(4): 69-77.  

[11] 田为民. 政治稳定的社会心理条件研究[J]. 江苏社会科学, 1999(2): 158-164.  
[12] Albert, S. (1977) Temporal Comparison Theory. Psychological Review, 84, 485-503.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84.6.485 
[13] Kawachi, I., Kennedy, B.P. and Glass, R. (1999) Social Capital and Self-Rated Health: A Contextual Analysis. Ameri-

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9, 1187-1193. https://doi.org/10.2105/AJPH.89.8.1187 

[14] “枫桥经验”联合蹲点调研组. 社会治理的典范平安和谐的绿洲——枫桥镇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调查报告

[J]. 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 2018(3): 13-18.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7259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84.6.485
https://doi.org/10.2105/AJPH.89.8.1187


叶君惠 

 

 

DOI: 10.12677/ass.2021.107259 1872 社会科学前沿 
 

[15] Townsend, P. (1979)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Nursing Research, 3, 91-92.  
https://doi.org/10.1525/9780520325760 

[16] 本刊首席时政观察员. “十三五”规划要让人民更有获得感[J]. 领导决策信息, 2015(41): 4-7.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7259
https://doi.org/10.1525/9780520325760

	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群众获得感的基层治理路径分析
	摘  要
	关键词
	Analysis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Path Based on the New Era “Fengqiao Experience”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基本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2.1. “获得感”基本概念
	2.2. 社会剥夺的基本含义
	2.3. 本文的研究思路

	3. 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群众获得感的基层治理路径
	3.1. 创建基层基础工作的新模式
	3.2. 创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新格局
	3.3. 创建基层自治的新模式

	4. 结论、启示与建议
	4.1. 顺应社会变化，坚持改革发展
	4.2. 落实基层治理，改善民生
	4.3. 实现公民政治权利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