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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治理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并促进社会发展。然而，当前阶段社

会治理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如信息不对称、制度不完善、社会矛盾复杂化等。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需要相关部门人员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策略。行政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三大基本法之一，通过加

强行政法与社会治理的融合，有助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发挥社会治理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从

行政法视域出发，探讨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如缺乏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模糊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概念以

及行政法律法规建设不够完善，以及相对应的解决策略，进一步完善治理体系，明确治理概念的同时，

做好行政法律法规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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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governa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which is condu-
cive to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and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at the current stage, 
social governance faces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such as asymmetric information, imper-
fect systems, and complex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social gover-
nance, it is necessary for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adopt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strategies. Admin-
istrative law is one of the three basic laws in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rough strength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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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and social governance, it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so-
cial governance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mainly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law, exploring the current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a com-
prehensiv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vague concepts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management, 
and inadequate construc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corresponding so-
lutions. It further improves the governance system, clarifies the concept of governance, and does a 
good job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s and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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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治理的完善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而行政法在促进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方面发挥着关键作

用。社会治理的完善涉及各个方面，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市民等多个主体的协同合作和有效运行。行

政法作为一种法律工具，能够通过规范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等功能，为社会治理提

供法制保障和指导。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需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作为支撑，因此，行政法对于社会

治理能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 行政法与社会治理理论概述 

2.1. 行政法概述 

行政法通常指国家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涉及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结构、职权范围、行政行为的规

范、行政程序的规定以及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行政法有助于规范行政行为，保障公民权益，

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职权、违法行使权力。通过完善行政法建设，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此外，

行政法还规范了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明确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并建立健全相

关的法律制度和机制，促进社会治理的实施。 

2.2. 社会治理理论概述 

“以人为本”是社会治理理论中的重要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社会治理将人民放在中心位置，

将人作为社会治理工作的核心。社会治理致力于为人民服务，维护人民的利益和权益，推动人与社会共

同发展。具体而言，社会治理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 社会治理为人民。社会治理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的切实需求与根本利益。为此，社会

治理应关注人民的生活质量、幸福感以及所能够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待遇，为人民提供教育、医疗、社会

保障等公共服务，保障人民的基本权益[1]。 
2) 社会治理靠人民。社会治理需要人民的参与和支持方能够有效实施，人民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和重

要的力量来源。在社会治理中，人民应该享有参与社会决策和管理的基本权利，通过民主参与、社会协

商等方式，为社会治理提供智慧和力量。 
3) 社会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社会治理的成果应该惠及全体人民。社会治理应该能够维护社会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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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并保障人民的平等权利，应该能够让人民切实感受到社会治理所带来的好处，

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 

3. 行政法视域下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通过研究行政法视域下，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治理的法律基础和规范，发

现和解决社会治理中的法律难题和法律风险，为完善社会治理法律制度、规范社会治理行为提供依据。 

3.1. 缺乏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 

当前阶段，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在制度建立、机制建设以及政策配套等方面相对滞后，无法有效指导

社会治理工作，导致社会治理能力较弱，无法充分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进程的需求。具体而言，主要表

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落后于社会发展进程。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在制度建立、机

制建设以及政策配套等方面相对滞后，未能跟上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变化，缺乏科学、规范和有效的社会

治理体系，致使社会治理无法充分发挥其应用的效用。其次，社会治理体系改革进程缓慢。当前阶段，

我国针对社会治理体系的改革工作推进进程缓慢，改革的力度与深度不够，存在行政机关职能转变、权

力下放、决策机制改革等方面的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与优化。再次，社会治

理体系建设中，政府领导的作用不够明显。政府领导作用不明显意味着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责任与职能

未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政府缺乏统筹协调、整合资源和推动社会治理的能力，致使社会治理中的问题无

法得到有效的解决。最后，在于现行社会治理体系中，人民未能够充分参与。社会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

机制和渠道不畅通，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参与权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和实现，缺乏有效的民主参与、公众

意见征询以及社会组织参与机制，导致公众对社会治理的认同度与参与度有待提升。  

3.2. 模糊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概念 

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社会管理侧重于发挥管理职能，即通过对社会成员以及

社会组织等的管理与指导，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发展目标。而社会治理侧重于为人民服务，关注人

民利益，通过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的互动，利用法律、规范和机制等手段调整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

题，实现社会发展和稳定。相比较而言，社会管理更加侧重上级对下级的约束与监督，而社会治理则更

为强调社会各方的合作与共治，以满足群众的根本权益和利益。现阶段，社会治理中，常有将社会管理

当做社会治理的行为发生，误将政府的行政强度与管理能力等同，形成政府高权体现其行政管理能力的

思维定式。在这种错误理念的影响下，社会治理中，常忽视社会组织与公民的参与和作用，过分强调政

府的主导地位，致使整个社会治理过程缺乏多元化的主体参与。此外，社会治理强调运用法治手段、市

场机制以及社会自律等多种方式共同解决社会问题，而将社会管理当作社会治理时，往往过分依赖行政

管理手段，忽视其他手段的运用，导致问题解决的效果有待提升。致使将社会管理当作社会治理的原因

主要有三点，分别是社会治理主体对社会治理的认识程度不够、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以及法律意义

上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权责界定模糊不清[2]。 

3.3. 行政法律法规建设不够完善 

行政法规是对行政行为进行规范的明确法律规定，如果行政法规不够完善，可能导致行政主体的权

责不清晰，行政行为的依据和权限不明确，致使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效力受到影响。同时，行

政法规的不完善，也可能导致执法不严，进而影响社会治理的公正性与公平性。导致行政法律法规建设

不完善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法制建设的滞后问题。社会治理的需求和形势发展通

常较快，然而行政法律法规的建设却相对滞后。行政法律法规建设需要充分研究和了解社会治理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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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然而在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对社会治理的需求分析不够充分、对行政法律法规的研究和制定不够

重视等问题，致使行政法律法规建设存在滞后性。其次，是缺乏综合性与系统性的问题。行政法律法规

建设需要对社会治理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但在实践中，行政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通常

是在特定领域或特定问题上进行，缺乏整体性和综合性的考虑，致使行政法律法规建设得不够完善。最

后，是缺乏民主参与和专业化的问题。行政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应充分考虑公众意见和专业建议，但

在实践中可能存在民主参与不足和专业化程度不高的问题，影响法律法规的质量。 

4. 行政法促进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策略分析 

行政法有助于促进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相关部门能够针对现阶段，社会治理中暴露出的问题，

采取相应的有效策略，以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4.1. 利用行政法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行政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应充分考虑公众意见和专业建议，但在实践中可能存在民主参与不足和

专业化程度不高的问题，影响法律法规的质量。通过利用行政法，有助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行政法能

够为社会治理提供相应的法律规范与制度安排，使得相关行政机关的权力受到法律制度的约束与监督，

并为相关的社会治理程序、制度等提供法治保障。具体而言，利用行政法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策略主要

如下：首先，推进社会治理改革，基于社会需求优化社会治理体系。深入研究当前社会发展进程，制定

和完善社会治理法律法规，明确社会治理的目标、原则和程序，建立科学、规范和适应社会需求的社会

治理体系。借助法律的力量，推动社会治理体系的改革、优化与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的效能和公正性[3]。
其次，以行政法设计实现社会治理秩序，纠正社会治理中的不科学、不合法手段。行政法能够规范行政

机关的权力行使以及行为方式，从而防止并纠正行政机关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采取非法手段的行为，确保

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以及合规性，为维护社会治理的秩序与稳定奠定良好法律基础。再次，以行政法促进

政府领导作用提升。通过行政法明确规定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和责任，规范政府的行政权力和

职能，有利于促进政府领导作用的提升。同时，通过建立健全的行政法规制度和决策机制，也有利于加

强对政府行为的法律监督和约束，增强政府的责任意识和行政能力，推动政府领导作用在社会治理中的

发挥。最后，引导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制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制度和程序，鼓励和保障公众

参与和监督社会治理。建立有效的公众意见征询机制、参与决策的渠道与方式等，激发公众参与社会治

理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公众与政府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实现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和社会化[4]。 

4.2. 利用行政法明确社会治理概念 

为解决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间权责模糊不清的问题，可通过利用行政法，进一步明确社会治理的概

念，从而有效区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具体而言，可采取如下措施：首先，利用

行政法提升相关行政主体的社会治理意识，强化社会治理理念。行政法能够通过规定行政主体的职责和

权限，明确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和责任，促使相关行政主体更加重视社会治理，加强其社会治理意识，

提升其社会治理能力。同时，也有助于相关行政主体转变传统管理意识，提升其社会治理能力。其次，

以行政法重塑社会治理意识，使行政法意识与社会治理意识统一。行政法是社会治理的法律依据，通过

加强对行政法的学习和理解，有助于提高相关行政主体对社会治理的认识和理解，使行政法意识与社会

治理意识有机统一，从而有助于行政主体更好地遵守行政法规定，依法行政，推动社会治理工作的规范

化与法治化。再次，利用行政法明确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界限。通过规定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原

则与规范，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助于明确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职责与权责边界，从而有效避免二

者的混淆和重叠，确保各自的职能和作用均能够得到正确认知和正确发挥。最后，利用行政法为社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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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提供法律救济途径，保障群众利益。规定公民和组织对行政行为的法律救济程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

益，维护社会治理的公正和公平。行政法为受到不当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和组织提供了行政复议、行政

诉讼等法律救济程序，这些救济程序可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治理的公正和公平。 

4.3. 完善行政法律法规建设 

完善行政法律法规建设对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为完善行政法律法规建设，首先，

应进一步加强行政法制建设，加强对行政法律法规建设的研究和制定，确保行政法规的科学性、合理性

和可操作性。行政法制法规的建设应给予社会治理的实际需求，并能够结合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制定

符合社会治理需要的行政法律法规。同时，应建立完善的行政法律法规体系，包括总则性法律、专门法

律和行政法规的协调配套，并加强对现行法律法规的修订和补充，填补法律法规体系的漏洞和空白，确

保法律法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其次，在行政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过程中，应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和

建议，加强民主参与机制，确保公众意见得以被充分接纳。再次，应健全法律法规执行机制，明确行政

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加强执法能力和水平，建立监督和评估机制，对行政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和评估，提高行政主体的法治意识和执法水平。最后，应建立健全行政法律法规的监督和评估机制，对

行政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估，从而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5]。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行政法对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需要国家能够进一步加强行政法与

社会治理间的联系，合理利用行政法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并明确社会治理概念，同时，还应进一步健全我

国行政法律法规体系，从而不断提升我国社会治理能力，为社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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