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

产品名称 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

公司名称 山东国稳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历城区工业南路鲍山街道殷陈小区6-2-1903

联系电话 15600206625 15600206625

产品详情

1、什么是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

 

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是重大决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在决策过程中，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及公
共安全的因素开展系统调查，科学预测、分析和评估，制定风险应对策略和预案。它包括宣传、解释、
沟通过程、全面沟通后的风险识别过程和对决策事项进行风险管理的建议完善过程，三者缺一不可。

2、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的目的是什么？

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的目的是为了使决策的组织者确立风险责任意识，在决策过程中能充分预见和有
效规避、预防、控制未来在重大决策的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社会稳定风险，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3、哪些重大决策需要开展社会风险评估？

凡属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必须把社会风险评估列为工程项目立项前可行性研究程序的一项内容；凡是直
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且涉及面广、容易引发社会稳定的重大决策事项，党政机关作出决策前都要进
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要包括：

（1）涉及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有关重大决策事项。

（2）涉及国有、集体土地征收方面的决策事项。

（3）涉及城市发展和规划管理方面的有关重大决策事项。



（4）涉及“三农”方面的有关重大决策事项。

（5）涉及社会保障和公共事业方面的有关重大决策事项。

（6）涉及到诸多利益主体或者较大的群体利益的人事机构改革方面的有关重大决策事项。

（7）涉及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方面的有关重大决策事项。

（8）各级党委、政府认为需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其他涉及群众利益的有关重大决策事项。

4、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的评估主体是谁？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决策、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
则确定，主要为：重大事项决策的提出部门、政策的制定部门、改革的牵头部门、工作的实施部门及重
大工程项目的申报部门。

5、评估主体可以委托中介组织实施评估吗？

评估主体可以自行开展评估,也可以根据需要委托具有相应资质、能力的第三方机构按照相关要求参与开
展评估工作,但不发生评估主体责任的转移。评估主体在保证第三方机构独立地位的同时,应做好环节配合
、政策调整、化解措施落实等工作,第三方机构的评估结论仅供评估主体参考。第三方参与稳评工作的实
质内容就是利用第三方机构独立客观的思考地位和便于沟通的身份帮助维护政府形象，起到政府智库的
作用。

山东国稳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是一家专 业服务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的权威第三方机构，在稳
评业务上有丰富的资源和调研经验，我们公司秉承诚信为本、实力为先，客户至上、服务至上的经营理
念，在不断完善和提高服务标准的同时积累了丰富的实操经验和人才资源，将竭诚致力服务于国内各大
企业，为其提供专 业优质的咨询服务。gwgczx.com

6、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的评估内容

社会风险评估应全面分析相关群众和社会公众可能对决策事项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提出
的质疑,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风险防控措施。

合法性分析。主要分析决策机关是否享有相应的决策权并在权限范围内进行决策,决策内容和程序是否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合理性分析。主要分析决策事项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会引发不同地区、行业、群体之间的
攀比;拟 采取的措施和手段是否必要、适当,是否尽可能维护所涉及群众的合法权益;政策调整、利益调节
的对象和范围界定是否准确,拟给予的补偿、安置或者救助是否合理公平及时等。

可行性分析。主要分析决策事项是否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实施是否具备相应的人力物力财
力,相关配套措施是否经过科学严谨周密论证,出台时机和条件是否成熟;决策方案是否充分考虑群众的接



受程度,是否超出大乡多数群众的承受能力,是否缺乏群众支持的基础。

可控性分析。主要分析决策事项是否存在安全稳定隐患,是否会引发群体性事件、集体上访、个人极端事
件;是否会引发严重负面舆情、恶意炒作以及其他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宣传解释和舆论引导工作是否充分
;对可能引发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是否有完善的防范化解措施和应急处置量预案等。

7、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普通评估程序

确定评估项目。各县(市、区)、乡镇（街道）及市直相关部门应于每年年初,按照应评尽评的原则,由评估
主体负责，对重大决策事项进行梳理,确定需要进行社会风险评估的事项,并分级向决策风险评估主管部门
报备;年内新增的事项随时报备。

制定评估方案。评估主体在统筹谋划、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周密制定评估方案,明确评估事项风险预判、评
估实施主体选择、评估经费保障等事项,依法依规组成或选定评估实施主体。

充分听取意见。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采取公示、问卷调查、实地走访和召开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
等方式,听取各方意见。听取意见要兼具广泛性和代表性,采取权益涉及对象易于知悉的方式,并充分说明
决策的依据、方案、可能产生的影响等,以便群众了解真实情况、表达真实意见。

全面分析论证。系统梳理各方意见和情况,对相关群众和社会公众对决策方案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
可控性方面的质疑进行全面梳理和定量定性分析,查找社会风险点。对所有风险点逐一进行分析,参考相同
或者类似决策引发的社会风险情况,预测研判风险发生概率，可能引发矛盾纠纷的激烈程度和持续时间、
涉及人员数量，可能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以及相关风险的可控程度等。对重大复杂疑难事项,评估主体视
情征询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

确定风险等级。根据分析论证情况,按照决策实施后可能对社会安全稳定造成的影响程度划分为高风险、
中风险、低风险三个风险等级。

编制评估报告。评估实施主体应在充分评估、客观科学论证分析的基础上编制社会风险评估报告。评估
报告应当包括评估事项、评估过程、评估方式方法、各方意见及其采纳情况、决策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
点、风险防范化解和应急处置的措施建议、风险评估结论及决策建议等内容。

评审评估报告。评估报告编制完成后,评估主体应当组织相关机构、党政部门代表、人员对评估报告进行
评审。参与评审的人员一般应从风险评估主管部门认可的专家库中随机选取,参与该决策风险评估的人员
应当回避。评估报告评审一般采用会议形式集体评审。评审时,评审人员原则上应为单数，一般以7人为
宜，但不得少于5人;参与评审的人员应当发表意见,并出具本人签名的书面意见。决策单位和有关部门及
其工作人员要遵守工作纪律，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和会议讨论情况严格保密。

备案评估报告。评估报告由评估主体主要负责人签字后,送同级决策风险评估主管部门备案。符合评估程
序规范的，决策风险评估主管部门应在5个工作日内出具评估报告的备案文书；若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应
将意见或者建议反馈给评估工作牵头单位，对有明显重大稳定风险而未评估出来的，或者认为确定的风



险等级不准确的，可以要求进行复评，必要时也可以建议决策机关指定其他部门牵头重新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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