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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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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课

存在于不同社会形态的风险同时出现，如自然灾

害、贫富差距、网络欺诈、贪污腐败、公共安

全等。二是风险扩散的可能性增大。既有来自外

部环境的金融、生态、公共卫生、恐怖主义等全

球化风险的传导，也有我国社会内部不同领域风

险的相互扩散。三是传统社会风险（自然风险）

的影响逐步减弱，现代社会风险（人为制造的风

险）日益增多。如食品药品安全、基因编辑、网

络安全等方面的风险在加大。四是结构性风险和

过程性风险并存。长期积累的城乡、区域、阶层

和群体之间因发展失衡导致的结构性矛盾，在改

革发展进程中不断凸显，需要一定时间和条件才

能逐步得以化解。五是风险加大与治理能力不足

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尤其是基层社会风险无法

完全在当地化解，导致风险上移、放大和扩散。

六是全球化风险加大，既有外部环境带来的风

险，也有国内资本、资源、技术和人员“走出

去”后遭遇的风险。因此，在风险防范和治理

中，既要看到风险的全球性和整体性，把握风险

变动的一般规律，又要从我国的国情特征和现代

化加速推进的背景出发，认识风险变动的特殊

规律。

全面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
力和水平

新形势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强化风险意识、提高风险化解能力、

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和发扬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等

要求，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少数”，从思

想、制度和行动上精准发力、统筹规划、坚守底

线，确保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推动新

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1.在思想上，强化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通

过分批分类有组织地开展风险预防和系统化处

置、专业化培训和宣传教育，引导干部群众认清形

势，把握大局，凝聚共识，树立正确的风险观。

一是提高对新形势下我国面临的风险总体趋

势和变化规律的认识和理解，充分认识到风险挑

战和斗争的复杂性，不断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

维，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压实责任，层层落实。二是通过多种渠道和多样

化形式，加强风险文化的宣传普及，推动安全教

育进机关、进工厂、进社区、进学校，引导社会

各界和广大群众建立对于风险的正确认识，不断

增强安全意识、风险防范和自救能力。

2.在制度上，健全和完善风险治理制度体

系，加强风险防控工作机制建设，积极构建风险

国际合作机制，不断提高风险治理水平。

一是以推进风险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目标，构

建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层层负责、社会积

极合作和群众广泛参与的风险治理体制。强化党

委政策制定、统筹协调和监督落实的功能；各级

政府通过细化目标、落实责任、整合力量推动层

层落实，要善于组织和引导社会力量和群众有效

参与，提高风险治理的社会化、专业化和科学化

水平。二是聚焦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着力完善和

创新风险防控工作机制。建立风险研判、预案制

定和演练、风险评估、协同合作、应急处置和善

后恢复的全流程精细化的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

加强和完善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属地为主、条

块结合、灵活机动和经济高效的应急机制建设。

三是积极应对全球化风险的挑战，充分发挥“一

带一路”、联合反恐、国际气候大会、世界互联

网大会、中国与东盟对话机制等多边和双边合作

框架，加强和完善风险国际合作机制，推动构建

风险治理利益共同体。

3.在行动上，坚持防范为先，着力重大领

域，不断提升科学有效的风险处置能力，推进风

险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是下好防范风险的“先手棋”。政府管

理的目的是“用少量的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的

钱去治理”。新时代风险来源多元化和隐性化特

征更加明显，必须善于发挥党的群众工作优势，

从日常工作的细微处入手，及时捕捉风险隐患，

精准研判，及时处置。二是打好重点领域的主动

战。各级党委、政府要主动承担政治职责，不

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高度警惕隐性风险

和外部风险，抓住关系到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

全、文化安全的重大风险和涉及民生领域的重大

社会风险，第一时间靠前指挥，沉着应对，坚决

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