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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风险是社会转型期最大的特征, 政治风险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面对的最主要

的，破坏性最大，影响最广泛的风险之一。政府制度创新主体的政治风险观念不强；主体缺

乏化解政治风险的措施；在制度执行的过程中责任意识薄弱，尤其是政治责任观念薄弱是导

致政治风险的主要原因，必须从这三个方面做起，完善政府制度创新,防范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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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临诸多复杂的社会环境变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风险的破坏作用,尤其是政治风险。在

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

种作用不是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经济，而是通过制度创新为市场经济提供有效的制度。制度创

新的过程就是改变现有制度安排的过程，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过程，面对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

难免会触动某些利益主体的利益，引发抵触或对抗，造成不可预测的后果。当这种抵触和对

抗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影响政治稳定，引发政治风险。因此从政治风险的视角研究地方政

府制度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政治风险的特点    

  风险在早期被理解为冒险，指在海上航行时遇到危险和触礁的可能性。所谓政治风险就

是一个国家，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引发局部性、全国性战争、叛乱、动乱、暴动、工人罢工、

学生群众示威游行，群众性内乱以及其它不测事件，导致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害，国家、

社会、执政党利益严重受到侵害的可能性。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奇•贝克、英国著名的社会

学家东尼•吉登斯等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1、风险是永恒存在的，人类社会没有

绝对的安全；2、人类社会正处在从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过程之中；这一转变正在

全球范围内潜在地发生；3、 现代社会风险是由于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副作用与负面效应，特

别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影响；4、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和条件下，社会

风险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5、总体上风险是不能根除的，但对于某个具体风险是可以控制

的；6、 现代社会风险具有两面性，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 ]政治风险是社会

风险的一种。另外其还具有特定的特点：第一、政治风险是各类风险中级别最高、损失最大、

破坏最严重的风险。由于政治系统在一个社会的重大主导作用，任何局部性、全国性战争、

叛乱、动乱、暴动、工人罢工、学生群众示威游行，群众性内乱以及其它不测事件的危害都

是严重的，对于经济、文化、社会所造成的创伤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无法恢复；第二、影

响政治风险的因子纷繁复杂，错综交叉，容易引起连锁反应。贫乏差距悬殊、就业压力增大、

社会不正之风及社会治安恶化、公平公正偏离、环境污染严重、政策失误等一些问题对人们

的心理、社会秩序、社会制度的公正性和权威性造成很大影响，导致政治系统权威削弱，政

治资源流失；第三、政治风险的爆发具有相当时间的积累过程，在积累的过程中可以被把握

到。政治系统的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都具有决定的作用，所以政治系统往往具有一套比

较稳固的设计，用以化解政治矛盾。但是不能根本消除各种矛盾，在政治风险积累的过程中

当冲突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任何的政治失策就会引发矛盾激化，危机一触即发。  

  二、当前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制度创新是地方政府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



想观念深刻变化、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出现的形势下，解决社会的整体转型所造成的思想观

念上和经济利益上产生的矛盾和冲突的根本途径，是支配人们行为及其相关关系的规则、规

范和惯例的进步，促使各种社会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有更大的提高。同

时也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最有效的手段。当前地方政

府制度创新存在诸多的问题：面临一个两难处境，一方面外部压力和内部发展要求迫使政府

顺应潮流进行制度创新，一方面政府本身成了制度创新的对象，要触动原有的利益刚性，会

“动力不足”而无法履行其制度创新职能。具体表现就是造成的制度僵化、制度真空、制度

衰败、制度的“内卷化”。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还存在着误区：制度供给方式的误区。目前政

府制度供给方式主要存在制度移植过程中脱离实际、制度供给主要是采取自上而下的单方向

供给方式；制度执行的误区。制度的执行不畅或有所偏失必然降低制度的效能；制度创新的

“临界”的误区；政府制度创新滞后且不均衡等等；一方面制度供给过剩，另一方面有效制

度供给不足。即使一项制度在设立之初是适应环境的合乎义理且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

随着外部条件的演化，可能在机会或结果的公平性上与其初衷相背离，与外部环境相背离，

使公平公正的天平更加倾斜，导致“集体事件”多发，为政治风险埋下隐患。 造成这些问

题的原因很多，总体上有三点：一是制度创新主体的政治风险观念不强；二是制度创新主体

缺乏化解政治风险的措施；三是在制度执行的过程中政治责任意识薄弱，尤其是政治责任观

念薄弱。在政府制度创新的过程中要防范政治风险就必须从这三个方面做起。  

  三、增强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政治风险意识的措施    

  首先，地方政府政治风险意识薄弱表现在制度创新的整个过程，必须增强地方政府制度

创新的政治风险意识。可以从三个方面加强，一是加强政治风险的理论研究，完善政治风险

理论体系。我国风险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是在借鉴西方社会风险理论和应对社会风险的实践当

中建立的，时间不长，尽管发展很快，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风险，远远不够。政治风险

理论的研究尤其比较薄弱，还仅仅停留在传统的政治风险观念之中，沉迷于传统行政管理体

制的安逸之中；二是提高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过程中对政治风险的重视程度，时刻把政治风险

放在第一位，深刻地认识政治风险的危害、发生的特点和原因，把政治风险化解在积累阶段；

三是在制度创新及制度执行的过程中动员最广大的民众参与，防范政治风险。  

 其次, 完善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中政治风险防范及应急措施体系。由于政治风险具有的严重

破坏性、影响因子的复杂性和积累性，对政治风险的评估、缓解、应对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

系，又是有相互关联的子系统构成的。不能仅仅关注于制度创新过程中所遇到的矛盾、摩擦、

和问题，政府制度创新所调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动一发而牵动整体，所引发的是整个利

益格局的调整，受损的利益主体必定会尽力利用手中的资源保住既得利益而采取利己行为，

会对各个领域产生影响。所以必须建立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最大可能地涵盖各个领域可能引

发政治风险的因素，贯穿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整个过程；建立和完善利益协调沟通机制，

妥善缓解利益冲突和矛盾；制定应对各种政治风险的应急措施。  

  最后，加强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应对政治风险的政治责任明晰及追究制度。政治责任与公

共权力有关，是公共权力的使用者对公共权力的所有者应该承担的责任，权力来源于谁就该

对谁负责。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过程一定程度上说是地方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做出决策的过

程，理应把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作为公共权力实施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保持公共权力

的公共性、增进公共利益是地方政府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胡锦涛同志强调要坚持权为民所

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就是对政府政治责任实现的要求，也是具体表现。法国著

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没有监督的权力是最危险的权力”，最容易导致权力的异化，

所以，在明晰政府的政治责任以后就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权力监督机制，以权力制约权力，

同时权力总是和一定的人相结合的，人的意志会受到利益的驱使，从而渗透与权力的实施，



必须对权力的使用者明晰政治责任，加强监督，建立严格的政治责任追究制度，严防制度创

新过程中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  

  综上所述，地方政府制度创新面临诸多的社会风险，在实施的过程中应该时刻牢固树立

政治风险意识、切实加强政治风险防范措施体系建设、保障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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