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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又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政法机关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和谐
稳定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
全市政法系统将认真贯彻中央和市委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实开展“发扬传统、坚定
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总结运用平安世博经验，深化“三项重点工作”，努力为本市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和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
各级政法部门和广大政法干警要继续发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围绕大局，立足本职，聚焦民生，多
出优秀调研成果，为做好新时期上海政法工作贡献更多智慧。

《上海政法研究(2010)》由林化宾主编，供相关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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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林化宾
第一篇　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
　积极探索信访代理制度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社会稳定风险分析评估工作机制运作状况及其优化对策
　上海市杨浦区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调研组
　从源头上防范社会矛盾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社会转型期涉诉信访工作机制研究
　完善人民法庭就地解决纠纷机制的思考
　浅析刑事申诉检察与化解社会矛盾
　试论“人民矛盾人民调”
　简论大调解工作中的条块协同机制
　初探信息平台在基层大调解工作体系建设中的运用
　制约诉调对接规模化发展的原因及其解决路径
　社会矛盾化解视野下调解率的功能回归与机制重构
　影响农村和农民稳定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将律师纳入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处理机制的分析
　构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建设背景下的维稳工作新机制
第二篇 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以“善治”理念引领社会管理创新
　打造“大联动”机制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能动司法：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
　推进上海法院司法建议工作的思考
　公共治理的互动模式：司法建议运行状况的实然分析与应然构造
　加强检察建议工作推进检察工作发展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趋同性分析及定位思考
　简论构建上海社会消防安全“防火墙”工程
　社会管理创新维度下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制度的构建
　简析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互动作用
　和谐警民关系视野下的“公民警校”建设
　涉诉公共事件网络舆论引导机制的构建
　刍议建立法律援助舆情分析报告制度
　基层法院与街道社区联动工作机制的实践与完善
　社区民警入职居委会初探
　“大虹桥”背景下的“法律进两新”
　新海、东平两镇市区导人落户人员情况调研
第三篇 深入推进公正廉洁执法
　能动司法的逻辑理路与实证研究
　简议“要件审判九步法”
　提高一审服判息诉率的对策
　人民法庭功能之完善
　创新执法管理体系保障公正廉洁执法
　初探公诉引导侦查
　检务效能监察引入案件管理工作的思考
　检察机关案件管理的要素与构成
　和谐视野下检察介入社区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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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调查
　基层检察机关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基本保障与实践途径
　上海率先设立少年法院的前瞻性思考
　刑事和解制度立法构建设计
　学习型法院的构建路径
　上海司法行政法制工作现状及发展探析
　上海依法治市工作实践及前瞻研究
第四篇　全力打造平安世博
　世博安保社会面防控工作的总结与体会
　上海公安世博安保成功实践的七个“贯穿始终”
　基于平安世博成功实践的社会管理创新思考
　充分运用“平安世博”工作成果努力形成政法综治长效机制
　卢湾世博安保的实践与思考
　力举百措创平安众志成城保世博
　世博法庭为世博会成功运行提供充分法治保障
　世博安保经验对“世博后”警务工作启示
　完善世博后公安交通管理的长效机制
　加强世博后社会面防控工作的长效机制建设
　后世博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设计
　探析特大活动期间刑释解教人员帮管机制
　浅析平安志愿服务长效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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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4.条块联动化解机制。
新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由新区社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总牵头。
涉及违法犯罪、治安处置的矛盾纠纷由新区综治办牵头处置，涉及信访的矛盾纠纷由信访办牵头化解
，除上述之外的矛盾纠纷由“三不”办公室牵头调解。
针对社区内矛盾纠纷，如婚姻、家庭、邻里等常见性、多发性的一般矛盾纠纷，由居（村）委调委会
牵头调处，力争就地解决；超出居（村）委职能范围的重大、复杂矛盾纠纷，上报街镇由街道（镇）
“三不”工作小组牵头调处；针对极少数涉及众多群众利益、社会影响较大的疑难、复杂纠纷由街道
（镇）“三不”工作小组或新区委办局提请新区维护社会稳定领导小组由新区“三不”办公室搭建平
台，协调有关各方共同予以化解。
各条线职能部门应加强与街道（镇）的沟通，多掌握信息，对本条线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作出预判，
提前做好化解预案；对已经发生的矛盾纠纷，定期研究、分析，提供化解途径和方案，积极参与化解
；涉及需要牵头处理的矛盾纠纷，各条线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介入、积极协调、深入指导，与街道（
镇）、居（村）共同做好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
积极尝试将律师、公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业人士等社会第三方引入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邀请律师参与矛盾纠纷化解，成立法律顾问小组，提供法律支持，积极安排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
务和法律援助，公证处提供公证服务，正面引导当事人选择正常、合法途径解决矛盾纠纷。
针对重大疑难群体性纠纷，多次上访、越级上访的矛盾纠纷，情况复杂、处理有争议的矛盾纠纷，可
引入第三方听证委员会，采用听证方式为具体职能部门处置矛盾纠纷提供意见和参考，促使矛盾纠纷
化解。
5.条块联动督导考核机制。
矛盾纠纷化解督导工作实行“谁牵头、谁督导”和“一级抓一级、逐级督导”的原则。
新区综治办、信访办、“三不”办公室在新区社会稳定领导小组领导下，依据分类管理进行督导。
对重大、突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督办、跟踪、回访由各街道（镇）“三不”工作小组进行，街道（
镇）“三不”工作小组成立矛盾纠纷化解督查组，对一些重大突出和疑难复杂矛盾纠纷的化解进展情
况进行跟踪督查，并及时通报。
新区“三不”办公室对各职能部门、各街道（镇）的矛盾化解工作进行目标责任考核，各职能部门、
各街道（镇）分别对各条线和各居（村）委进行目标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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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0上海政法研究》是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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