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

分析篇章编制大纲及说明（试行）

第一部分 分析篇章编制大纲

一、编制依据

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及其篇章编制，应

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拟建项目所在地区的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要求，以及拟建项目建设方案等相关资料开展工作。

编制依据主要包括：（一）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以及其他政策性文件；（二）项目单位的委托合同；（三）项

目单位提供的拟建项目基本情况和风险分析所需的必要资料；

（四）国家出台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批

准的相关规划；（五）其他依据。

二、风险调查

社会稳定风险调查重点围绕拟建项目建设实施的合法性、合

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等方面开展。调查范围应覆盖所涉及地区

的利益相关者，充分听取、全面收集群众和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包括合理和不合理、现实和潜在的诉求等。

结合拟建项目特点，重点阐述以下部分或全部方面：调查的



内容和范围、方式和方法；拟建项目的合法性；拟建项目自然和

社会环境状况；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诉求、公众参与情况；基层

组织态度、媒体舆论导向，以及公开报道过的同类项目风险情况。

三、风险识别

在风险调查的基础上，针对利益相关者不理解、不认同、不

满意、不支持的方面，或在日后可能引发不稳定事件的情形，全

面、全程查找并分析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各种风险因素。

重点阐述：在政策规划和审批程序、土地房屋征收方案、技

术和经济方案、生态环境影响、项目建设管理、当地经济社会影

响、质量安全和社会治安、媒体舆论导向等方面重点分析查找各

风险因素。

四、风险估计

根据各项风险因素的成因、影响表现、风险分布、影响程度、

发生可能性，找出主要风险因素。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风险

分析方法，估计主要风险因素的风险程度；分析主要因素之间是

否相互影响。

重点阐述：按照风险可能发生的项目阶段（决策、准备、实

施、运行），结合当地经济社会与拟建项目的相互适应性，从初

步识别的各类风险因素中筛选、归纳出主要风险因素。对每一个

主要风险因素进行分析、估计，两个或多个风险因素相互作用的

影响，包括可能引发风险事件的原因、时间和形式，风险事件的

发生概率、影响程度和风险程度。



五、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

根据风险识别和风险估计的结果，研究提出风险防范化解措

施。

重点阐述：针对主要风险因素研究提出各项综合和专项的风

险防范、化解措施，提出落实各项措施的责任主体和协助单位、

防范责任、具体工作内容、风险控制节点、实施时间和要求的建

议。

六、风险等级

分析各项风险防范、化解措施落实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预测

落实措施后每一个主要风险因素可能引发风险的变化趋势，包括

发生概率、影响程度、风险程度等，综合判断拟建项目落实风险

防范、化解措施后的风险等级。

重点阐述：预测各主要风险因素变化趋势及结果，综合判断

落实措施后风险等级。

七、风险分析结论

阐述拟建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的主要结论，包括：

（一）拟建项目主要的风险因素；

（二）主要的风险防范、化解措施；

（三）拟建项目风险等级；

（四）落实风险防范、化解措施的有关建议。



第二部分 分析篇章编制说明

一、总体说明

（一）为切实规范和全面推进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

定风险分析和评估工作，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和国家、地方相关规定，对

于需要开展稳评的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项目单位在组织编制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时，应当同时进行社会稳定

风险分析，并作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中的独立

篇章。

（二）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篇章的编制工作，应当立足国情，

实事求是，从拟建项目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且涉及面广、

容易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出发，在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

控性等方面进行重点分析，做到客观公正、方法适用、分析全面、

措施可行、结论可信，确保取得实效。

（三）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篇章的编制，应当遵循社会稳定风

险分析的程序，开展风险调查、风险因素识别和风险估计，研究

提出风险防范和化解的措施，估计落实措施后的风险等级，明确

提出能作为开展拟建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重要依据的分

析结论。情况较简单、外部性影响非常小、社会稳定风险非常低

的项目可以从简分析，特别重大和敏感的项目，可形成单独的社

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



（四）各地方政府或其有关部门，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及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编制适合本地区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的指标体系、评判标准等。各行

业管理部门可结合行业特点，参照本大纲制定适合本行业的社会

稳定风险分析篇章编制大纲。

二、关于风险调查

风险调查是风险分析的基础工作，风险调查的成果不仅是分

析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风险识别、风险估计、风险等

级判断和制定风险防范、化解措施的基础。

（一）调查内容

风险调查应根据拟建项目的实际，结合建设方案，运用适用

的方法，深入开展风险调查。

1、拟建项目的合法性。包括与国家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行业规划、产业政策、标准规范的符合性，与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城乡规划的符合性，分析项目达到合法性要求还需依法取

得的相关前置审批文件等。

2、拟建项目所在地周边的自然环境现状和社会环境状况，

以及项目实施可能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影响。包括可能对行业发展

和区域经济的影响，对上下游已建或拟建关联项目的影响，对当

地总体发展规划、经济发展、关联行业发展、就业机会的影响等；

包括拟建项目占用地方资源（土地、能源、水资源、岸线、交通、



污染物排放指标、自然和生态环境等）带来的影响，拟建项目的

建设和运行活动对项目所在地文化、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社会

习俗等非物质性因素的影响，能否被当地的社会环境、人文条件

所接纳等。

3、利益相关者（包括受拟建项目建设和运行影响的公民、

法人和其它社会组织）对拟建项目建设实施的意见和诉求。深入

细致地向利益相关者了解情况，对受项目影响较大者、有特殊困

难的家庭重点走访，当面听取意见。听取意见要注意对象的广泛

性和代表性，注意方式方法，以便群众了解真实情况、表达真实

意见。对于听取的意见和诉求，要通过分析利益相关者的主要特

征、背景和同质性等，鉴别出主要利益相关者。

4、拟建项目所在地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基层政府和基层组

织、社会团体的态度。在规划选址、土地房屋征收补偿、移民安

置、环境保护等方面，征求项目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及基层组

织、社会团体等对拟建项目的支持态度，了解项目所在地存在的

社会历史矛盾和社会背景等。

5、媒体对拟建项目建设实施的态度。调查大众媒体包括网

络媒体及移动媒体等新兴媒体对拟建项目的意见、诉求和舆论导

向等。

6、同类项目曾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调查公开报道的同类

项目曾经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同类项目的后评价报告，风险的

原因、后果和处置措施等。



（二）调查范围

凡项目涉及到利益相关者切身利益、容易引发社会稳定风险

的因素，都应纳入调查范围，应当涵盖拟建项目建设和运行可能

产生负面影响的范围。

（三）调查的方式和方法

风险调查的方式有全面调查、抽样调查、个案调查和典型调

查。调查的方法有观察法、访谈法、文献法、问卷法、实验法等。

可根据项目的特点及项目所在地的实际情况，选择适用的方式方

法进行调查。实际工作中可采取公告公示、实地踏勘、走访群众、

召开座谈会、网上调查以及舆情分析等多种方式和方法，以达到

广泛调查、充分收集各方意见和诉求的目的。

三、关于风险识别

围绕拟建项目的建设和运行是否可能使群众的合法权益遭

受侵害，从拟建项目各阶段可能对外产生的负面影响，项目与当

地经济社会的相互适应性等方面，全面、动态、全程识别拟建项

目建设和运行可能诱发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稳定风险事件（包括对

社会稳定可能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群体性或个体极端事件），

识别影响拟建项目总体目标顺利实现的各种社会稳定风险因素。

风险识别一般可选用对照表法、专家调查法以及访谈法、实

地观察法、案例参照法、项目类比法等方法。

四、关于风险估计

（一）估计内容



风险因素的风险估计，通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找出主要风险因素，并对每个主要风险因素的风险程度进行分析、

预测和估计，层层剖析引发风险的直接和间接原因，预测和估计

可能引发的风险事件，分析其引发风险事件的可能性，估计发生

的概率，分析影响程度（后果），判断其风险程度。一般项目可

根据实际涉及的主要风险因素，编制拟建项目的主要风险因素及

其风险程度表（参考样表 1）。

样表 1 主要风险因素及其风险程度表

序号 风险类型 发生阶段 风险因素 风险概率 影响程度 风险程度 备注

1

2

3

...

注：1、风险类型包括工程风险因素和项目与社会互适性风险因素。其中：

工程风险因素可按政策、规划和审批程序，土地房屋征收及补偿，技术经济，环

境影响，项目管理，安全和治安等方面分类。项目与社会互适性风险因素指项目

能否为当地的社会环境、人文条件所接纳，以及当地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群

众支持项目的程度，项目与当地社会环境的相互适应关系方面所面临的风险因素。

2、风险发生阶段可包括项目决策、准备、实施、运行四个阶段。备注可标

注风险的特征（例如长期影响还是短期影响、持久性影响还是间断影响等）和其

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3、该表式样仅供参考。下同。

（二）估计方法

风险估计一般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逐一

对风险因素进行多维度分析，估计其发生的概率和影响程度。选



取维度通常包括：可能产生风险的项目阶段、地域、群体，以及

风险的成因、影响表现、风险分布、影响程度等特性。

主要风险因素的估计，可对风险概率、影响程度和风险程度

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评判，也可根据专家经验确定。根据风险

程度进行排序，以揭示主要因素的风险程度。

五、关于风险防范、化解措施

为了从源头上防范、化解拟建项目实施可能引发的风险，应

根据拟建项目的特点，针对主要风险因素，阐述采用的风险防范、

化解措施策略；阐述提出的综合性和专项性的风险防范、化解措

施，明确风险防范、化解的目标，提出落实措施的责任主体、协

助单位、防范责任和具体工作内容，明确风险控制的节点和时间，

真正把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

因素。编制并形成风险防范、化解措施汇总表（参考样表 2）。

样表 2 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汇总表

序号
风险发生

阶段
风险因素

主要防范、

化解措施

实施时间

和要求
责任主体 协助单位

1

2

3

...

六、关于项目风险等级

对研究提出的风险防范、化解措施的合法性、可行性、有效



性和可控性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预测各主要风险因素可能变

化的趋势和结果，结合预期可能引发的风险事件和造成负面影响

的程度等，综合判断项目落实风险防范、化解措施后的风险等级。

项目风险等级综合判断一般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进行判断。在定量分析方面，可选用专家打分法等方法，并说明

确定措施后每个主要因素风险权重的方法。按照《国家发展改革

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的要求，

对照本地区社会稳定风险等级评判标准，对拟建项目的社会稳定

风险作出客观、公正的判断，确定高、中、低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