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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时 代 人 民 群 众 的 新 期 盼
———全国 11 个社会群体新需求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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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中国工人、农民、公职人员、白领、企业主及高管、个体业主及自

由职业者、老年群体和大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人对当前生活状态和生

存环境感到满意，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但各群体对未来又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新

需求。总的来看，各群体需求的一致性大于差异性，物质性诉求更多地转向了

非物质性诉求。这对党和政府的执政与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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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重新定义了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与距离，是广大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焦虑，也是党和政府

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现阶段，人民群众有哪些物质性和精神性的新诉求? 有哪些需要解决

的突出问题? 这些问题的普遍性和迫切性如何? 针对以上问题，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于

党的十九大之后，完成了《新时代人民群众需求》全国大规模社情民意抽样调查。
该调查是党的十九大后，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根据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

的新论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旨在了解和分析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
新期盼，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调查对象主要涵盖中国社会 11 个群体:工人(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为主体)，农民，公职人

员(具体包括公务员、国企管理者、医护人员和教师 4 个群体)，白领( 在私营 /外资企业供职的

脑力劳动者)，企业主及高管(非国有企业)，个体业主及自由职业者，老龄群体(城乡地区 60 岁

以上居民)和在校大学生。调查总样本量 3 133 个，涉及全国 25 个省、自治区、市。调查以入户

或定点拦截方式、结构化问卷、一对一面访为主，针对非公企业主 /高管、大学教师群体，还采用

了在线问卷定向推送的方式(见下页表 1)。
本次调查有两大特点:(1)在对人民群众需求的界定上，我们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专

家学者对十九大报告的解读以及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将人们的物质、社会和心理需求分

解成 25 项具体的需求类别。每一个需求类别在表述上尽量做到准确且通俗易懂，便于与被调

查对象沟通。(2)在需求挖掘上，采用国际上较为先进的需求挖掘技术，从普遍性和迫切性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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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角度构建了需求满足优先级指数。
表 1 各个群体的样本量 单位: 人

调查

对象
工人 农民

医护

人员
教师

国企

管理者

公职

人员

白领

( 体制外)

企业主

及高管

个体户及

自由职业者

老龄

群体

在校

大学生
合计

设计

样本量
600 400 200 200 100 100 600 100 200 300 200 3 000

实际

样本量
585 363 208 201 97 104 605 171 250 318 231 3 133

一、大多数人对当前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感到满意，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1． 总体来看，大多数人对当前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表示满意

“总的来说，您对当前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的方方面面，满意程度属于哪一种情况?”从

样本总体来看，68%的人表示满意。具体来说，“非常满意”的占 15%，“比较满意”的占 53%，

而明确表示“很不满意”(7% )和“不太满意”(2% )的不到 10%。另有 23%的人表示“一般”。
2． 大多数人认为，近几年来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

“与三、五年前相比，总的来说，您觉得现在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变化情况，属于下列哪

一种情况?”30%的被访者认为“现在好多了”，47% 认为“现在好一些了”，两者之和为 77%，接

近 80%，而认为变得“差一些”或“差多了”的比例只有 7%。
由此可以看出，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的执政努力取得了明显效果，人民群众对此有切身的

感受。
3． 绝大多数人对于调查中涉及的 25 项需求的改善持积极态度

“总的来说，未来三、五年内，您对上述方面(指问卷中涉及的 25 项需求，详见后文) 改善所

持的态度，属于哪一种情况?”15%的人表示“很有信心”，39%表示“比较有信心”，34% 表示“有

一点信心”，三者之和接近 90%。
4． 对未来几年内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的变化，大多数人持乐观态度

“未来三、五年内，对于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的方方面面，您预计会变得怎么样?”超过 80%
的人持乐观态度。具体而言，32%的人表示会“比现在好得多”，51% 的人表示“比现在略好一

些”。持悲观态度或者认为前途未卜的(“不知道 /不清楚”)只有 6%。
5． 企业主 /高管、大学生两大群体的评价和预期差异明显

关于对现状及未来的信心，各群体总体上呈现了较为一致的积极评价和预期，但有两个群

体的态度有较为显著的不同。企业家 /高管群体更为消极，而在校大学生则更为乐观。
企业主 /高管群体对目前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表示满意的比例只有 44%，明显低于总体比

例(68% );认为近年来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改善的占 57%，也明显低于总体 77% 的比例;对 25
项需求的改善，没有信心的占 25%，明显高于总体 11%的比例;同时，对于未来几年内生活状态

和生存环境的变化持乐观预期(认为变得“好很多”或“好一些”) 的比例(68% ) 明显低于其他

群体整体的状况(82% )(见下页表 2、表 3)。
在校大学生群体对生存现状的满意度(86% ) 则明显高于整体状况(68% );对未来更持乐

观态度:95%的大学生对未来三、五年内问卷中涉及的 25 类需求的改善表示有信心，明显高于

整体(89% )(见下页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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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个群体对目前生活的满意状况 单位: %

群体 工人 农民 公职人员
白领

( 体制外)

企业主

及高管

在校

大学生

个体户及

自由职业者
老龄群体 总体

非常满意 9 15 15 14 8 14 15 34 15

比较满意 46 40 59 59 36 72 53 47 52

一般 34 28 18 22 34 8 21 14 23

不太满意 8 13 6 4 16 5 8 3 7

很不满意 3 4 1 1 6 0 3 0 2

不好说 /不知道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6． 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体之间，不同地域和年龄群体之间的评价和预期差异不明显

从其他多个维度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群体之间，东南、东北和中西部

群体之间，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在对现状的评价和对未来的预期上，并无显著的差别( 见表 2、
表 3)。

表 3 各个群体对未来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改善的预期 单位: %

群体 工人 农民 公职人员
白领

( 体制外)

企业主

及高管

在校

大学生

个体户及

自由职业者
老龄群体 总体

比现在好得多 32 37 31 28 23 35 31 36 31

比现在略好一点 51 44 51 59 44 50 52 45 51

和现在差不多 10 6 15 10 22 7 11 12 11

不如现在 2 2 1 1 5 1 2 2 2

不好说 /不知道 5 11 3 2 5 7 4 5 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二、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新诉求

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将社会各阶层的物质及精神需求分解成 25 项具体的需求类别。
在调研过程中，从两个角度对人们的需求进行挖掘，一是需求改善的普遍性，二是需求改善的迫

切度。首先是需求的普遍性。针对每一个需求类别，请被访者从自身角度来评估这一类别属于

“现状已经很好了”“急需改善”“如果能改善更好”，还是“无所谓，不重要”。可以看出当前 25
项不同的需求在人们的心目中处于怎样的状态。“急需改善”的比例高低，显示了某类需求是

普遍需要被满足的，还是小众的。“急需改善”的比例，可以称之为“普遍性”状况。其次是需求

的迫切度。在询问普遍性问题后，请被访者针对 25 项需求，从个人或家庭角度判断目前最需要

改善的是哪一个方面? 然后是哪一个方面? 第三、第四、第五又分别是哪一方面? 对这些问题

的回答，构成了需求满足的优先级，或者说“迫切度”。由此形成了需求改善优先级指数。需求

改善优先级 = 普遍性* 迫切度。
下页表 4 显示了 25 项需求的普遍性、迫切度、改善优先级指数及据此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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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二十五项需求的普遍性、迫切度、改善优先级指数及据此的排序( 各个群体总体状况)

排序 25 项需求 普遍性( % ) 迫切度 改善优先级指数

1 空气质量( 改善) 49． 5 1． 65 81． 9

2 食品 /药品安全 47． 3 1． 45 68． 5

3 个人或家庭收入水平( 改善) 31． 8 1． 33 42． 3

4 住房状况( 改善) 28． 6 1． 30 37． 2

5 医疗有保障 /不担心看病问题 37． 3 1． 00 37． 2

6 环境卫生状况( 改善) 36． 1 0． 94 34． 0

7 养老有保障 /不担心养老问题 31． 6 0． 92 29． 0

8 日常交通出行( 改善) 30． 1 0． 90 27． 2

9 饮水质量( 改善) 31． 0 0． 84 26． 2

10 子女受教育有保障 /不担心上学问题 27． 3 0． 58 15． 7

11 子女享有公平的教育资源 29． 7 0． 49 14． 7

12 工作有保障 /不担心就业失业问题 24． 8 0． 49 12． 0

13 政府部门办事公正，清正廉洁 30． 1 0． 37 11． 2

14 收入分配公平合理 29． 9 0． 37 11． 1

15 择业 /就业 /创业 /升迁等发展机会( 公平) 25． 7 0． 42 10． 8

16 政府部门有作为，为群众办事 30． 5 0． 34 10． 5

17 知情 /参与 /表达 /监督权等基本公民权利( 有保障) 25． 0 0． 21 5． 3

18 社会治安状况 /人身财产安全 14． 9 0． 33 4． 9

19 能实现个人价值 /有成就感 16． 2 0． 23 3． 7

20 吃穿用等日常需要( 满足) 11． 6 0． 31 3． 6

21 政府部门管得过多过细 23． 2 0． 12 2． 8

22 私生活不受侵犯 /个人隐私有保障 17． 1 0． 15 2． 5

23 私有财产不被侵犯 /侵占 13． 1 0． 19 2． 5

24 生活丰富多彩 /精神不空虚 14． 2 0． 15 2． 2

25 生活工作中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 11． 2 0． 11 1． 2

从指数大小可以看出，“空气质量(改善)”和“食品 /药品安全”两项数据明显高于其他需

求，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这两个突出问题改善的强烈愿望。
“个人 /家庭收入水平(改善)”依然指数较高(40 分以上)。从下文各大群体的对比分析，

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这一诉求主要体现在工人、农民和体制外白领群体中。
前 10 项需求中，与人们健康安全相关的占了 5 项:“空气质量(改善)”、“食品 /药品安全”、

“医疗保障”、“环境卫生状况(改善)”和“饮水质量( 改善)”，一方面说明新时代人们的健康意

识有了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已经

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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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公平合理”、“政府部门办事公正 /清正廉洁”和“政府部门有作为，为群众办事”
这 3 个需求尽管是被普遍感知的急需改善问题( 普遍性 30% )，但由于与个人和家庭生活的直

接关联性相对较弱，其迫切性并不特别强烈。
经济学中的“刚需”，原指商品供求关系中受价格影响较小的需求，这些需求通常包括日常

生活必需品。在大众媒体中，其含义已外延到人们日常生活需求较为迫切的各种商品和服务。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刚需”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和延伸。那么，在新时代，人民群众的

哪些需求能被称为“刚需”呢?

以“普遍性”和“迫切度”为横、纵坐标，25 项需求落在 1 个平面图上，再以两者的平均数为

两条区隔线，形成一个四象限图，具体见下图。

二十五项需求的普遍性和迫切度状况图( 各群体整体)

落在右上角象限的这些需求，有相对较高比例的人认为“急需改善”;同时，在人们认为需

要首先改善的前五项需求中，中选率也较高。换句话说，这些需求既有普遍性，也有迫切性，我

们可以把这些需求看成是“刚性需求”，这些需求要首先被满足。
右下角象限的这些需求，有普遍性，但迫切度相对较弱，这类需求可以称为“非刚性需求”，

属于仅次于“刚性需求”的第二类需要被满足的需求。
左下角的这些需求，认为属于“急需改善”的人群比例相对较低，迫切性也相对较弱，我们

将之定义为“非大众性需求”。
另外一些类别的需求普遍性不高。对于“吃穿用等日常需要( 满足)”、“私有财产不被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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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侵占”、“社会治安状况(改善)”以及“个人隐私有保障”等，有相当比例的人认为“现状已经

很好了”，而“择业 /就业 /创业 /升迁等发展机会(公平)”、“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 /监督权等基

本公民权利(有保障)”和“政府部门管得过多过细”等现状虽不理想，但总体上属于“如果能改

善更好”的改善型需求(见表 5)。
表 5 普遍性和迫切性不高的需求类别的具体情况( 各群体整体) 单位: %

具体需求 现状已经很好了 急需改善 如果能改善更好 无所谓 /不重要

择业 /就业 /创业 /升迁等发展机会 20 26 41 12

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 /监督权等基本

公民权利( 有保障)
30 25 33 9

工作有保障 /不担心就业失业问题 30 25 36 8

政府部门管得过多过细 26 23 37 10

私生活不受侵犯 /个人隐私有保障 42 17 30 10

能实现个人价值 /有成就感 31 16 39 12

社会治安状况 /人身财产安全 42 15 39 3

生活丰富多彩 /精神不空虚 40 14 34 12

私有财产不被侵犯 /侵占 47 13 31 8

吃穿用等日常需要( 满足) 41 12 39 8

生活工作中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 44 11 35 9

三、各个群体需求的一致性大于差异性

各个群体各自的前 10 项需求中，有 4 项是相同的，即“食品 /药品安全”、“个人或家庭收入

水平(改善)”、“住房状况(改善)”和“医疗有保障”。
除农民群体外，“空气质量(改善)”在其他群体中的优先级指数均进入了前 10 位。
除公职人员和大学生群体外，在其他群体中，“养老有保障”都是列前 10 位的诉求。分析

显示，“养老有保障”的诉求与人们的年龄因素密切相关，在 70 后、60 后以及 50 后 3 个年龄段

的人群中，都是位居前 5 位的诉求。
公职人员和白领两个群体在需求上具有很强的一致性。不同的是，白领群体更在意“养老

有保障”，而公职人员对“子女享有公平的教育资源”有更强烈的诉求。
对“个人或家庭收入水平”提高的诉求虽然在各个群体中均进入了前 10 位，但排序有较大

的差别。这与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高度关联，农民群体由于收入明显偏低，这项诉求最为强烈。
对比各个群体的需求特点，总体来说，除企业主 /高管和大学生群体的需求略为特殊外，其

他群体在多项需求上的一致性是比较明显的。
企业家群体(非国有企业主及高管) 对“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 /监督权等基本公民权利

(有保障)”、“政府部门有作为，为群众办事”和“政府部门办事公正，清正廉洁”有强烈的诉求，

显示了这一群体对经商环境的较高要求。
而大学生群体，由于面临就业，因而对“工作有保障”和“就业 /创业等发展机会(公平)”有

更多的诉求。

·89·



各个群体优先级指数排在前 10 位的需求详见下页表 6。

表 6 各个群体需求改善优先级指数前 10 位排序

排

序
工人 农民 公职人员

白领

( 体制外)

企业主

及高管

个体户及

自由职业者

在校

大学生
老龄群体

1
个人或家庭

收入水平

( 提高)

个人或家庭

收入水平

( 提高)

空气质量

( 改善)
空气质量

( 改善)
食 品 /药 品

安全

空气质量

( 改善)
空气质量

( 改善)
空气质量

( 改善)

2
住房状况

( 改善)
日常交通出

行( 便利)
食 品 /药
品安全

食 品 /药
品安全

空气质量

( 改善)
食 品 /药 品

安全
工作有保障

食品 /药品

安全

3 医疗有保障 养老有保障

日常交通

出 行 ( 便

利)

环境卫生

状 况 ( 改

善)

政府部门有

作 为，为 群

众办事

医疗有保障
食 品 /药 品

安全

环 境 卫 生

状 况 ( 改

善)

4
空气质量

( 改善)
医疗有保障

环境卫生

状 况 ( 改

善)

个人或家

庭收入水

平(提高)

子女享有公平

的教育资源
养老有保障

择业 /就业 /
创 业 /升 迁

等发展机会

医 疗 有 保

障

5 养老有保障
食 品 /药 品

安全

住房状况

( 改善)

日常交通

出 行 ( 便

利)

知 情 权 /参
与 权 /表 达

权 /监 督 权

等基本公民

权利

住房状况

( 改善)
医疗有保障

饮水质量

( 提高)

6
食 品/药 品

安全

住 房 状 况

(改善)
饮水质量

(提高)
住房状况

(改善)
医疗有保障

个人或家庭

收 入 水 平

(提高)

个人或家庭

收 入 水 平

(提高)

养 老 有 保

障

7
饮 水 质 量

(提高)
环境卫生状

况(改善)

个人或家

庭收入水

平(提高)

医疗有保

障

个人或家庭

收 入 水 平

(提高)

环境卫生状

况(改善)
环境卫生状

况(改善)
住 房 状 况

(改善)

8
子女教育有

保障

饮 水 质 量

(提高)
医疗有保

障

饮水质量

(提高)
住 房 状 况

(改善)
饮 水 质 量

(提高)
住 房 状 况

(改善)

个 人 或 家

庭 收 入 水

平(提高)

9
环境卫生状

况(提高)
工作有保障

子女享有

公平的教

育资源

养老有保

障

政府部门办

事 公 正，清

正廉洁

日常交通出

行(便利)
收入分配公

平合理

日 常 交 通

出 行 ( 便

利)

10
子女享有公

平的教育资

源

择业/就业/
创 业/升 迁

等发展机会

子女教育

有保障

子女教育

有保障
养老有保障

子女享有公

平的教育资

源

子女享有公

平的教育资

源

政 府 部 门

办事公正，
清正廉洁

从其他多个维度对群体进行对比分析，如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群体之间，东南、东北和中

西部区域之间，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在需求改善优先级排序上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其一致性

远大于差异性。从地域看，无论是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还是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和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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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改善)”和“食品 /药品安全”都是排在前两位的突出诉求。

四、企业家和体制外白领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最为强烈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各个群体在 25 项需求上的具体优先级指数得分，可以看出各个群体更

为细致的差异性需求(见表 7)。各群体 25 项需求类别的改善优先级指数值高低，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不同群体对美好生活期望的强烈程度。平均分最高的是企业主及高管群体(28 分)，

其次是白领和公职人员群体(24 分)，期望最低的则是老人群体和农民群体(17 分)。企业主及

高管群体优先级指数在 20 分以上的多达 13 项，白领、大学生和自由职业者均是 9 项，公职人员

是 8 项，工人和农民是 7 项，而最少的是老龄群体，只有 6 项(全部集中在与健康相关领域的需

求类别上)。
表 7 各个群体在 25 项需求类别上的改善优先级指数得分( 依据总体排序)

需求类别 工人 农民
公职

人员

白领

( 体制外)

企业主

及高管

在校

大学生

个体户 /
自由职业

老龄

群体
总体

空气质量( 改善) 46 7 139 140 82 52 111 88 82
食品 /药品安全 33 31 113 86 91 42 81 83 68
个人或家庭收入水平( 提高) 70 74 32 41 37 29 36 15 42
住房状况( 改善) 61 29 32 40 37 23 40 19 37
医疗有保障 /不担心看病问题 46 32 26 36 38 37 50 41 37
环境卫生状况( 改善) 17 21 48 47 26 24 29 44 34
养老有保障 /不担心养老问题 35 41 15 27 36 15 43 33 29
日常交通出行( 便利) 9 50 50 41 17 7 27 12 27
饮水质量( 提高) 21 19 32 32 18 8 27 38 26
子女受教育有保障 /不担心上学问题 19 9 16 16 35 15 19 6 16
子女享有公平的教育资源 17 7 17 13 43 19 20 4 15
工作有保障 /不担心就业失业问题 16 19 4 13 6 42 14 2 12
政府部门办事公正，清正廉洁 14 17 9 8 36 7 6 10 11
收入分配公平合理 10 3 15 11 14 20 11 7 11
择业 /就业 /创业 /升迁等发展机会 10 18 7 8 11 41 10 2 11
政府部门有作为，为群众办事 10 12 8 9 49 5 10 8 10
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 /监督权等基

本公民权利
3 3 7 2 40 12 3 2 5

社会治安状况 /人身财产安全 7 2 3 4 6 13 4 5 5
能实现个人价值 /有成就感 3 1 5 3 12 13 3 0 4
吃穿用等日常需要( 满足) 7 6 1 3 2 2 4 4 4
政府部门管的过多过细 2 4 3 1 18 3 2 3 3
私生活不受侵犯 /个人隐私有保障 3 0 3 1 14 7 2 1 2
私有财产不被侵犯 /侵占 2 0 2 3 22 3 2 2 2
生活丰富多彩 /精神不空虚 2 5 2 1 2 5 1 2 2
生活工作中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 2 1 1 1 2 1 1 1 1
平均分 19 17 24 24 28 18 22 17 20

对于“空气质量(改善)”，白领和公职人员的诉求尤为强烈，指数值高达 140 和 139，明显高

于其他群体。“食品 /药品安全”在大多数群体中都体现了很高的诉求，特别是公职人员群体。
“个人或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是工人和农民改善诉求较高的需求类别。值得注意的是，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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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改善优先级指数也较高(40 分以上)。在前文分析中我们指出，白领和公职人员的需求

一致性很高，主要体现在其需求类别的排序非常一致。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具体的需求改善优

先级指数得分，可以发现，在收入、住房、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白领的改善优先级指数得分都明显

高于公职人员。这与白领处于体制外，各类保障和隐性福利相对较低有很大关联。
住房的诉求突出体现在工人、白领和自由职业群体;医疗的诉求主要表现在工人、自由职业

者和老龄群体;环境卫生的诉求突出体现在公职人员、白领和老龄群体;养老也是多个群体诉求

较高的领域，得分在 30 分以上的有工人、农民、企业主、自由职业者和老龄群体;对于日常交通

出行，诉求强烈的有农民、公职人员和白领。
尽管教育问题是一个社会热点话题，但在与教育相关的两项需求———“子女受教育有保

障 /不担心上学问题”“子女享有公平的教育资源”上，诉求强烈的(30 分以上) 只有企业家群

体，这与该群体对子女教育更为重视有关。与其他群体明显不同的是，企业主 /高管在与政府管

理相关的两项直接需求——— “政府部门有作为，为群众办事”和“政府部门办事公正，清正廉

洁”上，表现出了强烈的诉求，优先级指数分别高达 49 和 36。企业主 /高管的公民意识也明显

高于其他各群体，他们在“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 /监督权等基本公民权利(有保障)”上的诉求

也很强烈(指数为 40)。

关于本次调查的几点思考:

第一，本次调查显示，广大人民群众对现状比较满意，对未来有较强的信心。
第二，与一些过于强调“收入分配不公”“腐败”等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结论不同，本次调查从

人民群众的核心诉求来看，一方面看到了“从严治党”“反腐”的明显成效，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党

和政府今后的努力方向。
第三，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物质性诉求更多地转为非物质性诉求。“吃穿用等日常需要”已经基本

得到满足，“住房状况(改善)”也非大多数群体普遍性的需求，而“空气质量(改善)”和“食品 /药品安

全”等成为比收入和住房更为强烈的诉求。同时，医疗和养老这两项基本的社会保障以及环境卫生

和饮水质量成为大多数群体优先的诉求。此外，对子女教育的保障和公平也成为较为强烈的诉求。
第四，尽管从总体上看，对政府管理水平的直接诉求并不强烈，但人民群众的非物质性需求

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特别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次调查的 25 项需求类别和政府管理直接相关的有 4 项:“政府部门办事公正，清正廉洁”

“政府部门管得过多过细”“政府部门有作为，为群众办事”和“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 /监督权

等基本公民权利(有保障)”。这 4 项需求从改善优先级指数看，都没有进入前 10 位，但进入前

10 位的各项诉求中，绝大多数实际上都属于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范畴，这对党和政府的

执政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五，企业家群体的信心和诉求需要特别关注。由于多年来的各种原因，这一群体目前对

现状的满意度相对较低，较高比例的人对各种问题的改善信心不足。
从本次调查看，“基本公民权利( 有保障)”、“政府部门有作为，为群众办事”和“政府部门

办事公正，清正廉洁”是企业家群体与其他群体明显不同的强烈诉求，如何满足这一群体的诉

求，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需要党和政府进一步给予重视和解决。
( 责任编辑: 任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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