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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硬指标”评价“软素养”——南东
街道系统化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指标评价体系

研究与实践

一、背景缘由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

精神，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中办、国办《关

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也明确“在法治实践中持续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的要求。2022 年，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决定开

展提升公民法治素养行动试点工作。南京东路街道作为全国 8 个试

点单位之一，承担着改革探路、先行先试的重要任务。

南京东路街道地处上海市核心区域，区位特征明显，同时，街

道又是典型二元结构社区，可谓上海基层治理的典型“缩影”。为

推动公民法治素养精准提升强基工程，街道坚持“以评促建、以评

促改、评建结合”思路，部署公民法治素养精准提升、科学评价和

基础保障，努力打造公民法治素养“需求收集、多元供给、效果评

价、分析研判、反馈改进、质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推动全过程、

全领域、全生命周期提升公民法治素养，明确到 2023 年基本形成“制

度建设规范、指标设计科学、评价方式合理、研判智能精准、结果

运用广泛”的工作体系，推动公民法治素养提升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二、基本做法

（一）推进“三线并举”，精心构建测评闭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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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公民法治素养提升的全生命周期为视角展开领题、破题、

解题。立足地区实际，从“法治培养、法治信仰、法治认知、法治

行为”四个维度解析公民法治素养的内涵和要求。二是以提升公民

法治素养与推进依法治理等实践活动有机结合为切入点、发力点。

引导和推动公民依法行使权利，理性表达诉求，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三是以“更少规制、更多声誉”普法教育模式为重要探索途径。发

挥社会信用评价声誉机制对公民法治素养提升的促进作用。

（二）构建“四维牵引”，有效提高测评统筹水平

一是坚持目标导向，评价彰显时代性。围绕公民法治素养“是

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主线，将相关领域的地区实际，

纳入指标评价体系。二是坚持问题导向，评价突显系统性。既全面

反映成绩、亮点，也充分暴露问题、不足。三是坚持效果导向，评

价注重精准性。突出以辖区社区居民为重点对象，又兼顾特定领域、

特定范围和特定群体，四是坚持科技赋能，评价体现创新性。依托

“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等平台，探索推进测评工作的数字化应用，

不断提升整体工作水平。

（三）创建“五方结合”，持续深化测评精准品质

一是充分结合普法教育的供需属性。通过高质量公共法律服务

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普法需求。二是充分结合南东普法的基

层属性。综合地处上海城市核心区域，社区形态复杂，二元结构突

出，商品房小区和老旧里弄相伴而生等多种因素，体现基层治理实

际。三是充分结合南东普法的居民属性。街道辖区内老龄人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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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占比大，社区居民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以确保评价的客观性和

准确性。四是充分结合普法禀赋的素养属性。指标体系测评考察公

民学法用法的实际效果，直观多维地展现公民法治素养情况。五是

充分结合精准普法的评测属性。指标体系测评必须从不同维度来对

评价对象展开精准评价，最终能够实现对南东街道公民法治素养提

升状况实现精准画像。

三、主要成效

2022 年底，街道推出上海首个《公民法治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并运用该指标体系进行了首次第三方测评，形成“可落地 可量化 可

持续”的南东样本。根据 533 份有效问卷数据，以及课题组 47 项三

级指标分项赋分，得出总体综合得分为 83.03 分，评价等级为“较

高”。这种以“硬指标”评价“软素养”的测评方式，受到社会各界

的关注。该指标体系以全面贯彻落实上海市“八五”普法规划为基

础，坚持鲜明的导向思维，在工作站位上彰显时代性、引领性，在

工作谋划上突出系统性、科学性，在工作方法上注重精准性、实效

性，在工作载体上体现创新性、突破性。重点从体系构建、理论研

究、制度建设、举措创新等方面领题、破题、解题，为推进法治宣

传教育工作的量化、客观、科学评价作出积极探索和尝试。

四、推广价值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南京东路街道作为全国 8 个试点

地区中唯一的街镇级别的试点单位，构建适用于社区居民的公民法

治素养测评指标体系，健全了基层法治建设“实践—反馈—再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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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闭环，努力达到“以测评促实践”的效果。黄浦区委书记杲

云同志对此作出专门批示，“公民法治素养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运

用，是具有较好开拓性和示范性的工作成果。希望南东街道继续深

化试点，为全区建样本、树标杆，各街道积极学习借鉴，共同推进

法治成为黄浦核心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