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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关注的焦
点。同时，我国社会转型步伐加快，正处于经济 “发展机遇期”
与社会 “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历史时期。由于受各种不和谐因素
的影响，我们遇到了许多以往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如群体性事件
的频繁发生。２００９年９月，《党的建设辞典》再版，群体性事件
等新词被收入其中。群体性事件特别是重大群体性事件呈明显上
升之势，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 “热点”和难点问题。群体
性事件中，参与主体多元化，规模升级，行为趋向激烈，对抗性
明显增强，政治化倾向显现，多种矛盾、问题交织，处理难度加
大，对社会的危害、影响在日益扩大，对党和政府执政根基的冲
击也在加大。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
要保证。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围绕构
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机制，加快形成
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
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
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群体性事件特别是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多发，进一步暴露了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攻坚阶段，各种社会矛盾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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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群、干群矛盾的尖锐，进一步暴露了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在执
政宗旨、理念、方式、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表明了我国的
基层治理模式尚需进一步改善。这些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否则会
深刻影响我国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进程。因此，
认真思考、正确认识、积极预防、有效治理重大群体性事件，是
确保稳定、推动发展和促进和谐的一个重大课题。

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着深厚的社会转型背景，但社会转
型并不必然伴随着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我们研究群体性事件
的目的，就是要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尤其是重大群体性事件的
发生，避免重大群体性事件爆发带来的高昂的社会成本。归根结
底，我们要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健全、完善一系列针对性
强、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减少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矛盾、控制
社会矛盾、处置社会矛盾，从而达到预防和减少重大群体性事件
发生的目的。为此，我们需要从源头上探寻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
的原因，进而找出对策，力争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矛盾
的积累、升级，从源头上阻断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鉴于此，
本书从构建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机制视角展开研究。在大量
实证资料的基础上，对重大群体性事件及源头阻断机制的基本理
论问题进行认真梳理；通过分析近些年重大群体性事件演变的内
在逻辑，深入探寻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根源。最后提出构建重
大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机制的具体应对措施：通过完善民众利益
表达机制，倾听民声、洞察民情；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切实
保障民众权益，缩小贫富差距；完善干部选用、考核科学评价机
制，有效制衡公权力；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有效化解
社会矛盾；强化重大群体性事件的预警、预控机制，防止冲突的
升级与扩散等等。切实地从源头上阻断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求得对社会控制理性治理的方法与思路。期望笔者的努力能对当
代中国社会冲突与矛盾控制命题的研究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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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有所裨益。
由于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机制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复杂

性和系统性，需要引起有关方面的极大关注和深入研究，本书仅
是从作者个人观察分析的角度做出的一个研究尝试，仅限于提供
给相关领导和研究者参考，期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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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一、研究背景

经过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
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１９７８年我
国人均ＧＤＰ按现价汇率计算为１５５美元。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数据，２００３年我国人均 ＧＤＰ突破１０００美元，为１１００美元；

２００９年超过３０００美元，为３５９０美元；２０１０年达到４２６０美元，
人均ＧＤＰ稳步增长，国际位次稳步提高。目前，中国的经济总
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在改革开
放中取得的成就将现代化的 “后发优势”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
来，这都赖于稳定的国内外环境。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
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
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①

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也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在我国社会转型
过程中，随着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利益关系的不断变化，由各
种利益博弈引发的矛盾不断凸显。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
明：“当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均ＧＤＰ进入１０００—３０００美元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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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 （第３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８：２８４．



重 大 群 体 性
事件源头阻断机制研究

………………………

是社会各种矛盾的凸显期。”① 而目前我国就刚走过这样的一个
高风险的矛盾凸显期。在此期间，我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已
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②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８日，
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了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２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国家
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称，２００８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曾达到０．４９１，此
后逐步回落，２０１２年为０．４７４。而按国际一般标准，基尼系数在

０．３～０．４之间时比较合理，０．４～０．５时差距过大，大于０．５时
差距悬殊。由上可见，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中国目前的基尼系
数处于高位并已超过国际警戒线。加之，在国际大环境上，受当
前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及国际经济社会环境中的不稳定、不
确定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就业、劳动关系、收入分配、社会管理
等方面，面临着各种问题和挑战。于是，由各种原因引发的突发
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且呈明显增长态势。

据统计，“我国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群体性突发事件增长态
势明显：１９９３年我国发生群体性事件８７０９起，１９９５年发生群体性事
件１万起。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６年增长速度在１０％左右，１９９７至２００４年
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２５．５％。１９９９年发生群体性事件３．２万起，

２００３年发生群体性事件５．８５万起，参与人数３００多万人次，比２００２
年分别上升１４．４％和６．６％，２００４年发生群体性事件７．４万起，２００５
年发生群体性事件８．７万起，２００６年约９万起，２００７年超过８万起，

２００８年９万起，２００９年突破１０万起。”③ 近些年影响较大的突发群
体性事件有：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河北定州事件，２００５年浙江东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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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信，陆学艺等．社会蓝皮书 （２００８）［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８．３４０．

参见朱力．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化的趋势 ［Ｊ］．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０５ （５）：
１４８．

胡百精．中国危机管理报告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９：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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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池州事件，２００８年贵州瓮安事件，２００９年湖北石首事件、吉林
通钢事件，２０１０年黑龙江富锦长春岭事件，２０１２年重庆万盛事件、
四川什邡事件、江苏启东事件等。另据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国社会
科学院发布的 《社会蓝皮书》，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
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而且，有学者预测，在今
后若干年内，至少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处于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期。

与之相应，“维稳”一词在我国各种官方文件中的出现频率
急剧上升。在百度中输入 “维稳”一词进行搜索，２００５年其相
关页面为４０８０００篇，２００７年为１２３００００篇，２００９年上升到

４５６００００ 篇，２０１１ 年 增 至 １８８０００００ 篇，２０１３ 年 则 飞 涨 到

２５８０００００篇。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维稳”一词的高频增长，对
应的一方面是政府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关注与重视，另一方面则
是 “维稳成本”的直线攀升。“瓮安事件后，贵州光 ‘打黑除恶’
专项经费就达２０００多万。”① 地方政府对越级 “上访”的 “截
访”费用巨大。“据估算，全国在北京 ‘截访’人员近１０万人，
地方每年花在北京的 ‘截访’费用达数亿元。…… ‘两会’期间
到北京的上访人员达到数万人，全年算下来花在 ‘截’上访者身
上的金额也以亿计。”② 另据２０１０年两会期间中央财政部的
“２００９年预算执行情况及２０１０年预算草案报告”：２００９年我国在
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比２００８年增加了１６％，２０１０年再增

８．９％，总金额高达５１４０亿元，逼近国防开支。维稳成本高昂且
呈上升趋势。虽然目前还没有权威的全国维稳成本统计，但仅就
部分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
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似已成为普遍现象。２００７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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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胡百精．中国危机管理报告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９：２０６．

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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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的财政预算报告中其维稳经费为４４亿元，高于当年用于促
进就业的３５．２亿元预算。２００８年四川省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显
示，仅用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维稳经费就
高达１亿元。而２００９年重庆市维稳的财政预算达到５２．７亿元。
“据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２００９年全国内保
费用达到５１４０亿，已经接近军费的５３２１亿元。并且，公共安全
支出成为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２００９年中央公共
安全支出增幅达４７．５％。”① 另据财政部２０１１年３月５日公布的
财政预算，在警察系统、国家安全系统、民兵、法院和监狱等公
共安全领域开支增幅达１３．８％，总额达到６２４４亿元，高于中国
军费的６０１１亿元。② “由于维稳压力巨大，维稳支出急剧增长，
部分地方政府为此被迫削减其他财政支出，如湖南省津市要求所
有行政事业单位压缩２０％的开支，甚至逐月从统发人员的工资
中扣钱。”③ 而且，为了提高基层政府官员缓和社会矛盾和处理
突发事件的技能，政府对地方官员进行集中培训，同时，出版各
种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干部读本和手册。但是，如果仅以
“刚性稳定”为目标，以社会绝对稳定为目标，以强制管理为手
段，不允许任何异样的声音发出，把民众的一切稍具极端性质的
利益表达行为都视为反政府反社会的无序行为，一味进行压制或
打击，即便可以获得平静和稳定，这种平静和稳定也是暂时的、
表面上的，是有很大政治风险的。因为，危机随时会以更猛烈的
方式爆发，从而对经济、社会甚至对政治产生更为严重的破坏。
如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中的 “标本性事件”——— “瓮安事件”，
在 “事件中，县政府大楼１０４间办公室被烧毁，县公安局办公大

４

①
②
③

关武君．天价维稳不是长久之计 ［Ｎ］．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０－０５－２７．
熊传东．“‘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Ｎ］．光明日报，２０１０－０６－０９．
于建嵘．“天价维稳非长久之计”［Ｊ］．凤凰周刊，２０１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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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４７间办公室、４间门面被毁，刑侦大楼１４间办公室被砸坏，
县公安局户政中心档案资料全部被毁，另外被烧毁的还包括２２
辆警车在内的５４辆车辆，１５０余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１６００多
万元”①。由此可见 “天价维稳”、 “刚性稳定”并非长久之策。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８日至１１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
《决定》中，第一次把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事件写进党的重
要文献，“坚持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
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
利益和社会稳定”。温家宝在２００９年３月５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要特别重视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合理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坚决纠
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健全社会稳定预警机制，积极预
防和妥善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②

可见，党和政府已高度重视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
为此，要转变 “天价维稳”、“刚性稳定”的治理思路，深入研究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从源头上挖掘引发冲突的
各种缘由，并提出从源头上 “阻断”冲突形成的治理措施及有效
的运行机制，以降低甚至避免突发群体性事件爆发后高昂的社会
成本，实现社会的长久和谐与稳定。

二、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群体性事件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国外学术界于

５

①

②

编写组．公务员应对突发事件学习读本 ［Ｍ］．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０１．

温家宝．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Ｒ］．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２００９－０３－０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２００９ｌｈ／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２５９４７１．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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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初期开始研究群体性事件。国外研究者以自身社会政治
环境为基础，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进行了研究。对于 “群体性事
件”，西方社会学家一般称之为 “集群行为”、“集体行为”、“集
合行为”、“冲突管理”等。最早研究这一理论的是美国社会学家
帕克，他在１９２１年出版的 《社会学导论》一书中，认为 “集合
行为”的定义是 “在集体共同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
是一种情绪冲动”。伊恩·罗伯逊则认为：“集体行为是指大批人
相对的自发的和无结构的思维、情感和行为的方式。”① 戴维·
波普诺认为：“集合行为是指在相对自发、不可预料、无组织的
以及不稳定情况下，对某一共同影响或刺激产生反应而发生的行
为。”② 较早的代表性研究著作除了帕克的 《社会学导论》外，
主要还有马克斯·韦伯的 《经济与社会》、乔治·齐美尔的 《冲
突论》。此后，西方学界关于社会冲突理论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
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罗宾·威廉的 《社会秩序与社会冲突》、
刘易斯·科塞的 《社会冲突的功能》、达伦多夫的 《社会冲突理
论探讨》、李普塞特的 《一致与冲突》、哈贝马斯的 《合法性的危
机》、齐默尔曼的 《政治暴力、危机与革命》、斯梅尔塞的 《集合
行为理论》、丹尼尔·贝尔的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等。国外学
术界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主要涉及成因、性质、类型、过程、
群众心理、集群行为的特征、处置原则及措施等方面。

１．对 “集体行为”成因的研究
对 “集体行为”成因，西方社会学家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研

究。主要包括：（１）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出发。布鲁默 （１９４６）认
为 “集体行为”的发生是由于社会变迁所带来的不安，并且提出

６

①

②

［美］伊恩·罗伯逊．现代西方社会学 ［Ｍ］．赵明华等译．郑州：河南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８：７６５．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 ［Ｍ］．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７：６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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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循环反应理论。亨廷顿 （１９６８）也从社会变革视角出发，认为
变革中的社会……最容易产生社会运动和革命，亨廷顿同时又认
为，社会变迁虽然不是导致社会运动发生的唯一条件，却是一个
重要的必要条件。① （２）从合法性视角出发。科塞 （１９５６）认为
社会冲突的发生主要取决于下层社会成员是否认同现有的社会结
构，下层社会成员越是怀疑现有社会结构的合法性，社会冲突就
越有可能发生。（３）从情感视角出发。斯梅尔塞 （１９６２）和格尔
（１９７０）认为怨恨是形成集体行为的重要原因。其中，斯梅尔塞
提出了 “结构性怨恨”的概念，认为引发 “集体行为”的必要条
件包括结构性怨恨和相对剥夺感。格尔则认为社会结构变化带来
的相对剥夺感导致集体行动的产生，并由此提出了 “相对剥夺感
理论”。（４）从利益视角出发。梯利 （１９７８）认为 “集体行为”

的发生前提是由于参与者受到利益的驱动，等等。

２．对 “集体行为”形成机理和过程的研究
对于 “集体行为”形成机理和过程的研究，西方学界其代表

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价值累加”理论、感染理论、模仿理论、

匿名理论、控制转让理论以及社会压制模式理论、冲突功能理论
及安全阀理论、群体心理理论等子理论模型等。

斯梅尔塞的 “价值累加”理论是西方学界关于集群行为形成
机理中较著名的理论。１９６３年斯梅尔塞出版 《集合行为理论》

一书，他认为所有集合行为的爆发，都来自于六个方面基本因素
的相互作用。这六个方面基本因素分别是：环境条件、结构性压
力、普遍情绪的产生或共同信念的形成、诱发因素、行动动员、

社会控制机制。这些因素孤立出现的时候并不足以导致群体性事
件的发生，但当它们按一定的顺序发生时，价值就会被放大，群

７

① 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
［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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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这就是所谓的 “价值累加”。
感染理论认为，集合行为的出现是人们情绪相互感染的结果。

１８９５年出版的勒庞的 《乌合之众》就是感染理论的代表性著作。
模仿理论认为，集合行为的产生是由于人们面临突发事件时，理
智及自我控制能力会下降，会本能地相互模仿，力求达成群体一
致的结果。１９０１年塔尔德在其出版的 《模仿律》一书中，尝试
用 “模仿”来解释集合行为的一致性。匿名理论认为，集合行为
的出现是由于人们处于匿名状态，不需承担破坏规则的后果，从
而导致集体社会约束力降低，引发越轨行为的结果。控制转让理
论认为，集合行为的出现是由于在集体行动中，人们已经把对自
身行动的控制转让给他人，而接受转让者控制不了情势由此引发
的结果。达伦多夫在其社会压制模式理论中，将社会压制的基本
要素概括为四个基本假定：一是社会变迁是普遍存在的最基本的
现象。二是凡有社会生活的地方就存在着冲突。三是社会中的每
一要素都可能促进社会变迁，破坏社会整合。四是每个社会都以
其内部一部分成员压制其他成员为基础。Ｌ·科塞的冲突功能理
论及安全阀理论 “明确指出在一些情况下，社会冲突具有促进社
会整合，防止社会系统僵化，增强社会组织适应性等 ‘正’功
能。……充分发挥冲突 ‘正’功能的社会效用，关键在于构建整
合社会冲突的利益均衡机制。安全阀理论就是功能主义冲突理论
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贡献。……科塞认为敌对的情绪不等于冲
突，如果敌对的情绪通过适当的途径得以发泄，就不会导致冲
突，像锅炉里过量的蒸汽通过安全阀适时排出而不会发生爆炸一
样，不仅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维持，而且有利于促进社会良性运
行，协调发展”①。勒庞的群体心理理论的观点及主要内容包括：
“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心理群体的整体智能低下定律

８

① 王荣启．科赛的功能主义冲突理论 ［Ｎ］．学习时报，２００７－０１－０９．



第一章　绪　论　

以及心理群体的形成机理等。勒庞认为，群体心理在形成过程中
通常需要三个主要外因的刺激：情绪激发、情绪传递、建议接
受，并由此构成群体心理形成过程的三个阶段。

此外，西方社会学家在关于中国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中也涉及
了农民抗争、集体上访等内容。如莫利·Ｓ·特纳认为中国群体
性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因
而中国政府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还应努力进行现行体制
的改革。阿尔伯特·凯德尔认为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市
场经济改革使部分群体特别是农民的利益相对受损，再加上地方
政府腐败等因素，导致农民抗争扩大化。其他如欧博文主张的
“依法抗争”理论、黛幕珍主张的 “地方法团主义”理论等，都
从 “旁观者”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做出了许多有益的
研究与探索，尤其值得引起国内学界及政界的重视。但是，西方
学界关于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源头阻断机制的研究却非常少见，主
要散见于集群行为的研究，公共危机中集群心理研究，政府与媒
体、公众的互动关系研究，公共舆论研究，危机公关研究等方
面。这些研究，虽然没有具体到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源头阻断机制
这一视角，但其相关文献对我们的研究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
作用。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了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其

研究主体，最早主要是公安机关、武警部队及公安院校的研究
者。“１９８９年，湖北省公安厅张子路、龚太华主编的 《治安紧急
处置方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９），成为了国内
有关突发群体性事件研究的最早专著。”① 其研究的领域，最初

９

① 万川．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Ｊ］．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２００５，
（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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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于突发群体性事件的现场处置策略和方法上。随着社会转
型，群体性事件频发，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日益增大，其研究主体
和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目前研究主体，除公安机关、武警部队
及公安院校的研究者外，还扩展到社会学、行政管理学、法学、
心理学等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者以及各级政府的不同工作部门，
研究领域也从最初的现场处置策略和方法方面扩展到探讨群体性
突发事件的概念、成因、特征、运行机理及防治对策等方面。

１．已有的对群体性事件概念的研究
“在研究群体性事件的文献中，有一组具有相似性的概念，

如 ‘集体闹事’、‘集体抗争’、‘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群体
性事件’等等，而且每一个概念又往往包括了一系列的子概
念。”① 我国的群众运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但直到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 “群体性事件”这一称谓才出现并逐渐得
到广泛认同。在这期间，“‘群体性事件’曾被称为 ‘群众闹事’、
‘群众性闹事’、‘治安事件’、‘突发事件’、‘群体性治安事件’
等。近年来我国官方媒体和许多报纸杂志发表的文章将其称作
‘群体性事件’，公安机关在有关文件和刊物中，也习惯将其称为
‘群体性事件’”。② 在我国台湾地区则通常将其称为 “群众事
件”、“聚众活动”、 “群体事件”等。③ 可见，在我国不同时期、
不同地域，“群体性事件”有着一组具有相似性的称谓。

国内学者对群体性事件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定义。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将群体性突发事件定义为：“因人民内
部矛盾而引发，由部分公众参与并形成有一定组织和目的的集体
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聚众闹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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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国勤．当前中国 “集体行动”研究述评 ［Ｊ］．学术界，２００７ （５）：２２．
徐乃龙．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理 ［Ｍ］．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２．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防处群众事件教则 ［Ｚ］．１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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