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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导论

１．１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速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连续３０年

以两位的速度增长，许多人把这种现象称做 “浓缩的中国现代化”。

亨廷顿曾指出，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落后是不稳定的根源，因此现代
化是通向稳定之路。事实上，现代性产生稳定，现代化却产生不稳
定。在人民素质还未全面提高、市场经济体制概念还未全面深入人
心之时，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

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文化、思想全面冲击着根深蒂固儒家
思想的中国现代人，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既得利益集团和以自我
为中心或被动聚集在某类人群中间的弱势集团，这种 “急功近利”

式的改革开放和非帕累托改进的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转型交织，直
接影响到社会主义社会共同体的稳定秩序，使社会失衡程度变得异
常严峻。尤其是过度发展、科学技术的负效应、愈演愈烈的 “马太
效应”、利益分化、风险化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公权异化和政治失
灵等都是自反性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风险①。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苏东剧变等国家的实
践催生了现代意义的社会转型理论，社会转型既是社会变迁却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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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一般的社会变迁，是特指从农业的、封闭的或半封闭的传统型
社会，向工业的和城镇的，以及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是人们
生活和组织模式的变迁。社会转型意味着各种断裂、不确定性和风
险，既有制度的适应性面临挑战，风险控制在转型社会中显得尤为
迫切；社会转型是对传统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意味着
各种冲突和矛盾，既有秩序的承载力受到巨大考验，社会风险的增
加和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就是转型过程中利益失调的集中体现，也是
我国转型付出的代价。与西方转型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转型还更
具特殊性，它是由强势政党主导和强势政府驱动，社会组织等民间
力量尚未被充分调动和整合，普通民众对改革的价值取向并未被赋
予足够的话语权。

尽管当前的中国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但是经济体制并不健
全，尤其是分配体系，收入分配不公平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
大城乡基层社会风险源。越来越多的群体认为处于收入分配的未
端，没有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任何收益，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种
相对剥夺感不断弥漫，并指引着人们的社会行为，滋生大面积的民
怨，导致相互间的不信任，产生贫仇富、民仇官等现象，在某些导
火线触发下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尽管科塞认为，群体性事件中的
各色人类相互联合、冲突、攻击，却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起到聚合
群体、促使规范及权力关系的调整优化、增强社会结构的承载力、

防止社会僵化等正功能，但不可不论的是，冲突的破坏性、分裂性
和反功能性等负面后果，有时却是灾难性的。如瓮安事件，县委县
政府的办公大楼基本报废，地方政权处于失控状态，人们充满享廷
顿所说的 “革命热情”高涨状态。

自２００６年以来，每年有１０万起左右的群体性事件爆发，使得
部分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地方政府难以继续集中
精力发展经济，而要疲于应付突发事件。一方面，缘于部分基层政
府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当单个事件成触发事件后，不是建立
有效的信息通道，而是 “捂、包”，以及权、势的结合带来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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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仇官、仇富心理；另一方面，有教养的个体
在群体中时，不因其职业、性格、生活方式等差异而变成 “野蛮
人”，残暴且狂热，加速了突发事件的恶性演化，使潜在的社会风
险向公共危机、向群体性事件转化。鲍曼对此类现象曾形象地总
结：当代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个人主义与多元主义，是一个游客和流
浪者的社会，混乱、破碎、易逝。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
键期，各种不安全因素，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风气日下、社
会治安恶化和各种安全事故不断出现等社会不和谐因子日益累积，

并不同渠道寻找宣泄口加以传播，构成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风险
源。不可否认的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的矛盾突显将长期并
存，并将给社会管理和公共安全秩序形成严峻考验，也是各级地方
政府不得不面临的一大现实课题。为此，我们立足于社会群体利益
表达机制的完善，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切实解决民生
问题，有效遏制社会风险→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的恶性循环，疏
导社会不满情绪，缓解社会矛盾，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去实现公平正
义。

１．２　文献综述

１．２．１　国外研究现状

１．社会风险源
西方学界对社会冲突事件发生的源头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

尤其是以亨廷顿、布莱克等为代表，现代化理论研究者详细检视了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阶段、内容、途径及风险和社会稳定问题。
“现代性产生稳定，现代化引起不稳定”成为经典命题。随着１９８６
年的 “切尔诺贝利事件”和贝克 《风险社会》一书的出版，现代化
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是社会风险累积的重要依据的研究再次掀起社会
风险与现代化关系研究的热潮，“风险的分配逻辑”取代了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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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配逻辑”。在风险社会社会理论家中，贝克关注的重点是技术
与生态的风险，吉登斯关注制度带来的风险，道格拉斯和维达斯基
从文化角度诠释了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贝克指出，现
代社会中的人 “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

２．社会冲突
马克思阶强调阶级冲突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社

会中社会中存在着稀缺资源分配的冲突和价值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不同社会阶级的存在是社会冲突存在的根源。韦伯 （Ｍ·Ｗｅｂｅｒ）

认为导致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权力；报酬分配的垄断；社会流动
率低，因而要从社会制度安排本身中寻找冲突的根源。美国社会学
家刘易斯·科塞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冲突功能论，

他认为冲突是一种社会结合形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保障社会连
续、防止社会系统僵化、促进社会整合等，人们通过冲突互相发泄
敌意和发表不同意见，从而维护多元利益关系①。德国社会学家齐
美尔 （Ｇ·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０２）在他的经典苦作 《冲突论》中指出，社
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冲突是普遍存在和不可避免的；社会的冲突
不仅是利益的反映，而且是敌对本能的反映，在利益冲突的刺激下
的发展；社会冲突的作用并非一定是消极的，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
都必然地引起社会有机体系统的崩溃或社会的变迁；冲突的激烈程
度与冲突群体各方的团结紧密程度、情感投入程度及对冲突的理解
程度密切相关；冲突越是作为一种能达到明确目标的手段，冲突激
烈的可能性就越小；群体之间的冲突愈是不激烈，冲突对群体的整
合作用就有可能发生。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初激烈的冲突有可能变
得缓和，从而结社会整合带来积极的结果。齐美尔对冲突的理解打
开了新的视野。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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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大学生群体性事件

Ｌｅｅ．Ｒｏｇｅｒ　Ｒａｙ （２００３）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大学生群
体危机的潜在风险进一步发作的趋势，有必要对原来的法律、政策
进行研讨，并提出了一种新的政策模式，来防范学生群体的过激行
为。Ｚｏｕ．Ｌｉｎｄａ　Ｊｉｎ （１９９１）研究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政府与学
生群体紧张关系。研究者认为：学生群体的危机行为受政府态度的
影响，当政府态度明朗时，危机行为的取向弱化，当政府态度不明
朗时，危机行为取向强化。同时，在危机处置过程中，反应出政府
处理学生运动的经验不足等问题。由于价值观的不同，论文中对中
国党和政府的形象有一定程度的扭曲，应有所批判，但对于学潮起
因和处理方式等问题的分析反应出西方学者的理念与看法。Ｈａｔｈ－
ａｗａｙ．Ｗｉｌｌ（２００３）研究了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密执安大学Ｒ·Ｗ
·弗来明校长处理大规模学生抗议示威活动的经验与技巧：认真听
取意见；与法律法规一致；做好冲突管理的各项准备。Ｃｏｌｔｒａｎ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ｅｅ（１９９２）研究了美国反越战学生游行示威活动。在当时
至少有一大部分学校卷入了学生抗议与示威运动。作者分析了政府
与大学的责任。研究者认为很多好的解决案例在于实施了有效的沟
通。Ｄａｖｉ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９９５）研究了英国大学生的运动，认为他们
更坚持理性，且与政府互动性适宜，较好的实现了他们发动学生运
动的目标。研究者从中分析了英国学生运动较美国的学生运动更易
接近自己的目标的原因。

４．宣泄型群体性事件
英国社会学家格尔 （Ｔ．Ｇｕｒｒ）在 《人们为什么造反》一书中

指出，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价值能力小于个人价值预期时，人们就
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

造反行为的破坏性也就越强。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 （Ｌｅｂｏｎ）在
其著作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提出：人群集时的行为本
质上不同于人的个体行为，此时人的行为明显具有反理性和非理性
的特点。在群集情况下，个体放弃独立批判的思考能力，而让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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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代替自己的选择，进而放弃了责任意识乃至各种约束，最有
理性的人也会像动物一样行动。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
全都采取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
理。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一种降低他们智力水平的机制就会
发生作用。犯罪群体的一般特征与我们在所有群体中看到的特征并
无不同：易受怂恿、轻信、易变、把良好或恶劣的感情加以夸大、

表现出某种道德，等等。在勒庞看来，当聚集在一起时个体很容易
受群体心理和行为的感染，从而丧失理性、行为失控，甚至从事具
有很大破坏性的活动。科塞 （１９５６）认为，社会冲突是有关价值、

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利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
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至伤害对方。

由此可见，西方学界对社会风险与社会冲突的研究形成了三种
路径。一是 “工程———技术”路径，这类研究者普遍相信可以通过
工程技术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教育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和执行 （ｅｎｆｏｒｃｅ－
ｍｅｎｔ）来预防和控制风险；二是 “组织—制度”路径，这类研究
者试图通过加强组织管理、完善制度设计来预防、识别、隔离、处
理和管理风险；三是 “政治———社会”路径，这类研究者认为问题
的根源在于 “现代性”自身———自反的现代性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
ｔｙ），研究者更加强调 “人为的风险”和风险的社会属性，强调社
会和政治的变革，从而有效解决社会冲突，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１．２．２　国内研究现状

１．社会风险内涵及根源
陈远章 （２００８）认为，社会风险是指社会心理、资源、价值、

结构以及秩序遭到破坏的不确定性，风险类型为自然灾害类、事故
灾难类、公共卫生事件类、社会安全事件类，社会风险高发人群为
利益受损者、就业受挫者、社会帮教对象、“问题商人”与 “问题
官员”、老弱病残的边缘群体。他认为转型期中国突发事件社会风
险的根源是，权力失控是滋生社会风险的政治因素，权利失衡是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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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社会风险的法律因素，道德失范是滋生社会风险的道德因素，控
制失效是滋生社会风险的管理因素，天人失调是滋生社会风险的生
态因素。

２．社会风险的类型
城市社会风险。城市是人类力量特别是科学技术对自然改变最

剧烈、最集中的典型产物。随着世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市也越
来越多地承载着人类社会愈加复杂的功能。因此，城市具有天然的
内在风险属性；张清朗 （２０１０）认为，城乡二元结构使得流动人口
与常住人口群体成为两个异质群体，转型期社会控制特征表现在纵
向弱化和横向差异两个方面。从纵向看，存在控制组织结构解体、

控制力量减弱、控制人员不足等社会正式控制力的弱化过程；从横
向看，存在省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流动分区明显、地方性法规
颁布时间差异、公共安全支出地域差异等位移差异，流动人口群体
权利被相对剥夺对其行为有明显影响，从而对流动人口犯罪的发生
起着重要的作用。阿布都艾尼 （２０１１）认为，由于生活环境和文化
背景的较大差异，必然会引起各种社会摩擦、心理冲突和文化误
读。

农村社会风险。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和城乡差距的
持续扩大，农业风险正在加大，农村社会风险日益严峻，农村居民
将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风险面前更加脆
弱，市场化改革使广大农民直接暴露在市场经济风险下，失去集体
经济保护的农民成为了现代市场经济中最没有保障的社会群体。郝
亚光 （２０１０）认为，正是由于农业生产的社会化、规模狭小、缺乏
组织的社会化，小农面临着无法逃避的矛盾与风险，如信息风险、

市场风险、政策风险等。胡玉坤 （２０１０）认为，中国融入全球体系
所引致的结构性变化加剧了 “三农”危机，而 “三农”困境又强化
了社会性别不平等和不公正。乡村许多社会性别问题已成为全球化
与地方性 “三农”问题交汇的一个投影，折射了社会性别同地区、

城乡、财富、年龄等权力等级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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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社会风险指标体系
宋林飞 （１９９９，１）作为中国学界较早研究社会风险预警的学

者，提出了未来社会秩序的不确定性、社会稳定预期、适度社会成
本、非均衡社会、早期预警等五种社会风险预警理念，并首次设计
了１８个警源指标、１０个警兆指标与１２个警情指标，对各个指标
区分为五级和４个警区，构建了最早的 “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

陈远章 （２００８）设计了由６个一级指标、１２个二级指标、５７个三
级指标构成的 “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预警管理系统、应急管
理系统、善后管理系统等３个子系统构成的管理系统，以期通过仿
真技术对社会运行态势进行有效监测，做出前瞻性判断和预警，并
给出参考性对策建议，为决策者提供科学依据。周文彬 （２００７）设
计了一套由五类共２２个指标组成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风险评估指
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判断矩阵，先对单层指标进行权重计
算，然后再进行层次间的指标总排序，从而分别计算出一级、二
级、三级指标权重，通过模型计算得出，腐败、失业、贫富差距、

社会治安、社会道德、社会信仰等问题将是中国今后一段时期内产
生社会风险的主要诱因。

４．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的类型。于建嵘 （２００９，１）依据目的、特征和行

动指向，把近１０年以来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划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维权行为、社会泄愤事件、社会骚乱、社会纠纷和有组织犯罪。目
前我国大多数群体性事件属于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是参考者的
“有理取闹”；而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往往发发泄情绪为主，容易被不
法分子利用，从而对公共安全形成较大破坏性。南开大学博士宋维
强 （２００９）认为，借鉴美国社会学家蒂利对集体行动的分类方法，
“根据农民集体行动的原因和目标的不同特征，可把农民群体性事
件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竞争性农民群体性事件、反应性农民群
体性事件和先发性农民群体性事件一。李蔚 （２００９）认为，我国的
群体性事主要分为发泄型和目标型两类。发泄型群体性事件通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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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传播、谣言的盛行和集体记忆的唤起；目标型群体性事件的建
构正当性是其信息传播的最突出特点。

农村群体性事件。孙鹤汀 （２００９）认为农村纠纷可以分为三
类：一是失地农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的纠纷，原因多是由于社区组织
或干部侵犯被农民土地权益而引起；二是失地农民与开发商之间的
纠纷，纠纷方式多表现为聚众阻挠施工、阻塞道路、群体械斗等，

纠纷的主要原因是开发商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缺乏诚信；三是失地
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纠纷，纠纷方式一般表现为联名信访、集体
上访、聚众阻扰施工、冲击政府等，纠纷的主要原因是征地补偿安
置标准低、落实不到位等。

环境群体性事件。商磊 （２００９）认为，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
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利益的驱动下忽视环境保护，而且环
境污染侵害民众的生存权益之后，民众没有顺畅的权益救济渠道来
解决环境纠纷。程雨燕 （２００７）认为，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
有环境法制体系不完善、环境与发展未协调、环境问题自身特点因
素所致的消极等。张华、王宁 （２０１０）认为，近些年来我国群体性
事件数目上的激增，其中涉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了很大一
部分，给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网络群体性事件。近几年来，互联网上发生了多起群体性事
件，如 “躲猫猫”事件、 “华南虎照”事件、厦门ＰＸ事件等。这
些群体性事件中，社会民众通过网络所表达的群体性的情绪、态
度、意见与要求等形成的网络舆情，是社情民意中最活跃、最尖锐
的一部分，最直接、最快速地反映了社会各个层面的舆情状况与发
展态势，对社会的影响面和影响力越来越大，甚至影响了政府部分
行政决策。彭博 （２００８）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网上突发性
强、扩散迅速的特点，但网络相关法律、法规滞后，互联网管控难
度加大。方娟 （２０１０）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影响行政
决策的典型性主要表现在：与政府行为的关联度、网络舆情态度的
强烈度、网络舆情观点的集中度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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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随着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事业的
快速发展，各类社会矛盾凸显，严重影响了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稳
定。汤法远 （２０１１）认为，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
于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促进的经济发展、中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
策两方面，尚未深入到民族自治地方政治体系的深层结构———政治
心理、政治价值观念特别是政治思想层面；民族政治精英的政治态
度、政治行为、政治决策在民族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
的影响和作用。由于观念转变的滞后、既得利益的掣肘特别是转型
期社会环境的巨变等因素的影响，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面临着
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如政治不稳定、政治衰败、民族区域自治不
完善、政治系统功能的经济化、政府职能模式不合理、民族政治认
同结构失衡、社会政治力量的成熟度偏低等。吴亮 （２０１１）认为，

当前，中国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主要有五种类型：一是经济、民
事、刑事等纠纷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二是宗教因素引起的群体性事
件；三是触犯少数民族感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四是清真问题引发
的群体性事件；五是历史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国内研究现状表明，社会发展与现代化过程总是与社会风险相
伴随，社会风险也具有两面性：威胁和机会。城市和农村处于不同
的发展阶段、不同地域范围，所面临的社会风险不同，由此引发的
群体性事件特征也不同，已有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深化研究城乡社
会风险与群体性事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缺乏不同地域、不同发展
阶段的比较研究，更没有对城乡基层社会风险与群体性事件的临界
点和转化逻辑进行深入研究，本书志在探讨后者，以期为城乡基层
社会和谐稳定提出可行性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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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研究假设

１．３．１　经济人假设

亚当﹒斯密认为，社会主体从事经济活动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
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
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益，往往能使比在真
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①。因而，社会中的
每个个体都有从自己利益出发的本性，通过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

从而间接实现他人利益的增进。自从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 “经济
人”概念后，就被许多学科广泛运用并加以拓展。一是自利性假
设。在古典经济学看来，人生来就具有 “利己损人”的自利性，为
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会漠视整体利益，从而使自己在群体中、在竞
争性环境中脱颖而出。二是利益最大化假设。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
学家马歇尔通过假定市场条件的充分竞争性，说明了市场能够实现
自由交换的均衡，也直接证明了在市场充分竞争条件下能够实现资
源配置最优化、效用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等关于
利益最大化的一系列假设。三是一致性假设。社会个体既是经济人
也是社会人，他与团体、组织相互依存，否则难以生存。因而，尽
管个体与组织的目标函数有差异，但经过各种调整，最后的效用函
数总能达到一致。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社会转型在我国同步进行，财富、权力
对社会地位形成了垄断性支配力量，社会主体在乱象中寻求法制和
规则的支持及其可能的漏洞，以获得不充分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最大
化收益，实现 “出人头地”的目的。于是大量的制假售假行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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