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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5_85_AC_

E5_8A_A1_E5_91_98_E7_c26_646470.htm 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是

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虞崇胜教授在本文中深入探寻群体性

事件的体制原因，并从事前、事中、事后三步提出了建立和

健全消解群体性事件的机制。 2008年是中国群体性事件的高

发年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陕西府谷事件、河北定

州事件、广东惠州事件⋯⋯，以及重庆、甘肃永登、海南三

亚、广东汕头等地的多起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一次次群体

性事件正在以激烈的方式考验着当下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

管理机制。 一、深入探寻群体性事件的体制原因 如此集中的

群体性事件在一年内爆发，尽管有偶然性因素，但根本原因

还在于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人民群众合理诉求的

表达渠道和反馈渠道不畅，长期积累的问题和矛盾得不到地

方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以致党群矛盾、干群矛盾、政民矛

盾、警民矛盾、商民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激烈的冲突和

对抗。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李法泉最近撰文指出，

一些重大恶性事故和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腐败问题

。应该说，李法泉书记的这一警示抓住了当前中国群体性事

件的症结所在。毫无疑问，当下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

，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日益显示出优越性，但多发的群

体性事件（特别是那些直接与政府冲突的“涉政公共事件”

）则暴露出现行体制和机制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从一

定意义上讲，体制性腐败就是导致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的深层

原因： 其一，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与政府权力取向有很



大关系。 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过分地依

赖甚至献媚于所谓“利税大户”，而这些“利税大户”则通

过贿赂官员获取非法利益，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严重侵害了老

百姓的切身利益。在备受关注的“涉政公共事件”背后，一

个共同的特点，是一些地方发展中存在“权金化”倾向，一

些地方政府只顾少数“富人”的利益和要求，不顾多数群众

的普遍呼声，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侵害了

普通群众的切身利益。透过孟连事件，我们看到了官员和企

业之间存在一个伤害群众利益的利益共同体，以及当地干部

对群众要求的漠视和粗暴的工作态度。一系列现象将矛盾的

深层原因指向了“权金化”：一些地方部门与民争利、官商

勾结，严重侵害群众利益；一些干部长期生活于官场“小圈

子”，缺乏对老百姓的基本感情，不作为、乱作为，将鱼水

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 其二，群体性事件之所以爆发，与领

导干部作风有很大关系。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缺

乏强有力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一些干部长期脱离群众，

漠视群众呼声，对群众的呼声麻木不仁，对群众的疾苦不闻

不问，积累、激化了社会矛盾。瓮安事件是一个典型的因体

制腐败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因为它是由一个偶然性较大的小

事件引发，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及时的疏导，引发群

众的强烈不满，导致多年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怨从这一

小切口喷出。仔细分析瓮安事件的发生过程就会发现，在瓮

安事件的背后是当地干部经商办企业现象的普遍化，是矿产

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国企改制中侵犯群众利益

等诸多问题的长期积累沉淀，是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管理失

控、公共服务缺失，更是党群、干群、政民、警民关系的紧



张。 其三，群体性事件之所以造成重大危害，与处理过程中

的民主协商程序不规范、不及时、不灵活有关。 重庆市委书

记薄熙来指出“观察众多群体性事件，都存在老百姓利益表

达渠道不畅，政府与民间沟通不到位、机制不完善的问题”

，“有的地方处理问题的时候动不动就出现‘不法分子’、

‘敌我矛盾’等阶级斗争词汇，对自己工作态度、工作方式

的反思不够。” “重庆采取的方式告诉其他地方官员，应该

学会协商和对话的方式，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谅解，

这是化解矛盾的重要手段，也体现着新时期‘以人为本’理

念的要求”。 薄熙来虽然是针对重庆市而言，但他所提到的

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大体相同。 其四，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得不

到及时的解决与信息反馈机制不畅通有关。 本来，随着现代

化的发展，我国的信息流通与反馈渠道越来越宽广，但是，

由于政府体制和社会调控机制存在的问题，致使政府与民众

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流通与反馈渠道不畅通的问题。

另外，由于信息传播手段的多元化、现代化和人民对自身权

利的认知能力的提高，一些以前能够捂住的事情真相再也无

法完全捂住。于是，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政府往往不能在

第一时间获得准确、真实的信息，而在社会方面，由于真实

的信息不畅通，虚假甚至伪造的信息却迅速流传。这样，群

体性事件就会愈演愈烈，给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带来不良的

影响。 其五，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和造成危害与权力监督

制约机制不健全有关。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明显暴露出

我国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不健全。近年来，我国干部问责

虽然更加普遍化和经常化，而且每一起重大事故都促进着问

责制的启动。但是，目前各级政府的干部问责制并非健全和



完善的，存在着许多缺失和漏洞。首先，是各级各种干部岗

位的党纪和法律责任标准和规范不明确，致使许多事件责任

主体不明确；其次，是干部问责侧重于事后问责，致使问责

成为一种事后追究责任的惩罚制度。其实，问责制重要的不

是事后问责，而应是事前有效规范干部的行政行为。只有明

确了干部的岗位责任，同时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加大问责力度

，才能使干部认识到问责制的重要性。否则，群众就会认为

“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矛盾的升

级和激化。 相关推荐：公务员在线考试系统，海量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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