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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以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借鉴国际上的理论研
究成果和分析框架，通过大量公开、详实的统计数据、分析图表和资料，强调要居安思危，科学分析
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总体演变态势，并重点分析了刑事犯罪问题、群体性事件问题、腐败问题、恐
怖主义问题、民族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等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揭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
加大，客观上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与问题，迫切需要树立新稳定观，更加重视实现公平正
义，加快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以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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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联合，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中国国际战略学
会特约研究员。
曾参与中国政府有关白皮书的起草工作。
现在中央某部委从事维护社会稳定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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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事件行动激烈程度强弱不等，但冲突烈度较强的事件时有发生三、群体性事件的自发性与有组织
性并存，有组织性更为突出，但自发性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危害甚至更为严重四、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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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我国贫富分化的基本情况二、贫富分化影响社会稳定的机理三、小结附录一　群体性事件：
何以发生、发展与应对——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理论解释及其启示一、从众理论二、匿名理论三、紧急
规范理论四、价值累加理论五、社会挫折理论六、归因理论七、控制权转让理论八、资源动员理论九
、政治过程理论十、社会建构理论十一、挫折重组理论附录二　图表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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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总体演变态势　　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社会矛盾
凸显。
特别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与社会双重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各种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与问题大量滋
生，维护社会稳定面临的压力很大。
对此，我国权威的《社会蓝皮书》也直言不讳，而且还论证了1979年以来的26年间我国、“社会稳定
指数”连续出现了“负增长”，强调1979年以来我国“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
经济的和谐发展，拖了发展的后腿”。
那么，我国社会稳定的态势或社会不稳定的态势到底是不是这样严峻呢？
实际上，应该科学地认识到，虽然我们遭遇了纷繁众多的社会矛盾，但绝大多数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
盾，敌我矛盾只是极少数，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人只是极少数。
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富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越来越丰富
，国家的综合实力越来越强大，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全国人民人心思富、人心思定，都在一心一意追求幸福生活。
维护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坚实。
正是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讲，我国的社会稳定形势不是比以前差了、变得不稳了，而是更好了、变得更
稳定了，是一种充满生机活力的动态稳定，社会总体是稳定的，社会稳定的总体形势是好的。
我们切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自己吓唬自己。
也正是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讲，应该说《社会蓝皮书》关于我国社会稳定形势的判断是片面的。
当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社会中仍然存在大量的不稳定因素，矛盾与冲突仍然客观存在，对社
会稳定和谐构成了不同程度的威胁和危害。
鉴此，必须居安思危，防患未然。
为了科学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不稳定因素，本文就从社会冲突的视角对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进行实证
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法律年鉴》及有关报刊公开的资料，这里分析的时间段主要是1994
～2004年。
相信这对于我们正确评估我国社会不稳定形势，正视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严重挑
战，居安思危，下大力气亡羊补牢，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会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研究社会稳定和不稳定，有不同的测量或评估路径。
在国外，埃?蒂里阿基安在1961年提出了测定社会不稳定的三大指标：（1）都市化程度的增长；（2）
性的混乱及其广泛扩展，以及对其社会限制的消失；（3）非制度化的宗教现象极大地增长①。
艾斯特斯、摩根在1976年提出了衡量社会不稳定程度的六大指标：（1）反映于一国宪法、官方文件和
主要的政府政策声明中占主要地位的社会哲学和社会目标；（2）个人需求水平；（3）为满足居民的
社会需要而可以利用的国内社会资源的水平；（4）国家在特殊时刻的政治稳定性程度；（5）社会内
部支持或破坏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结构的各种力量；（6）促成团体之间的冲突、破坏历史传统
、价值、风俗习惯和信仰的起抵消作用的文化势力的存在。
1984年，艾斯特斯又提出了确定社会不稳定最严重的六个指标：（1）社会组织中的精英人物专权；
（2）人类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严重；（3）社会资源日趋贫乏；（4）政治动荡不安；（5）家庭结
构处在崩溃状态；（6）传统文化力量处在崩溃状态②。
罗伯特?达尔提出了衡量社会稳定状况的四大指标：（1）冲突的弥漫性（涉及广度，即每十万人中的
参与人数）；（2）冲突的剧烈程度（冲突中伤亡数）；（3）冲突的持续性；（4）冲突总量。
　　国内对社会稳定和不稳定的研究和测量主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
宋林飞在1989年比较早地提出了社会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实际上可视为对社会不稳定的一种估量系统
。
社会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包括：痛苦指数体系（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收入增长率），腐败指数体系（
渎职方式、受惩干部职务、受惩干部人数），贫富指数体系（绝对收入差距、相对收入差距、贫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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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人口比率、富人致富方式、富人消费方式），不安指数体系（政策变动指数、激进言论指数、牢骚
指数、怠工指数、骚动指数）四大方面的16个指标。
1995年，宋林飞又提出了社会风险预警综合指数和社会风险预警核心指数，可用来预测社会发生不稳
定的风险。
社会风险预警综合指数涉及49个指标，具体包括产生社会风险之根源的警源指标18个（包括失业率、
通货膨胀率、贫困率、企业亏损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干
部贪污情况、干部渎职情况、政策变动频率、政策后遗症，犯罪率、离婚率、人口流动率，严重自然
灾害，世界经济衰退、国际严重物价波动、国际蒽识形态对立），在社会风险滋生过程中先行暴露出
来的警兆指标13个（包括抢购风、挤兑风、怠工、抛荒，牢骚、激进言论，小道消息、劳动争议、污
染与破坏事故、非制度化团体，农业食品短缺，国际经济摩擦、国际政治争论），以及作为社会风险
外部形态表现的警情指标18个（包括集体上访、集体静坐、集体罢工，行政诉讼、政治集会、游行示
威，恶性侵犯事故、暴力群斗、团伙犯罪、宗教冲突、民族冲突、社会动乱，自然环境造成的生命损
失、财产损失和生产损失，国际经济制裁、国际政治干涉、国际敌对行动）。
鉴于社会风险预警综合指数涉及指标太多、计量困难，他在其基础上提出了社会风险预警核心指数，
包括失业率、通货膨胀率、贫困率、企业亏损率、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张率、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张
率、犯罪率、离婚率、人口流动率、干部受惩情况、劳动争议、污染与破坏事故、严重自然灾害、突
发事件14个指标。
1999年，宋林飞又提出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涉及收入稳定性、贫富分化、腐败（警源指标18个）
，失业、通货膨胀（警兆指标10个），社会治安（如刑事犯罪率、刑事犯罪率变动度）、突发事件（
警情指标12个）七大类的40个指标。
　　国家计委社会稳定状况研究课题组自1997年以来对我国社会稳定状况进行跟踪研究。
对社会稳定状况，他们提出一个“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相结合的二元评价体系。
客观指标包括：“社会冲，突”（如学潮罢工、游行示威、请愿上访、自杀自虐、宗教冲突、民族冲
突、聚众闹事、宗族械斗、暴民骚乱），以及“社会问题”（如家庭问题、老人问题、交通事故、城
市交通拥挤、违章建筑、暴力犯罪、买卖妇女儿童、团伙与黑社会犯罪、盲流乞丐、工伤事故、火灾
水灾、聚众赌博、卖淫嫖娼、酗酒自杀、贩毒吸毒、传染病、精神病）。
主观指标即指“社会心理”，如公众对于体制改革、社会生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经济生活、政
府效率、环境状况、文化生活、国家地位、家庭生活、个人发展、政治参与等问题的看法和满意程度
。
　　陶德麟等认为，社会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形势稳定、思想情绪稳定和
社会秩序安定四个方面。
而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因素则非常广泛，涉及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造问题、失业
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自然灾害问题，腐败问题、民族与宗教问题、台湾
问题，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中的指导地位问题、迷信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以及国外因素的影
响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工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联合课题组主张用客观指标和“大众对社
会稳定的主观判断”来研究社会稳定。
他们提出，维持社会稳定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社会福利（包括资金和服务层面），二是社会控制
（包括法治和道德层面）。
造就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由社会制度和社会福利两个维度上的合力来决定的。
　　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课题组仇立平等人提出了包括三大方面的社会稳定指标体系：一是社
会稳定一般状态指标，反映社会稳定的常态，包括社会痛苦指数、公共安全指数、精神卫生指数、社
会紧张指数和利益保障指数；二是社会稳定突变状态指标，包括社会冲突指数、社会腐败指数、社会
分裂指数；三是社会稳定解释性指标，包括经济总量指数、生活水平指数、贫富差距指数、社会保障
指数、人口和家庭指数、社会参与指数、政治透明指数、社会间距指数与价值观念整合指数；包括通
货膨胀率、城镇失业率、贫困人口比率、刑事案件立案率、贪污腐败案件立案率、重大交通事故发生
率、每万人精神病患者比率及增长率、每万人自杀人口比率及增长率、信访率、对社会资源分配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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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群体的评价，集体示威发生率、重大腐败案件立案率、民族对立次数、宗教对立次数，年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社会救助比率、人口期望寿命、选民对人大代表的了解和评议、
政务公开率、社会阶层分化与交往情况、对基本政治制度认同度等等涉及社会稳定的一般状态。
突变状态和解释性指标70多个。
　　牛文元等将社会燃烧理论应用于社会，提出了社会稳定预警系统。
该预警系统涉及引发中国社会动乱的基础性“社会燃料物质”（因子），以及相应的社会动乱“助燃
因子”和点燃社会动乱的“激发因子”。
这些因子涉及自然、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包括警源、警兆、警情等不同层面的指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朱庆芳在国内建立了比较系统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其中也建立
了社会稳定指数和社会秩序指数体系。
社会稳定指数包括通货膨胀率、城镇实际失业率、社会保障覆盖面、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比重、城镇
和农村贫富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六类指标；社会秩序指数包括每万人口警察人数，每万人口刑事案件
立案率，每十万人口贪污贿赂、渎职受案率，每万人口治安案件发案率，每十万人口各类事故死亡率
五个指标。
　　这些指标体系涉及面各有不同，都从不同侧面对社会稳定或不稳定状况进行了反映与评估，对于
我们把握社会稳定或不稳定的状况具有程度不同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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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
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
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
乱子有二重性。
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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