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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损害是引发群体事件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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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群体事件，多数起因于强势集团对弱势群体的制度性侵权行为，

导致弱势群体受到制度性损害，受损害的群体因不能采用有效方式解决

问题，在人多力量大的心理促使下，引发群体事件的发生。自然，要预

防群体事件的发生，就要从其根源——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上进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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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体事件的发生。 

 

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指群众性矛盾纠纷事件，它的参加人数少则十

几人，多则成百上千人，主要是指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群众或个

别团体、个别组织，在其利益受到损害或不能得到满足时，经过酝酿，

最终采取集会、游行，集体上访、集体罢课、罢市、罢工，集体围攻冲

击党政机关、重点建设工程和其他要害部位，集体阻断交通，集体械斗

甚至集体采取打、砸、烧、杀、抢等方式，以求解决问题。据了解，我

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从1994年的1万多起上升到2004年的7.4万多起。①而

且，其涉及面广、主体成分多元化，行为方式激烈，有一定的组织化倾

向。究其原因，各种具体的利益冲突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主要

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对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不满而引发的群

体性事件。包括对政策本身的不满和由于执行上的偏差和方法上的简单

粗暴，使部分群众因利益受到损害而对政策产生不满；二是因企业经营

亏损、破产、转制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当停产、倒闭、被兼并企业的

职工在工作安排和生活保障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时，很容易引发群体上

访甚至闹事事件；三是因征地搬迁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随着城市

化过程的推进，农村土地特别是城郊农业用地被大量征用为建设用地

后，由于土地征用补偿、征地后劳动力的就业和安置等相关政策不落实

不配套，影响了村民的切身利益，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四是因环境污

染问题导致的群体冲突。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和人们环保意识的提

高，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新的诱因，此类事件呈

上升趋势。以下仅举几例 。 

    1、据《联合早报网讯》综合各地报道，②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爆发

农民抗议徵地群众冲突，村民遭警方殴打，两千多民众愤而包围派出

所，要求释放被捕的农民和在当地观察的美国学者。这起案件肇因一九

九二年，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三山港镇看中当地一块紧临广州市的十二

点四平方公里土地，认为将来有极高价值，便以「预徵」方式，找来当

地八个村代表，以恐吓手段，逼迫签下土地所有权转让预徵协议。但这



项徵收自始至终违法，补偿承诺也没有兑现。 村民突破重重阻力，去

年取得这份预徵地的协议，今年起开始上访、陈情、检举。有关方面也

强硬徵地。今年三月廿六日，当地政府强行填平土地时，遭数百村民成

功阻挡。新选出的村委会支持村民抗争，数名村委员被拘留。  

2、据《新快报》报道，③粤七成群体事件由拖欠工资引起。记者

从广东新时期工会理论研讨会上获悉，根据相关调查显示，广东每年

70%的群体突发事件由拖欠克扣工资引起。调查数字显示，2004年因拖

欠工资引发的30人以上群体性事件787宗，人数7.64万人。广东省劳动

和社会保障厅统计，广东每年70%的群体突发事件由拖欠克扣工资引

起。  

3、据【搜狐科学消息】由著名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编写的2008年环

境绿皮书《中国环境的危机与转机（2008）》近日出版，绿皮书披露：

近年来，各地因环境污染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呈增长之势主要原因是环境

污染严重威胁了职工基本的生存权，工种基本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

障。另据新快报讯报道：④《山西临汾村民集体下跪要求化工厂停

产》。据报道，山西临汾尧都区魏村镇吴家庄中心小学附近一家非法化

工厂肆意排放含苯废气和废水，导致该校学生和吴家庄村民出现不同程

度的头痛、恶心等症状。当地村民在工厂门口抗议，并集体下跪，要求

工厂停产，截至2日已持续了3天。 

直接利益冲突是引发群体事件的主要原因，但“无直接利益冲突”

也日益蔓延。全国政协窦瑞华委员在十届五次会议上提出，⑤ “无直接

利益冲突”现象在中国不少地方蔓延，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不能回避的

一个重要问题。窦瑞华说，“无直接利益冲突”指没有直接利益关系者参

与的社会冲突。如去年四川广安医疗事故冲突，江苏金坛集资纠纷，广

州因交通事故导致民众围攻、警察流血殉职等群体事件，参与者多数都

与冲突起因无直接利益关系。“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次多面广，矛盾

焦点主要集中于权力部门。这表明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长期积累的一些

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社会情绪异变，导致执政的民

意基础在流失。如果不认真对待，任其发展，这些积怨将如高压岩浆寻

求突破、高温干柴等待火星，后果不堪设想。 

“无直接利益冲突”近年已引起了中共高层的注意。《求是》杂志

2007年第3期发表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文章

称，有的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自己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借机

宣泄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 

 
二、群体事件的参加者主要是温饱型和贫困型劳动

者。 

 
当今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

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又分化为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三个子阶

层。国家管理人阶层，即由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者所组成的社会群体。

资本家阶层,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和实际控制

者，主要由大、中资本家组成。中产阶级——即中间阶层，包括“传统



 

的中产阶级”：小私营企业主、发展较好的个体工商户等和“新中产阶

级”：高级企业经营管理人员、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等。典型的如

大、中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中、高级公司职员、大学教授、高级专家、

自我雇佣的小私营企业主、持股人、企业承包人、高级营销人员、知名

律师、中介行业的投资人、体育明星、歌星等等。劳动者阶层,贫困

型：主要指贫困山区的农民、年老体弱和无技能的城市下岗职工、失业

和半失业人员等。温饱型：典型的如一般企业的产业工人、服务行业中

的普通服务员、建筑业的民工、自给自足的农民、小个体户、普通营业

员等。发展型：是指智力型劳动者，他们是劳动者阶层的最高层。典型

的如技术工人、公司中的普通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中介行业中的一般

律师、注册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个体工商户、中小学教师等。整

个劳动者阶级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90%左右，中产阶级占7%左

右，国家管理人占2.1%，资本家占0.3%以内。⑥劳动者阶级属于弱势群

体。 

在上述几个典型的群体事件中，参加者主要是温饱型和贫困型劳动

者，这至少表明在不同阶级或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中，对结果不满

意的总是社会地位处于劣势的劳动者阶级。虽然不能100％的断定劳动

者参与群体事件是由于其合理、合法的权益被剥夺而告状无门，最终迫

不得已参与群体事件，但至少可以肯定的说，绝大部分都是如此，即

使“无直接利益冲突” 群体事件的参与者，绝大部分也是曾受到不公正对

待而对社会不满，借机宣泄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正因为如此，中共组

织部副部长李景田曾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会上，就近期接连发生农

民「骚乱」事 件发言，把这些事件定性为群体性事件，不是骚乱，主

要是由于基层干部水平不高， 没能力化解矛盾所致。 

 
三、群体事件的发生，起因于劳动者阶层受到制度性

损害。 

 
群体事件的发生，总是由地位处于相对劣势的人群组织和参与，为

什么总是如此？社会资源总是稀缺和有限的，不同的阶级或利益集团都

试图使本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其结果使各阶级、利益集团对

有限的稀缺资源的争夺日趋白热化。在这场竞争中，弱势群体首先在国

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度安排上就首先处于劣势地位，他们无力

影响、左右与他们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制度的制定，这使得制度安排本

身较好的保护了强势集团的利益。如农村征地补偿费用、企业改制职工

的安置费用等，从制度本身的规定来说，就不足以补偿劳动者的实际损

失。弱势群体首先在制度——这一基础性的因素上处于不利地位；同

时，对制度的执行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如上述案例中的山西环境污染

案、广东工资拖欠案等，政策、法律法规已有明文规定，如果完全贯彻

落实，则根本不会发生此类侵犯劳动者阶级利益的事件，群体事件也就

不可能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政府权力失范。一部分干部

滥用职权，违法直接侵犯或违法批准他人侵犯劳动者阶级的权利，引起

群众的反感，从而积累民怨，激起民愤；二是一部分干部行政不作为，

一些基层政权软弱涣散，形同虚设，形成权力真空地带。这些组织对本

 



地区、本部门的难点问题知之甚少或不管不问，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引发越级上访甚至采取非正常手段加以解决，当

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时，基层部门或是以违背法律的手段求得事态暂时

平息，或是采取高压方式解决矛盾，往往造成矛盾进一步激化；三是强

势集团利用优势的社会地位肆意侵权而政府却置之不理，致使劳动者阶

级在告状无门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过激方式寻求解决问题。这些原因的

背后，实际上是权贵经济的杰作。 

 

四、只有把劳动者阶级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集体协

商，才能有效的避免群体事件的发生。 

    

群体事件，多数起因于制度性侵权行为，导致弱势群体受到制度性

损害，受损害的群体因不能采用有效方式解决问题，在人多力量大的心

理促使下，引发群体事件的发生。自然，要预防群体事件的发生，就要

从其根源——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上进行解决。 

从制度的制定方面来说，按照民主——多数人统治的原则，制度应

当首先保护多数人的利益，按照多数人的意愿确立制度，这是从根源上

保障多数人利益而防止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基础性因素，值得注意的是，

劳动者阶级占总人口的90%左右，是当然的绝大多数，按照民主制定制

度的原则应当首先充分保护劳动者阶级的利益；从制度的执行上来说，

应当确立集体协商制度，如在征地、拆迁等关系到很多人利益的处理过

程中，应当由被征地的农民、拆迁户等组成团体，由团体与相对方就征

地、拆迁的原则性问题进行协商，确定补偿的原则，这个原则性方案应

当由该团体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同意通过才能执行。如此，绝大部分人

真实意思表示的同意，就能够有效的避免因不满意而发生的群体事件。

同时，多数人的同意，也将使个别不同意的人难以继续坚持自己的意

愿。这种集体协商程序的落实，不仅可以避免因直接利益受到损害而发

生的群体事件，也能避免“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事件，因为没有长

期积累的不满情绪，也就无所谓宣泄。 

群体事件的发生，尤其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事件的蔓延，

表明社会的敌视、不满情绪的扩张，如不能从根源上加以解决，社会将

不可避免的陷入动荡不安之中，这对哪个阶层或集团都没有好处。 

当今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是多元化。在多元化社会里，妥协是政治解

决阶级矛盾的唯一有效和良性的方式，妥协是民主的象征。多元化社会

要求各阶层、利益集团必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各阶层、利益集

团就必须妥协，也只能是妥协，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而能否妥协，取

决于强势集团的态度，强势集团由于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可能会无视

弱势群体的利益，这是群体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而弱势群体要有效的

保护自己的利益，唯一的方式是团结组织起来，以组织的形式与强势集

团对抗，进行利益表达、争取自己的权利。毫无疑问，一盘散沙的无组

织状态，根本不可能与强势集团对抗，这既是劳动者阶级利益受损的直

接原因，也是群体事件发生的根源。但一些掌握话语权的人错误的认

为，劳动者阶级的无组织状态可以避免群体事件的发生乃至社会的动荡



不安。 

社会学中的冲突论认为，社会的平衡是暂时和短暂的，而冲突是永

恒的，旧的平衡不断的被打破，秩序是社会各部分之间不断进行冲突的

结果，是力量与强制的产物，依靠强力来维持。“冲突论强调人们因有

限的资源、权力和声望发生的斗争是永恒的社会现象，也是社会变迁的

主要源泉。”⑦冲突论强调社会流动的、不断变化的性质。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一种永恒的社会现象。阶级斗争有两种

基本方式，暴力和非暴力的。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应当允许、鼓励

不同的阶级、利益集团之间采用非暴力的方式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

和冲突。历史经验表明，当一个社会的阶级矛盾不能通过这种方式解决

时，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会以暴力的方式表现出来，社会就会陷

入一场混乱之中。为此，对群体事件，一个理性的社会应当引导解决，

而绝非是通过镇压来解决。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这是一个铁定

的公理。 

只要社会上存在不同的阶级或利益集团，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的存

在。前些时候，法国、意大利的工人等团体发生的大罢工，就是一个实

例。既然不可避免，那就让它爆发，当然，只有非暴力的斗争才能真正

缓解不同阶级、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同时，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正是

这种非暴力的斗争，促使各阶级、利益集团进行协商，真正缓解了阶级

矛盾，它有效的避免了暴力斗争发生的，使社会得以在和平中得到发

展。美国更是如此，游行示威、罢工等彼此起伏，但美国近几十年来从

未发生长期的、大规模暴力斗争，这是美国得以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吵

吵闹闹或许比表面的平静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或许是对我们

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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