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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治理》

内容概要

《冲突与治理:中国群体性事件考察分析》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主要采用实证研究
方、法，对中国群体性事件进行考察和比较分析，归纳其异同，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演变规律和处
置策略。作者王赐江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群体性事件呈“易发”、“多发”态，其中2004年
四川“汉源事件”、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和2011年广东“乌坎事件”颇具“标本意义”。从驱动
力量上看，群体性事件分为“利益表达”、“不满宣泄”和“价值追求”三大类，可在“集体行动”
和“集群行为”两种学理视角下予以观照。源于西方的社会冲突理论，并不能完全涵盖中国复杂多变
的群体性事件现实。尤其是那些由不特定多数人发起、明显针对党政机关的体制外活动，亟需在借鉴
现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给予更加切合实际的本土化解释。对于中国群体性事件，应从处置思维、体制
变革、操作技术等多个层面着手化解。而寻求社会冲突的治本之策，实现长治久安，则有赖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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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治理》

作者简介

王赐江，博士，主任编辑。1974年生于河南信阳。曾先后学习汉语言文学、新闻学和政治社会学
。2002年通过首届全国统一司法考试，拥有法律职业资格：2007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深
造.2010年获法学（政治社会学专业）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问题。现供职于
人民日报社，2008年获“全国抗震救灾宣传报道先进个人”称号，共发表时评、论文和调查报告百余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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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治理》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一、中国处于群体性事件多发期
二、群体性事件研究现状评述
（一）群体性事件界定及分类
（二）集体行动研究概述
第二章 “瓮安事件”演变过程
一、谣言扩散
（一）传言滋长
（二）政府辟谣
（三）谣言如何传播
二、官方应对
（一）调解失败
（二）官员缺位
三、冲突爆发
（一）谁先动手
（二）有无死者家属参与
（三）是否系黑恶分子组织策划
四、强力善后
（一）安抚家属
（二）问责官员、惩处嫌犯
（三）化解矛盾
五、小结
（一）警方处置方式不当引起死者家属和民众不满
（二）死者之叔被打激起更大怨忿
（三）限期安葬点燃已升级的民愤
第三章 “瓮安事件”深层原因
一、经济增长难改基本县情
（一）优先发展工业战略的实施
（二）产业结构和财源结构发生巨变
（三）瓮安主要经济指标与州、省及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
二、群众利益相对受损
（一）陷入困顿的矿区居民
（二）心愿难遂的电站移民
（三）激忿不已的被拆迁户
三、治安状况混乱无序
（一）刑事案件高发难破
（二）滥用警力现象突出
（三）“帮派文化”盛行校园
四、社会矛盾日积月累
（一）问题由来已久
（二）积案引发冲突
五、小结
⋯⋯
第六章 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向
第七章 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思维和策略
主要参考资料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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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治理》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但干部们的劝说收效甚微。夜幕渐沉，有人开始冲到县政府里打砸，甚至抱来成捆的烟花
礼炮，对着公安局大楼的楼顶“轰”。礼炮一个个在楼顶上炸开，站在马路边的摄影爱好者王诚用摄
像机拍下了这一切，镜头中，隐隐可以看到警察和当地官员困在楼顶无处可退。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
，在“游行请愿阶段”这一政府本来可以有所作为甚至能够遏制事态恶化的过程，瓮安地方官员基本
上对此完全放任。起初以中小学生为主体的十多人游行队伍，从大堰桥出发到老环城路，路过的七星
村住着上千水电工程移民，一些对补偿和安置问题不满的移民加入了游行队伍；通过老环城路后，游
行队伍拐到了北东路，这儿坐落的瓮安三中正是李树芬生前就读的学校，更多的中小学生加入其中；
游行队伍离开北东路来到文峰中路时人数已成百上千，沿街商铺较多，又有许多人尾随游行队伍；请
愿者在县政府门口停留了大约半小时，但无人接待，16时许队伍涌向距县政府100米左右的公安局。“
当队伍来到县委和政府办公楼时，人群已汇聚了逾万之众，里面有学生、移民、店主、碰巧在县城的
村民、服务员、按摩女，甚至公务员、警员家属，男女老幼——这个县城的所有阶层。” 尽管“游行
请愿阶段”持续1个半小时左右，瓮安县主要官员并非一无所知，但是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在
队伍游行至文峰大道时，雍阳镇派出所所长和玉华乡政法委书记向副县长肖松报告了这一重要动向，
肖松立即向同在县电信局电视电话会议室的县委书记王勤汇报，王勤安排肖松去现场、自己则继续开
会。之后，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宋辉接到有人开始打砸公安局的消息，前往县政府并将情况报告了在都
匀的县长王海平，王海平于晚6点多才赶回县城。王勤接到肖松“现场小青年比较多”的情况反映后
，立即打电话给县教育局局长，要求通知各校校长带教师去现场劝散学生，然而为时已晚，打砸抢烧
已经开始、局面失控。 当群情激愤的民众大规模与警方对峙时，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使事态迅
速恶化，此时官员出面寻找协商机会的成功可能性很小。在“暴力实施阶段”，形势混乱、情况复杂
，其实已无协商对话的可能，官员倘若此时出面劝解不仅于事无补，还很有可能受到伤害。由于打砸
抢烧活动已突破了法律所能容忍的界限，社会危害性较大，因此这时则应依法果断处置。基层政府对
游行、静坐、示威等非暴力行为一般可采取组织警察维持秩序、静观事态发展等柔和态度，但是一旦
发生暴力行为就应迅速予以制止、尽快平息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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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治理》

编辑推荐

《冲突与治理:中国群体性事件考察分析》的主要读者，除了理论工作者和政策研究者外，应是广大党
政干部，因为《冲突与治理:中国群体性事件考察分析》探讨的问题与他们的工作密切相关。在中国群
体性事件高发态势下，作者的理论观点和政策见解值得广大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思考。《冲突与
治理:中国群体性事件考察分析》是一部适台各个层面读者阅读的书，是一部值得广大党政干部认真研
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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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治理》

精彩短评

1、写的很详细 很多综述性的东西 
2、书中内容不错，挺仔细
3、谈论群体性事件绕不过这些事件的总结
4、本书令人信服的一点在于：作者没有完全采用媒体报道，而是通过其学生和自己亲自访问，去了
解群体性事件的经过。而中国网民大部分都是从网站编辑的长短不一的标题里，了解群体事件。我买
下它的原因：在图书馆里复印远不如买一本时常翻看实惠。对后来者的建议：如果想了解转型社会的
动荡、危机应对、政府决策，那么这本书可以作为资料买下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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