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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关于中国社会冲突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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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和完善，社会冲突问题也随

之产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国和谐社会的顺利建构。笔者主要对转型时期中国产生的社会冲突问题作以

探讨，以期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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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冲突的新特点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快速转型时期，转型的速度、广度

与深度都前所未有，社会机制有所转变，社会结构也有所

调整，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社会冲突，这些社会冲突具有

一系列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无直接利益冲突增加。所谓无直接利益冲突，是指当

物质利益冲突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无直接利益者的

加入，而发生的一系列继发性冲突。从某种角度而言，无直

接利益冲突者不会与冲突事件本身有太大的利益关联，他

们只是要发泄一下心中的郁结，才参与到这场冲突中来。
2.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由于某些社会矛盾频繁发生，

导致群发性事件也有所增加，无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

能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开始出现，这类群体性

事件所反映的问题比较复杂，因此处理难度也较大，政府

和相关部门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3.利益冲突占据主导地位。利益关系是社会生活中最

普遍的一种社会关系，它是所有社会冲突的实质所在，也

是一些冲突的最终根源。随着我国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

不断分化，人们的利益意识和权力意识被不断唤醒，因此

导致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多元化的利益冲突不断增

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

成就。但是我国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不均衡，因

此导致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不断增加。
二、化解社会冲突的基本对策

在社会转型时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社会冲

突呈现出新的特点，所以要想从根本上化解社会冲突，必

须对症下药，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

1.用辩证眼光看待社会冲突。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

在积极追求一种稳定的社会运作状态，它既是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又是社会交往正常进行的前提。然而，我们必

须清醒地认识到，稳定只是一种相对状态，社会冲突难以

避免。桑德斯曾经说过，每个社会都有比较稳定的组织要

素，但其中也会存在着对立关系。有了这种理性认识，我们

就能客观地看待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冲突。
2.积极构建社会治理理论。社会治理理论认为，政府的

主要职能是为社会主体和经济主体服务。社会治理的核心

是还权于民，还政于。所以，社会治理下的政府一定是服务

型政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为了民生安稳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随着社会冲突的日益凸显，政府必须加大为人民服

务的力度，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职能，这样才能稳住民

心，守住民心，众志成城，为化解社会冲突而共同努力。
3.重视社会利益调整。利益问题是一个关乎人的社会

地位、价值体现和人格尊严的根本性问题。从某种角度而

言，社会冲突就是利益冲突。所以，要从根本上化解社会冲

突，就要重视社会利益的调整。为此，社会就要从法律和制

度上遏制利益群体的贪欲，阻断他们的利益交换。其次，要

创造平等的教育机会，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大众谋福

利。再次，要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只有这样，才

能将社会冲突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4.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由于社会冲突事件多为突

发事件，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它是现代社会

的一个重要标志，主要就是为了通过预测可能出现的危机

而防范社会危机。只有防患于未然，才能将社会冲突事件

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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