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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用
公安武警这个“灭火器”

图/半支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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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于建嵘

近年来，社会群体性事件持续高发，规

模和影响都在增大。为了处置这些事件，

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往往动用公安甚至

武警来“灭火”。这样做，有些取得了一定

的效果，而有的则因动用警力不当而产生

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两

个方面，其一，不能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群

体性事件，以致乱用公安和武警这个“灭火

器”；其二，社会机制中缺少稳定有效的“减

压阀”。

目前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大体上可

分为维权事件、社会泄愤事件、暴力骚乱和

有组织犯罪等类型。对待不同类型的事

件，公安和武警的作用是完全不样的。一

般来说，处置暴力骚乱和有组织犯罪就得

及时使用警力维持秩序和打击犯罪。但对

待维权事件和社会泄愤事件就不得乱用警

力和慎用警力。在维权事件中，民众由于

具体的利益受到侵害所以诉求较为明确，

行为较为克制，不宜动用警力。但近些年

来，由于土地等纠纷涉及的利益十分巨大，

有些地方官员也涉及其中，他们就企图动

用警力压服维权的民众，而产生了十分严

重的后果。对待像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这

类事件，在什么样的时候和运用多大规模

警力也是需要慎重研究的。这类事件，因

某些偶发事件引起，在没有权威信息的引

导下，一些民众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只

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也不需要进行组

织动员。这样的事件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

到了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从理论上来说，动用警力防范打砸抢烧行

为是应当。但现实中，因为公安或武警的

不当介入，民众的怨气反而被激化，好似突

然决堤的洪水变得不可收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确运用警力处

置群体性事件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更重要

的是，我们在研究具体减压技术的同时，要

全面正确分析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各种原

因，以在社会和政治的层面上建立社会矛

盾的化解机制。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经验表

明，当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进入1000

美元到3000 美元时期，是社会发展中的矛

盾凸显期”。这种认识存在很大的偏差。

将社会矛盾的多发归结为世界各国历史上

的普遍现象，从而掩盖了中国社会矛盾存

在一定的特殊性；静待以经济发展来解决

“发展中的问题”，可能错过机制变革体制

调整的最佳时机。

在我看来，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增多

的最为重要原因是，部分社会体制的僵化

和惯性，缺少足够的弹性来容纳、适应实际

生活中经济结构、公民权利意识向现代化

的迅速转型。要真正解决目前中国的问

题，需要多设“减压阀”。具体来说，有如下

几个方面十分迫切和重要的工作要做。

第一，要调整社会利益关系，构建社会

稳定的基础。自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有

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在社会分配公平方

面缺乏必要的关注，分配体制中重国家轻

民生，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上国家

投入过少，体制内外的差距日益扩大。由

此引发的一些问题是诱发群体性事件的主

要原因。因此，如何减轻民众的生存压力，

应是各级党政需要认真对待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党和政府已明确提出“全体人民共

享改革开放成果”，也实行了一些取消农业

税之类的具体措施，地方政府的“扶危济

困”也能起到很好的现实效果。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要把改善民生当成各级党政的重

要责任。因为，给民众生存减压，也就是给

社会稳定减压。

第二，要改变政治上的增压机制，让基

层政府真正成为社会稳定的主力军。现在

有些地方政府已形成了自己的利益，官员

对谋取“政绩”的重视，使得他们常漠视或

者有意侵占百姓利益、损害百姓的权利。

为此，中央试图通过各种责任追究给地方

政府施压，以解决基层社会的各种问题。

然而，面对各种来自上级政府的“一票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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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少数地方政府和官员采取阳奉阴违的做

法，以各种潜规则化解来自中央的政府压力，甚

至不惜压制民众，更为严重地侵害民众的各种

合法权益，成为了既不对中央负责，又不对民众

负责的“独立王国”。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变

压力体制为参与体制，使县政领导真正成为社

会稳定的主力军。

第三，要改变公民权利救济状况，让司法成

为社会的稳压器。长期以来，在司法从制度设

计上就没有授予其对所有冲突、纠纷进行审理、

判决的能力，民众的具体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

的救济。而信访制度更是存在制度性缺陷，作

为“安慰剂”的作用远大于实际解决问题的能

力。实现垂直管理的司法系统，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扼制地方党政对公权力的滥用。要给各级

党政部门减压并给信访公民松绑，强化各级司

法机关接受公民告诉、申诉及处理案件的责任

和能力。

第四，要改变民意表达状况，让民意成为社

会的压力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

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古人对统治者提出的告

诫是十分有道理的。切实保障民众的表达权和

知情权是现代文明的体现，也是现代社会管理

的一个基本规则。特别是进入网络时代，民意

的表达方式有很大的改变，各级政府应认真研

究如何运用网络技术与民众沟通，如何对待网

络民意。切不能动不动就用国家机器来对待某

些网络民意的表达。特别要正确对待网民对某

些地方政府或机构的批评和建议，只要在法律

范围内，就不能对他们进行打击和迫害。在媒

体和网络的管控上，也要做到有法可依，不能随

意而为。

第五，要改变社会管理方式，让民间组织成

为社会稳定的维护者。用鼓励公民组织的发展

来代替“压制”，让不同利益群体形成自身的表达

组织，这是现代社会管理的重要经验。在现代社

会，应该正视并善于利用民间的力量，更要相信

民众对社会稳定的肯定和对渐进改革所抱的理

性态度。就目前而言，如何运用社会民间组织特

别是社区组织，推进社会调解工作意义重大。事

实上，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有关民众的具体利

益诉求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民间社会自我调整的

方式解决的。国家全能主义在现代社会所遭遇

到的困境进一步表明，社会秩序的维护只有依靠

全体民众，才能达到长治久安。 编辑/衡洁

◎文_谁谁谁

那是一个鸡尾酒会。有个商人模

样的老外过来打招呼，我马上放下冰

橙汁，与他握手。他笑问我：“为什么

你的手冰冰冷呀？”我忙着解释，朝那

杯冰橙汁乱指。他马上摇头：“不不

不，你只需要说‘但我的心是热的’就

行了。”

一句话提醒了我。

其实他并不关心为何我的手是冷

的，而我也并无义务解释为何我的手

是冷的。不过是两个陌生人找个话题

混个脸熟而已，什么话开心，什么话可

以搏个笑脸，就讲什么话。

虽然名片盒里的人越来越多，真

正无话不谈的朋友还是那么几个。绝

大多数是场面上的朋友，迎来送往，无

非是个“Hello”加上“Good bye”。苦

恼的是，若是真正的朋友，就算相对无

语，彼此也不觉得尴尬。但场面上的

朋友就不同了，毕竟Hello 完了，还要

周旋几句才能拜拜。中间的一段空

白，总是要去填的。善于应酬的人，也

就是公认的社交高手，总能漂亮地完

成此类使命，让彼此轻松愉悦地度过

一段时间；反之，则空留一堆尴尬的笑

脸和一段比受刑还难熬的时间。

一个法资公司的大老板就属于后

者。他每年环球巡游一次，听各国

CEO 述职。当然，也顺便见一下各国

雇员。只是全球数万张脸孔，哪儿记

得过来？于是他每年都问同样的三个

问题：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学的是

什么专业？何时来到我们公司的？大

多数员工对待这三个问题就像对待元

首阅兵一样，把答案像口令一样喊出

来而已，从不奢望自己能被大老板记

住，除了一个 IT 工程师。他每次回答

完“我的专业是建筑设计”之后，都会

解释一下为何原来的建筑设计师会转

行到 IT 领域。这是个漫长的故事。但

大老板老是记不住，于是他连续讲了

三年。第四年，当他又开始讲第四次

的时候，大老板制止了他：“好像有个

挺长的故事是吗？无论如何，我代表

公司感谢你的努力工作。”可怜的人只

好把他那感人的奋斗史收了起来。

老板只是在客套一下，谁知他竟

当了真。

坐上大老板的位置后，不用再花

心思设计机灵的场面话；但下属就不

同了，场面上反应机敏与否，直接关系

到将来的前程。一次会议的中场休息

之后，许多人迟到。大老板面露愠

色，大部分人默默地进来，默默地入

座，空气十分凝重。只有一个中层女

经理人未到，话先到：“哎呀呀，卫生间

的队好长啊！老板，你怎么雇了这么

多女人啊！”一句话把大老板逗乐了。

有人号称，最讨厌别人在分手时

说“什么时候一起喝茶吧”，并称之为

“最虚伪的话语”。其实这只是中国式

的友好告别语而已，最多相当于英文

中的“See you”。至于能不能 See

you，没人关心，只不过现在要好聚好

散了；至于下次是否一次喝茶，下次再

说喽，反正又没定下时间与地点。

也有人当真的。

就在我再一次脱口而出“什么时候

一起喝茶吧”时，对方回应：“下周三下

午好不好？耕读园。”我怔了一下，顺口

答应了一声：“好的。”回去查了一下日

程，发现这天有会议安排，于是赶紧致

电改期为周二下午。如今这个人已经

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编辑/衡洁

场面人，场面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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