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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如何维护社会稳定 ,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以往

“GDP 崇拜”发展模式中 ,社会稳定是依靠“权力强制”来维护的。这种稳定方式及相应的社会

稳定观 ,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必然是我国深层次

社会矛盾集中释放 、社会冲突多发的过程 。因此 ,必须将靠“权力强制”作基础的社会稳定观转

变为以“满足最广大群众需求”作基础的新社会稳定观 。对“社会冲突”进行科学化管理是实现

新社会稳定观的重要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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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GDP崇拜”时期的社会稳定观及当前面临的问题

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各项改革事业的发展 ,是 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改

革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没有 20多年来的社会稳定 ,中国就不可能取得改革与发展的巨大成就。

但也应该看到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前 ,我们 20 多年在“GDP 崇拜”发

展模式中所呈现的社会稳定[ 1]
(第 2 页),主要是依靠国家政治权力形成的 ,是具有强制性的政治意义上

的“社会稳定”。这是一种主张依靠权力强制来维持社会稳定的社会稳定观 。在我国实行全面改革开放

的早期和中期 ,这种社会稳定观既有其历史的必要性 ,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 ,在党中央提出科学发

展观之后 ,这种依靠“强制性”的社会稳定观必须加以转变 ,否则 ,在实践中就出现问题了 。

近期发生在湖南省嘉禾县的事件 ,可以说是“强制性”的稳定观与科学发展观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

从嘉禾县委 、县政府当时提出的口号 ,就可以看出是以强制性手段确保该地区的社会稳定 ,并以这样的

社会稳定来保证嘉禾县的改革推进与经济发展。咋听起来 ,似乎嘉禾县官员们之所以要搞强制性稳定 ,

是为着县里的改革和发展 。像嘉禾县这样来处理“稳定 、改革 、发展”三者间的关系的社会稳定观 ,在其

他省 、市 、县也有不少表现 。据媒体报道 ,江西省全南县为招商引资搞活经济 ,2000年以来 ,曾发过 4次

文件 ,用行政命令方式给各部门摊派任务 ,完不成任务者免职 ,全县通报批评。2004年 7月 22日 ,陕西

省山阳县小河口镇政府“经过研究”下发了一份红头文件 ,要求镇属各机关干部组成几个工作队下乡 ,对

农民罚款收费 ,以增加镇里的财政收入。2004年 7月 28日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市政府在未进行任何公

示和听证的情况下 ,发布了银川市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和更新管理规定 ,内容极其不合

理 ,结果引发了银川市全市几千名的士司机集体罢运的重大事件 。上面这些事件的发生 ,一方面表明基



层不少的官员在谋求当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时 ,依然习惯于运用权力强制的手段 。但另一方面 ,则表

明在中央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 ,继续用权力强制手段维持社会稳定 、谋求改革和发展 ,既不可能

再有真正的稳定 ,也更不可能再有真正的发展 。

因为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 ,已通过各种途径渐渐深入到群众的精神生活之中。当

群众自己的具体利益遭到来自权力强制的侵害时 ,有的人就开始不再选择“沉默”或者“敢怒而不敢言”。

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设法运用法律 、行政 、政策 、舆论以及其他可能的途径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并试

图维护自己的利益(如银川市的的士司机在“上访无果”之后 ,采取了“集体罢运”方式来表达其利益诉

求)。另一方面 ,改革 20多年中的教训也表明 ,许多地方依靠权力强制手段所保证的改革和发展 ,都经

常地 、较大程度地伴随着对广大群众具体利益的侵害 ,这是违背党的宗旨和法理的。

如果说在以往“GDP 崇拜”的发展模式下 ,官员们尚可以用“不允许阻碍改革和发展”的大帽子强制

群众自己承担其利益牺牲的成本和后果 ,而在中央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 ,权力强制的做法就不大

行得通了 。在这样的社会“大气候”下 ,如果在地方小环境中继续用强制性手段维护社会稳定 、搞改革和

发展 ,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发生群众抵制权力侵害的事件 。因此 ,社会必然会经常处于不稳定之中。

那么 ,为什么不少地方和基层的官员一方面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落实科学发展观 ,另一方

面却仍然在用强制手段来谋求发展呢? 或者说 ,为什么中央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社会“大气候”与一

些基层官员谋求地方发展的“小环境”之间会存在明显的矛盾呢 ?问题就在于 ,基层一些官员的头脑中

仍然是以强制保稳定的稳定观 。“强制性”的社会稳定观是与“GDP 崇拜”发展模式相适应的稳定观 ,而

与当前的形势发展是不相适应的。因此 ,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条件下 ,必然要求有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

的社会稳定观。

二 、新社会稳定观的科学内涵

社会稳定观是关于社会稳定的主导性因素 、社会稳定的内容 、社会稳定的过程及其结果的总的观

点。社会稳定 ,指的是一定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处于能够再生产和可以持续发展的状态。

从理论上讲 ,社会稳定 ,可能通过两类不同的主导性因素获得:一种是通过采取“强制性因素”获得社会

的稳定 ,即社会中拥有政治优势的人运用其权力迫使该社会中的劣势人群 ,按照优势一方的意志去实行

自己的社会行为 ,从而再生产出所期望的社会关系。第二种是基于社会分工 、人们相互之间由于“功能

性因素”而相互“需要” ,并形成相互认同的“社会约束”所带来的社会稳定。这种以“功能性因素”为主导

的能够反映和满足相互需求的社会稳定 ,就会产生出主动维持该社会关系的内在动力 。因此说 ,社会稳

定在理论上被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机械的稳定” ,一种是“有机的稳定”[ 2](第 11 页)。通过“强

制性”因素获得的社会稳定 ,属于“机械的稳定” 。以“功能性需求 ———约束”而获得的社会稳定 ,属于“有

机的稳定” 。

从社会稳定的内容和过程来看 ,机械的稳定 ,是社会矛盾被抑制而不断堆积 、并被强制性“消除”条

件下的社会“稳定” 。而以“功能性需求———约束”因素形成的社会“稳定” ,则是社会冲突经常被合理有

效解决的前提下获得的社会稳定。从结果上看 , “机械的稳定”状态越是延续 ,社会实际上越是处在社会

冲突必定要以非常激烈的方式(如突发的恶性事件)来表现的较大风险之中 ,这时候的社会真正是处在

包含着严重不稳定因素的状态 。而社会“有机的稳定”状态 ,由于社会矛盾尚在初始状态就必须被关注 、

被科学地研究 ,并被妥善解决 ,因而社会冲突通常仅仅在“低激烈程度”的方式上发生 ,这时的社会就处

在真正的稳定状态。

很显然 ,与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社会稳定 ,应该是以“功能性需求———约束”为主导性因

素的社会稳定。但在当前的现实中 ,我们一些官员依然受“GDP 崇拜”发展模式下的社会稳定观所支

配 ,还习惯于运用“强制性因素”来获取社会稳定。应该说 ,要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 ,就必须要先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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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崇拜”发展模式中的“社会稳定观” ,树立起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社会稳定观 。

适应科学发展观的社会稳定观包含哪些内容呢?

1.从“稳定”的内涵看 ,社会稳定并不是不允许出现任何社会冲突。

在以往“GDP 崇拜”发展模式中 ,社会稳定基本上被理解为不允许出现社会冲突 。上级组织往往是

将“GDP增长情况”和“社会稳定状况”作为考核下级地方官员政绩的两大重要指标。而对于“GDP 增

长”和“社会稳定”过程中绝大多数群众的具体需要满足得怎样 ?群众的具体利益实现得如何? 这些都

不在衡量社会发展的考核指标之列 。相反 ,一个地方若出现了群众要求维护自身利益的社会冲突 ,地方

政府一般都是采取强制性手段“根除”社会冲突。其实 ,社会冲突是群众需求的满足情况和各种具体利

益协调状况的“指示器”。因为 ,社会冲突是社会矛盾的重要表现形式 。而社会矛盾 ,则是人们在各自满

足需要过程中不同利益之间存在不协调 、出现摩擦的结果。因此 ,当社会冲突出现时 ,它所表明的是该

社会中一些人们的需要满足和利益实现方面存在了问题。

在从“GDP 崇拜”发展模式向科学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中 ,我国将会经历一个“社会冲突多发的阶

段” 。因为在我国社会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中 ,一方面由于以往的具体制度环境尚待改变和逐步完善 ,

发生于各地的因忽视群众基本的需要 、侵害群众具体利益的事情还经常会出现 。但是 ,另一方面中央强

调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大气候”下 ,越来越多的群众在自己的具体利益遭受到伤害 、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

时 ,就会越来越多地 、理直气壮地以一定的方式来表达和要求维护自己的具体利益 。这期间 ,不同方式

的社会冲突必然地会经常表现出来 。因此 ,如果不改变以往关于社会稳定的观念 ,不能科学地对待社会

冲突 ,那么 ,就不可能化解社会冲突背后的社会利益矛盾 ,群众的需要和具体利益就不可能得到满足和

得以实现 ,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所以说 ,科学地对待社会冲突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过

程中所必须形成的新观念 。

2.从“稳定”的主导性因素看:社会稳定 ,并不是依靠权力强制性地消除社会冲突就可以长期维持

的。社会稳定 ,靠的是最广大群众的需要和具体利益能够合理的不断得到满足和实现。

在“GDP崇拜”发展模式中 ,有一些地方官员维护“社会稳定” 、解决社会冲突较为得心应手的方法

就是运用行政压力 、有的甚至动用警力 ,以“强制性”手段遏制群众不敢以社会冲突的一定方式来表达其

合理的利益诉求 ,以此方式获取的“社会稳定” ,既不能稳固 ,更不能长久。

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 ,以权力压制来阻止某些形式的社会冲突出现 ,保持“社会稳定” 。但是 ,由

于导致社会冲突发生的利益矛盾并没有得到协调 ,而是矛盾被“堆积”起来了[ 2](第 176 页)。一旦条件变

动 ,被长期堆积的利益矛盾就会以程度更为激烈的冲突方式表现出来 。发生在银川市的的士司机“集体

罢运”事件 ,就是对社会冲突的不当处理的最好说明。

从理论上讲 ,社会冲突在外延上呈现为一个由“低激烈程度的表现方式”到“中等激烈程度的表现方

式”再到“高激烈程度的表现方式”的完整序列 。一般来说 ,当利益关系之间刚开始出现轻微摩擦时 ,社

会矛盾往往也只是通过“低激烈程度的表现方式”来表现。比如通过一些群众的“抱怨” 、“不满”等方式

表现出来 。但是 ,如果这种利益摩擦在社会冲突的这些“低激烈程度的表现方式”上被忽视 、得不到解决

时 ,就会向社会冲突的“中等激烈程度的表现方式”转化 ,如“静坐” 、“罢工”等 。如利益矛盾还得不到解

决 ,则社会冲突会更进一步向“高激烈程度的表现方式”转化 ,如“游行示威” 、“暴动”等 。社会冲突的激

烈程度是否会向较高一级的表现方式转化 ,从本质上讲 ,取决于相应的利益关系是否得到了有效地协

调。

科学发展观 ,本质上就是排斥以压制社会冲突的方式去获取社会稳定 。因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

心要求 ,就是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下 ,必须做到五个主要方面的“统筹” ,以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发

展。因此 ,必须转变以往的社会稳定观 。消除社会冲突的有效途径 ,是科学地认识和把握导致社会冲突

发生的利益矛盾及其原因 。运用科学的方法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可以说 , 只 有 协调 好 了 相应 的

利益 关系 ,社 会 冲突 才不 会向 更高 一级 激烈程 度的 表现 方式 转化 ,相 反 ,随 着利 益关 系得 到协 调 ,社 会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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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稳 定 ”的 内容 看 :社 会稳 定 ,不 是 社 会 中 一 部 分人 对 另 一 部 分 人 的 被 迫 服 从 ,更 不 应 该 是 屈

从 [ 3](第 38 页)。

在以 往“GDP 崇拜”发展 模式 中 ,广 大群 众的 具体 利益 经常 与一 些官 员 们所 谓 的 “群众 根 本利 益 ”之

间处 在一 种“说 不清 必然 联系 、实际 上相 互脱 节 ”的 状况 。一 些官 员强 调的 社会 稳定 ,常 常 伴随 着群 众的

具体利 益被 忽略 甚至 被牺 牲 。不仅 如此 ,群 众 还缺 乏有 效 的 途径 对 侵害 其 具 体利 益 的 权力 强 制 性行 为

进行 起码 的制约 ,在 强制 性权 力面 前 ,群 众不 得不 选择 “服从 ” ,社 会因 此而 获得 “稳定 ” 。

从理论 上讲 ,当 社会 结构中 的弱 势群 体既 不可 能通 过 适 当途 径 声张 其 利 益 、并 诉求 不 到 公正 对 待 ,

又 不 敢与 强制性 权力 进行 公然 对抗 时 , 他 们会 选择 “服 从” 。但这 种 “服从 ”对社 会结 构的 稳定 而言 ,则 完

全是消 极性 的
[ 2]
(第 180页)。因 为 , 他 们 随 时都 会 成 为 支持 捣 毁 该社 会 结 构的 社 会 基 础 。应 该说 ,党 中

央适 时地 提出科 学发 展观 ,正 是对 我国 当前社 会发 展状 况的 深刻 洞察 、科学 认识 的结 果 。

落实科 学发 展观 ,要 求 对社 会稳 定 的 内 容 有 新的 观 念 :社 会 稳 定 , 是 以 人 与 人 之间 相 互 关 系 的 “和

谐”为 内容 的 。“和谐 ”的 基础 则是 不同 利益之 间的 关系 得到 基本 的协 调 。而衡 量社 会关 系是 否“和 谐 ” ,

以 及 各种 利益之 间是 否处 在 “协调 ”状态 ,有 一 个不 可缺 少的 指标 ,那 就是要 看处 在该 社会 关系 中的 最广

大群 众的 真实感 受 , 即 要 看“群 众答 应不 答应 ! 群 众赞 成不 赞成 ! 群 众满意 不满 意 !”

4.从 “稳 定 ”的过 程看 :社会 稳定 ,不 能 只关 注 “消除 ”社会 冲突 ,而 不 关心 化解 社会 利益 矛盾 。

在以 往“GDP 崇拜”发展 模式 中 ,社 会利 益之 间的 矛盾 往往 在“低 激 烈程 度 ”的 社 会冲 突 中被 一 些官

员们 所忽 略 。而 当矛 盾 “堆积 ”到积 重难 返 、直 至社 会冲 突以 “较 高激 烈程度 ”的 方式 表现 出来 、或者 酿成

重大 的突 发性事 件之 后 , 才 引 起相 关部 门的 “注意 ” 。但 这种 “注 意” , 一 方面 引来 的是 对参 与冲 突者 们的

压制 。另 一方面 ,因 为少 数官 员考 虑到 自己的 政绩 而对 上级 组织 不报 、瞒报 或者 虚报 ,对 群众 利诱 、威胁

甚至 加害 。在这 种 “社会 稳定 ”中 , 社 会 冲突是 平息 下去 了 , 但 社 会矛 盾却不 断 “堆积 ”起来 了 。

我们今天称之 为“三农”问题中 的许多具体 问题 ,多 年以来 ,其 实各地 的农民 群众早 就以 低激烈 程度 的

社会冲突方 式表示过 “抱怨 ” 、“不 满” ,但 都没有引 起一些基层 官员 的注意 。有些 地方群 众之 间采取 自行 武

力解决矛盾 的方式 ,导 致村 民械斗等恶 性事件 ,有 的地 方甚至出现 针对县 、乡政府 机关的农民 “骚乱” 。

同样 , 对 于 拖欠 农民 工工资 的问 题 , 许 多 地 方 早 就 有 民工 对 干 了 一 年 活 拿不 到 工 资 的 现 象表 示 了

“抱怨 ” 、“不满 ” ,但 没 有哪 个政 府部 门认 真去 管 。直到 媒 体不 断 报道 各 地 有民 工 爬 上高 压 电 线杆 、或 爬

上高层 建筑 的楼 顶准 备以 死来 抗争 、并引 起中 央领 导 人的 重 视时 ,地 方 官员 和 政 府相 关 部 门才 “闻风 而

动” 。

从理 论上讲 ,一 定的 社会 矛盾 ,起 初 往往 是以 社会 冲突 的“低 激烈 程度 ”的方 式表 现出 来 。只有 当该

社会 矛盾 在这种 情况 下仍 得不 到化 解时 ,才 会 向 “中等 激 烈程 度 ”或 者 “高 激烈 程 度 ”的 社会 冲 突 方式 转

化 。如果 这种社 会矛 盾尚 在初 始状 态 , 其 低激 烈程 度的 社会 冲突 方式 就受 到积 极关 注 ,并 且利 益矛 盾得

到有 效化 解 ,那 么 ,社 会冲 突的 表现 方式 就不 会向 较高 等级 激烈 程度 的表现 方式 转化 。

因此 ,落 实 科学 发展 观 ,要 求形 成这 样的 观念 :社会 稳定 ,是 因为 不断地 有社 会矛 盾在 初始 阶段 就受

到关 注 ,并 得到 有效 化解 。因 而 ,社 会冲 突只 经历 较低 激烈 程度 的表 现方式 阶段 就消 失了 。

三 、新 社 会 稳 定 观 的 实 践 路 径 :社 会 冲 突 的 科 学 化 管 理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 在 落 实 科学 发展 观 、推进 社会 发展 模 式转 型 的 过 程中 ,中 国 社 会必 然 要 经历 一

个“社 会矛盾 明显 增多 ,社 会 冲 突 明显 多 发 ”的 阶段 。这 是 因 为 , 近 20年来“GDP 崇拜”发 展 模 式 中 所

“堆积 ”的 社会矛 盾 , 在 发 展方 式转 型过 程中必 定会 较为 集中 地释 放出 来 。

最近 , 中 央 提出 要求 地方各 级领 导干 部应 当具 备的 领 导 能力 中 , 就 包 括有 应 对 突发 性 事 件的 能 力 。

“突发 性事 件 ”如 果一 旦真 的发 生 , 是 否 能够妥 当 应对 是 非常 重 要的 。但 从 理 论 上讲 ,还 可 以 这样 思 考 :

·668· 武 汉 大 学 学 报(人 文 科 学 版) 第 57 卷　



, 采 取 科学 的方 法降低 “突 发 性事 件 ”发 生的 机 会呢 ? 或者 说 ,能 否 减少 “低激 烈

程度 的社 会冲突 ”向 着 “突 发性 事 件 ”转 化 的机 会 呢 ? 这 个 问 题 的 实 质 , 就 是 能不 能 够 对 社 会 冲突 进 行

“科学 化管 理 ”。

按照 科学发 展观 的要 求 , 必 须 转变 社会稳 定观 。而 落 实新 社 会 稳定 观 ,则 必 须对 社 会 冲突 实 施 “科

学化 管理 ” 。这 也是 社会 主义 改革 与建 设实践 的新 要求 。

什么 是社会 冲突 的 “科学 化管 理” ? 它指 的是 依据 社会 科学 理论 对社会 冲突 过程 所实 施的 管理 。包

括对于 社会 冲突 从萌 芽 、发生 , 以 及 在不 同的 激烈 程度 表 现方 式 上的 整 个 演化 过 程 , 等 等内 容 所 进行 的

科学 控制 。

社会 冲突 “科学 化管 理”的 突出 特点 是 ,如 何实 施 对社 会 冲突 的 管理 , 用 怎 样 的 方法 进 行 管理 ,都 是

有具 体的 理论根 据的 ,因 而是 具备 科学 性的 。必须 强调 社会 冲突 “科 学化管 理 ”的 “科 学化 ”特 征 。因为 ,

在 新的 形势 下 , 特 别 是在 法制化 的体 制下 ,如 何应 对社 会 冲突 的 问题 ,这 对 于 基层 的 许 多官 员 来 说还 是

比较 陌生 。以往 应对 社会 冲突 的 “经验 ”已不 适应 ,而 其中 有 的 “经验 ” , 以 今天 科 学 发展 观 的 理念 看 来 ,

还 是 应该 认真反 省的 教训 。

对社会 冲突 进行 “科 学化管 理 ”的意 义 ,就 在于 使我 们 能 及早 发 现掩 盖 在 社会 冲 突 背后 的 社 会利 益

矛盾 ,从 而 有利 于及 时地 化解 利益 矛盾 [ 4]
(第 177 页)。

对“社 会冲 突 ”实 施科 学化 管理 有什 么必 要性 呢 ?

首先 ,从 现 实的 要求 来看 ,在 以 往 “GDP 崇拜”的发 展 模 式中 ,对 于 社 会冲 突 ,通 常 是 采 用 强制 性 手

段予 以“消 除 ”。前文 的分 析表 明 , 采 用 强制性 手段 仅仅 可以 将社 会冲 突从 一种 表现 方式 上消 除 ,但 它既

没有化 解相 应的 社会 利益 矛盾 ,也 不 可能 阻止 社会 冲 突向 更 激烈 程 度的 表 现 方式 转 化 , 反 而使 矛 盾 “堆

积”起 来 。因此 ,在 落 实科 学发 展观 的今 天 ,社 会冲 突 的发 生 具有 不 可避 免 性 ,要 保 持社 会 稳 定 , 要 能 够

将社 会冲 突科学 地控 制在 “低 激烈 程度 表现方 式 ”的范 围内 。

其次 , 从 可 能导 致的 结果来 看 , 研 究 社会 冲突 并对 之实 施 科学 化 管 理 , 才 有可 能 及 时地 发 现 广大 群

众的具 体需 要 , 以 及 其具 体利益 在满 足与 实现 过程 中 尚存 在 的制 度 、政 策 方面 的 问 题 , 从 而 将 绝 大多 数

社会 冲突 控制在 “低 激烈 程度 的表 现 方式 ”上 。这 样 一 来 , 就 能 够降 低 社 会 冲 突 以 “高 激 烈 程 度表 现 方

式”的 发生 ,减 少 社会 冲突 的负 面作 用 , 降 低社 会冲 突可 能给 改革 和发 展进 程带 来的 社会 成本 。因 此说 ,

通 过 科学 化管理 的方 法对 社会 冲突 进行 疏导 与处 理 ,对 于真 正能 够落 实科 学发 展观 ,是 非 常必 要的 。

对社 会冲突 实施 科学 化管 理不 仅具 有必 要性 ,也 有 可能 性 。

首先 , 从 理 论准 备方 面看具 备可 能性 。社 会冲 突是 社 会 学研 究 的 重要 范 畴 。社 会 学的 主 要 理论 流

派都对 社会 冲突 作出 各自 的理 论解 释 ,并 且 , 社 会 学中 还 有专 门 以社 会 冲突 来 解 释社 会 过 程的 “冲突 理

论” 。此外 ,政 治 学 、法学 、管理 学 、心理 学等学 科也 都从 各自 的角 度对 社会 冲突 有所 涉及 。可 以说 ,这 些

学科 的理 论为我 们对 社会 冲突 进行 科学 化管 理奠 定了 科学 基础 。因 此 ,在 落实 科学 发展 观的 过程 中 ,对

社会 冲突 进行 “科学 化管 理” , 是 极 其自 然和必 需的 。

其次 ,从 研 究方 法方 面看 具备 的可 能性 。实现 对社 会 冲突 的 科 学化 管 理 , 需 要有 能 够 “发 现 社会 冲

突并能 测量 其激 烈程 度 ”的方法 ,需 要 有 “通 过 社会 冲 突 的 激 烈 程度 探 析 社 会 利 益 矛盾 所 处 状 态 ”的 方

法 ,需 要有 “降低 社会 冲突 激烈 程度 ”的 方法 , 以 及 需要 有 “从 多种 因 素中 分 离 出真 正 导 致社 会 利 益矛 盾

产生 、社会 冲突 发生 的原 因”的 方法 。而 关于 这些 内容 的 研究 方 法 , 在 现 代 数 学 、计 算机 科 学 、统 计学 的

基础 上 ,已 汇集 在 “社 会研 究方 法 ”这门 具体学 科的 知 识体 系 中 , 并 且 已 经 比较 成 熟 , 为 实施 科 学 化管 理

提供 了可 选用的 方法 。

再次 ,当 前 我国 的 “社 会大 环境 ”也 为社会 冲突 “科 学化 管理 ”奠定 了现 实基 础 。

一方 面 ,继 中央 要求 全党 积极 实践 “三个 代表 ”重要 思想 、党 的“十 六大 ”提出 “全 面建 设小 康社 会”的

奋斗目 标之 后 , 党 的 “十六 届三 中全 会 ”又 提出 了 以 “促进 经 济社 会 与人 的 全面 发 展 ”为 目标 、以 “以人 为

本”为 基本 原则 、以 “五个 统筹 ”为完 整内 容的 全面 、协调 、可 持续 发展 的“科 学发 展观 ” 。“科学 发展 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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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 分 表明 党中 央和 中央 政府 对于 未来中 国社 会 发展 问 题的 高 度 重视 和 高 瞻远 瞩 。通 过 近 几个 月

来中 央出 台的重 大举 措 , 表 明 中央 推进 落实科 学发 展观 的坚 定决 心 。另一 方面 ,广 大 群众 对科 学发 展观

的具 体内 容无不 赞成 、无 不企 盼 。这都 为我们 实施 社会 冲突 科学 化管 理提 出了 极为 有利 的社 会大 环境 。

当前 ,对 社 会冲 突实 施科 学化 管理 所面临 的最 突出 的问 题是 :要 更新社 会稳 定观 。如 果处 在领 导位

置上 的主 要成员 的社 会稳 定观 没有 更新 ,则 会 阻碍 该 地区 实 施社 会 冲 突科 学 化 管理 。对一 定 地 区中 的

社会冲 突实 施科 学化 管理 ,必 然 要在 该地 区范 围内 进 行有 一 定规 模 、有 一 定深 度 的 社会 调 查 , 收 集相 关

资料 。而这 个过 程中 可能 会触 及到 一些 来自 于权 力因 素 形成 的 既 有利 益 。此 时 ,该 地 区的 主 要 领导 是

支持 对相 关资料 的收 集 , 还 是 设置 障碍 ,甚 至 进行 阻挠 ,会 极 大地 影响 对社 会冲 突科 学化 管理 的实 施 。

因此 ,社 会 稳定 观的 更新 ,是 社 会冲 突的 科学 化管 理能 否顺 利得 到以实 施的 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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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wo rth w hile to discuss the quest ion of how to keep social stabili ty during the transfer of

our country' s development mode.In the GDP-o riented mode of development , it is authority that keeps

social stabili ty.However , this mode of development as w ell as it s ideology is not in line w ith the essence of

scientific ideology of development.To reinforce scientific ideology of development will unavoidably meet , at

i ts initial course ,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social cont radic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s f rom inner society.

Therefore , it is necessary to transfer from autho rity-based ideology of stability to a new ideology of stabilit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most people.To control social conf licts on a scientific basis is the crucial part of

reinforcing the new ideolog y of stabili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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