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危机事件的信任求解

高和荣

内容提要 � 当前我国已经处于国际公认的社会危机事件高发阶段,一些社会危机事件甚至成为威胁经济

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社会危机事件之所以频繁发生,

不在于经济的转轨、社会的转型以及风险社会的到来, 而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信任

关系、信任制度及其实施与监督机制。为此, 要推进社会信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必须切实加强政府、市场

以及个人等各个主体的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信任制度及其实施与监督机制, 让作为一种美德的信任内化为人

们的行动准则, 进而成为规制社会行动的准则, 消除社会危机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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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革开放 3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

成就, 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一个充

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

然而, 我们的改革现在已经进入了国际上公认的

深水区与敏感期, 伴随着城乡、区域、行业以及社

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公共服务建设

滞后, 劳资关系、官民关系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信

任关系紧张,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出

现了众多社会危机事件。这就内在地需要我们加

强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建设,减少社会对立, 增进

社会和谐。

社会危机事件频发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就巨大,经济

总量跃居全球第二。可是, 由于我们过于重视经

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建设,甚至把社会建设当成经

济建设的 �补充 �, 使得近年来城乡之间、地区之

间以及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社会矛盾

日益突出,一些地区出现了众多社会危机事件, 有

些社会危机事件甚至成为威胁经济发展与社会稳

定的重要因素。从 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

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

到 2009年的湖北石首事件、成都公交车燃烧事

件、吉林通钢事件、广州垃圾焚烧事件,再到 2010

年的福建郑民生事件、苏州通安事件、上海大火事

件以及富士康事件等, 每一个社会危机事件都引

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普遍担忧。有关资料

显示,现在我国每年发生的各类社会危机事件大

约 90000起,平均每天达到 250起左右。�

社会危机事件的日益增多及其消极影响的扩

散,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而加强社会建

设,促进社会和谐,消除社会危机事件产生的社会

土壤,已成了整个社会的共识。在党的十六届三

中全会上,中央第一次明确要 �坚持以人为本, 树

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

人的全面发展 �; 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以及 �加强社会建设 �

这两个新命题,强调要 �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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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 �; 2006年十六届

六中全会专门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

问题做出决定;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要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 强调
�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

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

民生, 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

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 2011年初, 中央明

确提出当前的社会建设要 �加强社会管理与社会

创新�, �把社会管理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所有这些,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了以社会建设为

重点的新阶段。这为我们准确把握社会危机事件

的发生规律,探究社会危机事件的解决之道, 提供

了思想和理论上的保证。

社会危机事件的增多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

关注。许多成果着重对社会危机事件进行了剖

析,有的对社会危机事件进行了类型学研究 � ,也

有的着重分析了社会危机事件的产生原因与传播

途径 � , 更多的研究则提出了社会危机事件的解

决建议�。根据对中国期刊网的不完全查询, 从

20世纪 90年代到 2010年累计发表了 522篇以

�危机事件�为题的论文,这些成果大多数是近几

年发表的。其中, 2005年以来发表 465篇, 占论

文发表总数的 89. 1%, 仅 2008~ 2010年这三年间

就发表了 324篇, 占论文发表总数的 62. 1% ;

1994~ 1999年仅发表了 7篇论文。而以与社会

危机事件相关联的 �群体性事件 �为题检索到的

论文多达 1676篇, 其中仅 2010年就发表了 571

篇,超过总数的 1 /3, 2008 ~ 2010年累计发表了

1199篇, 占论文发表总数的 71. 5% ; 1994 ~ 1999

这六年间累计发表论文 34篇,仅占论文发表总数

的 2%。这些数据充分表明,包括群体性事件在

内的社会危机事件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

题。

社会危机事件频发的根源

分析社会危机事件为什么总是频繁发生, 人

们往往将其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学者认

为,社会转型产生了利益分化与财富分配不公,使

得整个社会相对贫困人口增多以及弱势群体增

加。因此,如果中国能够顺利地解决这些社会问

题,就可以消除产生社会危机事件的现实土壤。

客观地说,这些问题确实是引起社会危机事件频

繁发生的重要方面, 甚至是社会危机事件产生的

导火索,也是社会各界正在着力完善之处。但是,

社会转型本身是一个较为宽泛的 �中层�概念, 而

不是一个 �始源性�概念, 它最多只是引发社会危

机事件的 �整体性�因素, 它是产生社会危机事件

的条件,而不是社会危机事件发生的根源,我们不

应该把 �条件 �与 �根源 �混淆起来。迪尔凯姆早

已明确指出,社会转型只会导致原有社会道德规

范的瓦解,社会变迁使得维系新社会秩序的道德

规范尚未确立。也正因为维系社会团结的道德没

有相应地变革,才会引起社会失范以及社会危机

事件的产生。�因此, 把社会转型当做社会危机事

件频发的总根源过于空泛。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 社会危机事件之所以频

繁发生,根源在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已经进入到

贝克、吉登斯、拉什等人所说的风险社会, 风险社

会是导致社会分化并诱发各种社会危机事件的温

床。因为作为现代性的风险社会促进了公民主体

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们更加重视自身的安全以便

减少不确定性,民众对危及到自身安全的行为更

容易采取各种方式包括较为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

的利益诉求。于是, 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的推动

下,各种社会危机事件就成了一种制度化的存在,

深深地嵌入于风险社会之中, 它们构成了社会危

机事件频发的总根源。可是, 人们不禁要问:社会

危机事件必然是风险社会的 �副产品 �吗? 假如

社会危机事件都必然地嵌入于风险社会之中, 那

么它为什么频频光顾中国,在中国形成高发态势,

而较少光顾同样处于风险社会中的其他国家? 因

此,把风险社会当成社会危机事件的总根源同样

不能成立。

在笔者看来, 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我们是否已

经进入到了所谓的 �转型时期 �或 �风险社会 �, 也
不在于我们的 �公民权利意识是否觉醒�以及 �现

代信息传播手段是否得到充分运用 �, 更不在于

我们的经济社会制度没有建立健全。实际上, 经

过改革开放 30年的建设与发展,我们已经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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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

社会制度、政策及法规,涵盖了整个经济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面。可是各类社会危机事件仍然频繁发

生,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根源究竟在哪里? 它需要

我们真切地加以思考。

笔者认为,社会危机事件之所以频繁发生,根

源就在于我们一直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建

设,尤其忽视了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信任体

系的建设,使得当今社会的信任关系无法有效地

建立起来。同时,我们总是习惯于依据以往社会

的信任关系去处理当今社会问题, 引发了诸多社

会危机事件。按照经济社会学、制度经济学的观

点,信任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嵌入于特定社会结

构之中的制度, �不仅包含公正的本质这种深层

次的价值问题, 而且还包括世俗的实实在在的规

则,如职业规则、行为准则��,因而也就蕴含着与

这个社会相一致的心理、文化以及习俗。它来自

于我们的心灵深处,是 �命令不来的 �, 它是 �内生
增长的结果 �� , 成为个人行动的动力源泉, 它能

够在个人、组织以及社会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社会

关系, 在整个经济社会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以及

实施对象之间形成合作关系而减少制度实施阻

力,进而减少社会运行的阻力� , 由此 �抑制着可

能出现的机会主义和乖僻的个人行为, 使人们的

行为更可预见并促进着劳动分工和财富创造��。

因此, 信任一旦形成, 个人之间就很容易结成各种

各样的社群组织,个体之间的交往就会更加顺畅,

个人的行动就更容易得到他人的认同, 社会危机

事件自然就难以发生。例如, 企业内部员工如果

彼此信任,那么,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相对就会

较低; 企业与员工建立起信任关系,那么劳资双方

引发社会危机事件的概率就会降低。如果整个社

会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那么,群体之间的对立

就会弱化,就可以有效地减少社会运行阻力, 促进

社会群体的整合,减少社会危机事件的发生。

反过来,如果人们互不信任、相互猜疑, 个人

的行为无法得到他人的理解与认同, 行动者的社

会交往成本就会增加,个人很难整合为群体、组织

与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的信任关系、信任制度及信

任机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 整个社会就会处于

相互猜疑之中,任何一个偶发因素都有可能激化

为社会危机事件。例如, 如果人们吃饭怀疑食品

安全,就医怀疑医院,诉讼怀疑司法以及个人之间

相互猜疑,那么, 再完善的经济制度、再强制的法

律制度也是摆设,各类社会危机事件迟早会发生。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最近几年国家提出加强社会

管理创新,实行科学发展, 着力改善民生, 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然而社会危机事件仍然时常发

生,主要就在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与这个社会相

符合、体现中国文化特质的信任关系及其信任体

系,从而无法防范和化解各种社会危机事件。

信任的断裂与社会危机事件的发生

当然,我们所说的引发社会危机事件的信任

不足或信任缺失不是指中国没有社会信任, 而是

说我们的信任关系与信任结构没有随着经济社会

的转型而发生同步转型。也就是说, 我们的社会

已经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然而,维系社会整合的

信任关系与信任结构却仍然停留在农业社会。这

样,农业社会的信任在工业社会中发生了断裂, 无

法发挥信任所具有的积极功能,无助于社会整合

与社会团结。

实际上,转型的领域非常广泛,既包括经济上

的转型,也包括社会的转型,而社会的转型不仅是

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变迁, 它内在地包含着社会关

系、社会心理以及社会文化也就是社会信任的转

型。虽然社会信任的转型来源于经济社会的转

型,并以之为基础,但是, 它又是经济社会顺利转

型的关键,对之起着推动作用。没有信任关系与

信任结构的转型,经济社会的转型难以顺利进行;

而信任关系的断裂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 �失衡 �

与 �断裂 �, 从而为社会危机事件的产生埋下种

子。从这个角度看, 改革开放 30年的发展过程固

然是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 同

时也应该是从传统社会信任向现代社会信任的转

型过程。在此过程中, 我们虽然建立起较为全面

的市场经济制度, 规范着各个 �经济人�的行为,

但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促进工业社会整合、增进

工业社会团结的社会建设制度与社会信任体系。

特别是那种维系农业社会团结的 �社会力量 ��、

120

� � 2011. 3



整合农业社会中个人之间关系的信任结构以及信

任体系还没有进行相应的转型, 因而无法适应现

代工业社会的要求, 无法解决工业社会各个群体

与阶层之间的整合问题,这必然会引发社会危机

事件。

在农业社会里, 作为社会团结基础的社会信

任是基于 �差序格局 �之上的人际信任, 整个社会

的信任始于 �家庭 �, 然后以此为圆心向外拓展到
�所认识的人 �、�社区其他成员�等,最终到达 �抽

象的社会客体 ���� , 因而表现为 �同心圆 �的信任

结构, 强调通过熟人之间的信任整合成社会信任。

在这个社会里,经济信任、政治信任以及社会信任

都从属于人际信任并成为人际信任的一部分。而

工业社会的信任是建立在 �团体格局 �基础上的

陌生人的信任,它不是 �信任半径 �的扩大、�私人
联系�的增加,不仅各个主体相互独立, 社会地位

平等, �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 团体也不能抹

杀个人 ����,而且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各个领域内

的信任也相互独立地存在与发挥作用, 维护各个

信任主体以及各种信任形式的基础是社会契约,

它们构成了工业社会的运作逻辑。也就是说, 两

种社会的信任关系以及信任结构所具有的不同特

性内在地决定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

信任关系与信任结构。

长期以来,一些学者总是喜欢把中国称之为

�低信任度社会 �, 而把西方发达国家称之为 �高
信任度社会 �。���这是站在工业社会立场,用工业

社会的信任关系与信任结构去评价农业社会的信

任关系与信任结构。两者其实并不存在可比性,

工业社会的信任只能整合工业社会, 处理工业社

会的矛盾,而农业社会的信任只能解决农业社会

所面临的难题。也就是说, 农业社会所形成的信

任关系无法解决工业社会的整合问题, 工业社会

所形成的信任关系也无法运用到农业社会中去,

用工业社会的信任标准简单地评判农业社会的信

任结构或者用农业社会的信任关系去看待工业社

会的信任关系显然都不够科学。

从这个角度看, 那种曾经在农业社会里可能

产生正功能的信任关系在如今的工业社会里已经

失去了作用,变成了 �无功能 �甚至是 �负功能 �。

同时,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与工业社会相适应、体现

工业社会特质、促进工业社会整合的信任关系与

信任结构,尤其是没有建立起一套能够 �推动社

会行动�、�提高社会效率 �、有效抵御社会危机事
件频繁发生的社会信任体系���。也就是说, 中国

经济社会的转型并没有使得整个社会的信任关系

以及信任结构发生相应的转型与变迁, 我们还普

遍地缺乏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信任关系, 这必然

会导致社会关系的紧张、社会结构的断裂以及社

会危机事件的发生。

化解社会危机事件的信任重建

上述分析表明,只有实现社会信任从传统向

现代的变革,寻求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体现社

会发展特质的社会信任及其实施与监督机制, 才

能更好地规制处于工业社会中的人类行动, 有效

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防范社会危机事件的产生。

第一,加强信任体系建设,在完善经济信任建

设的同时重视政治信任以及社会信任的建设。既

要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继续完善经济信任,理顺各

个经济组织、经济部门以及经济主体之间的信任

关系,明确各自的信任要求与诚信责任,也要加强

政治信任建设,密切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联系,做到

依法行政、文明行政、透明行政, 增强民众对政府

公权力部门的信任度, 减少民众与政府的对抗。

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信任建设,规范各个主体的交

往与行动,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讲信修睦的良好

风尚,减少社会危机事件发生的社会环境。通过

健全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信任体系,改变过去只注

重单一的经济信任建设而忽视其他信任体系建设

的情况,减少因为信任体系不健全、信任结构不完

整而引发的社会危机事件。

第二,加强信任制度建设,推进信任制度从传

统向现代的转型与创生。信任制度是信任体系的

核心,任何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都会凝聚自己

的信任制度, 以规制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行动。

这就是说,社会的变迁内在地需要信任制度的变

革。为此,既要加强以企业为核心的信用制度建

设,在企业的生产经营、银行信贷、契约遵守、纳税

履责、用户满意等方面形成完备的信用制度,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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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政治信任制度特别是各级党政部门领导以

及工作人员的信任制度建设,完善政务公开制度,

增强政府部门、政府行为以及政治体系的公信力。

还要建设与市场经济相一致、适应现代工业社会

要求的社会信任制度, 维护好各个交往主体的利

益,从而在个体、组织乃至整个社会之间建立起广

泛的信任关系, 减少因为各个交往主体之间的不

信任而爆发的社会危机事件。

第三,加强信任文化建设, 实现由差序信任文

化向团体信任文化的转变,努力形成与工业社会

相适应的信任文化。文化是社会发展中最为长久

的要素,解决社会危机事件不仅需要信任体系与

信任制度的完善, 还需要培育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的信任文化,努力形成与现代社会相一致的信任

文化氛围。为此,一方面, 要对传统的差序信任文

化以及传统文化中的信任资源加以科学分析,汲

取其合理因素,促进传统信任文化的现代转型,减

少因信任文化的断裂而引发的社会危机事件;另

一方面,要通过互联网络、社会舆论、广播电视、报

纸杂志等途径加大对现代信任文化的宣传力度,

在全社会范围内颂扬诚实守信行为, 使全体社会

成员形成恪守承诺、讲究信誉、遵章守法的文化氛

围。同时,谴责和批评各种不守信用行径,努力塑

造一种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展示时代精神的信任

文化, 让作为一种美德的信任文化内化成社会成

员的自觉行动, 进而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

润滑剂,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机会主义及各种搭便

车行为,降低社会危机事件的发生频率。

第四,加强信任制度的监督机制建设,形成更

加科学的信任监督机制。要树立诚信制度的权威

地位, 严格诚信制度的执行,对那些不守信用行为

给予必要的责任追究以及惩处, 使失信及违规成

本远远高于它的收益, 让所有主体都能够遵纪守

法,将诚信内化为各自的行动。这就需要我们加

大诚信监督力度,改进监督方式,对涉及群众切身

利益的决策都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减少由于信

息不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各类社会危机事件;

还要改进监督内容,减少社会分化与社会不平等,

最大限度地消除信任危机爆发的导火索, 切实消

除社会危机事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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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g the sm oo th transition o f SRAD.
( 6) Investm ent and F inancing Behavior of ChineseM edia L isted Companies

Sun J ianjun� WangH ao� ZhuH ongjun� � 90�
The Ch inese listed com panies o fm ed ia are them ain force of Ch inese m ed ia industry, play ing a very sig�

n if icant role for the developm ent of the cultura l industry. H ow ever, these com panies in the tak ing o ff period of
the industry have the preferences for strong equ ity financing, and their investm ent behavior tends to be arbi�
trary and ineffic ien,t and short of diverse investm en,t wh ich is obv iously not conducive to the m ax im ization of
the value o f them edia enterprises and the w ho le industry. A ccord ing to the m etric research resu lts based on
the im balance pane l data, the financing behav ior, the equity structure and the assets characters of them edia
listed com panies have vary ing in fluence on the investm ent effic iency. Thus, it is earnest to establish the finan�
cing system for the state- assets oriented m edia industryw ith Ch inese features, so as to better prom o te the sci�
entific deve lopm ent of the Chinesem ed ia listed com panies.
( 7) Solution to Social Cr itical Incidents by Soc ia lTrust GaoH erong� � 118�

Current ly, it is internationally adm itted that our country has been under a stage o f h igh rate o f crit ica l in�
cidents. Som e of the soc ia l cr itical incidents even becom e the threats to the econom ic developm ent and socia l
stability, w hich have called the attention o f the Party, the Centra lGovernm en t and a ll socia l commun it ies. The
frequent happen ing of the soc ial critical incidents is not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econom ic changes, socia l
transform ation o r the com ing o f the risk society, bu t it attributes to the trust re lationsh ip, the trust system and
the ir imp lem ent and superv ision m echan ism, w hich w e haven� t set up and adapt to the industrial soc iety.
Thus, to prom o te the transform at ion of socia l trust from trad it ion to m odern t im 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 then
the construction o f the trust system o f the subjects including the governm en,t the m arket and the ind iv idua ls,
to im prove the trust system and its im plem en t and superv ision m echanism, to m ake the v irtue o f trust becom e
the hum an behav ior principles, and further, becom e the principle of the regulated soc ia l action, and fina lly e�
lim inating the root of the frequent happening o f the socia l crit ica l inc idents.
( 8) Considerations on Actionability ofEqual R ight in H igher Education

X ia J inw en� Mo L iangyuan� � 136�
The equal right in h igher education is the basic righ t in the citizens� deve lopm en.t Its actionab ility is the

natura l dem and o f c itizens� right cla im s in the era o f know ledge econom y, and the genera l expectation of socia l
deve lopm ent in the popu 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 ion, as w e ll as the inev itable cho ice o f national hum an re�
sources strategy under the g loba lizat ion o f higher educat ion. Considering actionability in perspect ive o f the right
form, the equa l right in higher education includes three stages: the beg inn ing, the process and the resu lts, as
far as the cross- section shape concerned. It is com posed o f the freedom righ,t the cla im right and the appea l
righ,t as far as the structure re lation concerned. It has the four types of civ i,l adm in istrative, crim inal and
constitut iona l relationsh ips, as far as the legal relationsh ip concerned.
( 9)On Learning ofP oetry in Q ing Dynasty N ing X iajiang� W ei Zhong lin� � 198�

Poetry in Q ing dynasty is know n for its learning, dist inguished from the o ther tw o boom s o fTang dynasty
and Song dynasty. In contrast to earlier poetry, the learning in Q ing poetry ism ore striking, wh ich ism an ifes�
ted w ith the specia l science ( m a inly the unadorned sc ience), the academ ic aw areness and academ ic sp iri,t as
w e ll as the frequent and uncomm on applicat ion o f a llusion. It roo ts from the deve lopm entm echan ism o f classi�
ca l poetry itse lf and the external factors concern ing the po lit ics and cu lture in Q ing dynasty. The poetry in Q ing
dynasty attachesm uch importance to the academ ic atta inm en,t try ing to correct the em pty and unlearn ing sense
in M ing dynasty. Ye t stil,l it fa ils to overcom e the regret of lack o f poet ic sense if richness of learn ing.
( 10) Study Reading: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andM ethod L iW eihua� � 205�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studies, the repet ition of � study read ing� com es from the understand ing: the
cu ltural stud ies and cultural critic ism w ith academ ic value are all established on the solid study read ing of the
text, other than on the po litical echo and arb itrary perform ance separated from the study read ing o f the tex.t In
perspective of cu ltural stud ies to look at the advancer o f � study reading ( British and Am erican theory of � neo
- crit ic ism�) , it is no t hard to f ind that the study read ing is dotted w ith the aw areness of cultura l criticism.
The Ch inese literary communit ies, w h ich are short of study read ing for a long term, are show ing mo re concern
to the new concepts and new theories wh ile neg lecting the study read ing of the tex .t Therefo re, it is an una�
vo idab le duty to � face to the tex t�, and on the basis of i,t to explore the spec ific m ethods and steps of study
read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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