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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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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改革的深入，原先比较固定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急剧的分层和

变迁。由于多重方面的原因，使得社会弱势群体更加被边缘化。虽然目前弱势群

体的利益表达渠道有多种形式，但如果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诉求得不到有效的释

放和解决，结果极有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并最终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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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为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原先比较稳定的社会阶层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社会资源的占有程度不同，以及社会的转型速度的加快，致使一

些群体逐渐滑落到弱势群体里。其实弱势群体早已存在，但是目前又有了新的变化。一

是数量大大超过以前，在以前弱势群体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国企下岗职工、进城务工农民

等。二是该群体的利益表达诉求愿望在逐渐增强。如何能够让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能够

得到合理的释放并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些都将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一、当前我国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的几种方式 

1.制度内的表达方式 

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C.诺斯曾经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对制度

下过一个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

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 【1】诺斯的这番定义，在笔者看来具有以下几点值得

探讨。首先，诺斯所说的“制度是社会的博弈”，笔者在这里认为，博弈其实就是说社

会各层级之间为了相互间的利益，进行的一种动态的利益互动。原因有以下几点。首

先，作为人最主要的权利就是生存权。其次，就马斯洛的需求五层次说而言，人们在保

证生存权之后，就开始向往更高等级的生活。最后利益是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关系。就

当前学界对我国弱势群体的定义来看，大多的定义都是将其定位在“经济利益的贫困

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能力的脆弱性”。【2】 这说明学界关注较多的还是弱势

群体的生存状态。其次，怎么才能让弱势群体的利益在互动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呢？

这就涉及到国家政策的制定，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塑型人们互

动关系的约束。” 就笔者所了解的，目前我国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方式建立了两种渠

道。一是群众上访制度。即群众与有关部门的直接对话。此制度虽然可以使部分弱势群

体的诉求上达上层，但是因为一些体制上的原因，以及政府效率和有关社会稳定等因素

的考虑，对于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来说难以达到全面的覆盖。二是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即各级地方通过民主形式，选举出可以代表自身利益诉求的代表人，通过会

议参与等方式与上层进行交流，倾诉自己所代表阶层的的利益诉求。但是，代表人往往

只能代表自己所在阶层的利益，其它阶层的利益时常难以顾及。 

综上所述，我国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设立了民主的表达空间，有利于弱势群体的



 

部分利益得到满足。但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旦正常的诉求渠道在一些地方不能

得到认真落实，或者使公众对这样的方式失去信心的话，那么非正式的方式和渠道就成

为必然的选择，而这种带有暴力倾向的非制度性表达，将会影响中国民主的发展和政治

的稳定。” 【3】 

2.非制度的表达方式 

近几年，农民工的“跳楼秀”频繁上演，大规模非正式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这

些非正式的利益表达给社会秩序的安定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以上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于一

方面，弱势群体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另一方面我国在处理阶层冲突时还缺少有

效的制度创新。 

马克思曾经这样描述过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的关系，“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

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

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结合，使社会全体成

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4】就当前社会转型期来看，社会资源大部分被强势群体所

获得，而转型期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大多被弱势群体所承担。具体表现在对农民土地的征

用，而补偿征地的资金也难以满足农民的需要；农民工进城务工，付出了巨大的艰辛，

但由于城乡的二元结构的限制，使得农民工难以在所在城市获得与城市居民相等的待

遇；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时有发生。在笔者看

来，马克思所认为的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的最终解决并进入到人类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

社会，主要是靠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只有充分发展生产力，才能最终解决由于社会进步

而造成的社会代价。 

当然在社会转型期必然有些阶层的利益受损，这是历史、社会进步发展的规律。但

如果国家不采取积极的制度创新的话，这种代价将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特别是弱势

群体的利益诉求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将会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正如

孙立平教授所言“政府和领导人，必须对来自不同的群体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当理

想的要求有一种明智的态度，对其进行妥善的协调，并采取措施逐步给予解决。否则，

机会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 【5】那么政府和领导人怎么样才能获悉弱势群体的利益诉

求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呢？这就需要大众媒介作为社会的“公器”给双方提供一个公共领

域的空间。 

 

二、社会转型期的大众媒介 

1.由传统的“耳目喉舌”职能转为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 

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期，报纸、广播等媒介在宣传党的政策，调动人民积极性方

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能够向上层反映民意民情，向下传达政策方面真正的起到

了“耳目喉舌”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的职能也

相应的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在：首先市场经济的引入，外来资本开始冲击国内市场。

原本以国家拨款的报刊、广播等媒介面对市场经济的竞争，纷纷开始谋求与国际媒介市

场的合作。传播的内容也由原先较浓的意识形态说教逐渐向娱乐消费领域倾斜。其次，

随着社会转型期的急剧变化，媒介的资源也被一些强势群体所占有，“强势群体之所以

强势在于获取了其他群体无法比拟的社会资源，因而赢得了更多的利益表达空间，也掌

握了影响公共政策的话语权。” 【6】。笔者认为强势群体之所以强势在于他们能够比弱

势群体更先把握住社会发展的脉搏，并率先转变自身的意识理念，而且政府在一些公共

政策方面需要听取他们的意见。由此，最终形成强势群体这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的

出现是 相对于弱势群体而言的。最后，随着新媒介网络的兴起，人们原先现实的社会逐

渐被虚拟的网络空间所代替。人们在此空间里可以自由的畅谈、无所约束的进行娱乐。

 



在此情况下原先的传统媒介为迎合社会新消费群体的要求，开始逐渐大众化，消费化。

具体表现在娱乐新闻的大量出产、低级媚俗的节目蜂拥而至。原先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

逐渐被压缩在政府所需要控制的领域。 

2.媒介与弱势群体话语权的关系。 

后现代思想家福柯对话语权有过一番见解“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

规，将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定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7】 福柯对话语所做的定义可以恰当的描述我国当前弱势群体的话语状况。 

首先，弱势群体就自身所处的境况而言，长期被社会至于边缘化的境地。一旦遇到

风险性事件和涉及自己利益的问题，很难寻找一种有力的表达渠道。这就需要媒介将其

利益诉求传达给社会各阶层，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同情。当前，出现了一批关注农村

群体的学者，他们为农民与弱势群体代言。虽然这种形式的代言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

但是只是先限于学界的努力。要引起社会的关注，需要媒介充当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其次，随着新型媒体网络的兴起，关注弱势群体的文章和讨论都在逐渐增多，弱势

群体这一特殊群体已经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在此情况下，传统媒介也正在逐渐转变视

线，在满足社会精英分子需求的同时，也适当增加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但是由于弱势

群体的消费能力较低，媒介又以广告收视率作为自己的主要经济来源，当前对于弱势群

体的关注还是停留在表面的阶段。 

最后大众媒介应给社会各阶层提供一个利益表达的公共空间。“所谓公共空间

（pubilcsphere）,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就是指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

定可以在这个空间自由言论，不受国家干涉。即政治权利以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

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 【8】 媒介应该作为这种公共空间

的缓冲机器。一方面，如果一个阶层的利益表达机制过于自由而严重冲击着其他阶层的

的利益，那么容易引起社会冲突。媒介在报道时就应该有所取舍，同时在传播过程中，

为利益双方提供一个可以平等交流的空间。一方面可以缓和因为阶层之间的直接对话而

产生社会冲突。另一方面，在对话的过程中，双方寻求一种合理解决问题的措施。 

 

综上所述，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诉求不仅涉及到自身的利益，而且涉及到阶层之间

的稳定。胡锦涛同志曾经指出：“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

内外同胞欢喜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9】  阶层之

间的稳定和谐，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这要求政府在以下几点做出保障。1.以法律的

形式，保障弱势群体的应得利益。2.制度上需要创新，拓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诉求的渠

道。3.在不影响社会秩序的大背景下，允许弱势群体对涉及自身合法利益的请求，给予

自由的讨论空间。4.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只有政府在制度上做出调整，才能使社会

冲突的风险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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