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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我国群体性事件已经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各级政府也把处理群体性事件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但迄今为

止，我们却没有一个对于群体性事件的清楚的界定，尤其是没有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法律界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对于群体性

事件的认定，还是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基本都是处于法治的轨道之外。这样，对于群体性事件的认定和处理，就必然会表现出

很大的随机性。在目前有关群体性事件的界定中，有一种倾向，即偏向将群体性事件界定为治安性、刑事性甚至是政治性的事件，

使得我们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产生偏差。  

现在必须认识到的一个问题是，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利益

的博弈，将会成为一种常规性的社会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群体性事件，往往就是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的形式之一。这是我

们认识和处理新时期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认识和处理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最基本的背景和基点。   

关键的问题，许多群体性事件，特别是在其初期或起始阶段，在其没有被某些因素激化之前，往往并不存在这些政治或刑事因素。

在近些年来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完全由坏人和刑事犯罪分子进行组织和策划的，可以说并不多见。即使是一些群体性事件中

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甚至有的将政治因素加了进去，也并不等于这个事件本身就是违法犯罪事件或是政治性事件。   

与民众打交道，特别是与有不满情绪、有自己利益要求的民众打交道，至今是我们政府能力训练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现在许多政

府官员所熟悉的处理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形成的。而这种处理方式的最大

特点，就是将其作为政治或刑事案件加以硬性的打压。如果一些群体性事件不存在政治或刑事因素，人们反而不知道如何来进行处

理。而将群体性事件中的一些过激因素人为加以放大，甚至激化出某些过激行为，则很容易将这些事件纳入习惯性的解决问题的方

式中。   

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一项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形成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新思维，

形成制度化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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