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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居民群体性矛盾及其

利益诉求途径分析


李　建　中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３４）

　　摘　要：我国城市居民中存在着众多社会阶层及亚群体，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因而在社
会管理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群体间的利益纠纷，其中尤其以官民利益矛盾、劳资利益矛盾、贫富利

益矛盾最为突出。这些利益矛盾呈现出经济利益性、交叉复杂性、摩擦彰显性、聚焦性等显著特点。在

城市社会管理中一旦发生利益纠纷，居民大多首先会通过体制内的合法途径来反映自身的利益要求并

谋求解决问题，但某些时候体制内的合法途径往往不起作用，于是寻求体制外的利益表达渠道就成为

必然选择，且很可能酿成群体性事件。对此，城市政府、社会组织、居民应共同予以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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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文为２０１１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１１ＹＪＡ６３００４５）的阶段性成果。
①　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

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光明日报》２０１１—２—２０，第１版。
②　中国城镇化率４５．７％特大城市１１８座超大城市３９座［ＥＢ／ＯＬ］．中国新闻网，２００９—０６—１５。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
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

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

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加强社会

矛盾源头治理，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

益”。①这一讲话深刻阐明了我国社会管理工作的根本目的和工作重心，为改进和完善社会管理工作指

明了方向。城市社会管理工作作为整个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政府及社会组织为促进

城市社会系统协调运转而对城市社会系统各组成部分、城市社会生活不同领域、城市社会发展各环节

进行的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尽管其涉及领域广泛、内涵丰富，但工作对象归根到底都是城市

居民。因此，要做好城市社会管理工作，必须深刻了解并准确把握城市居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问题。

一　我国城市居民的群体结构及基本利益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０９中国城市发展
高峰论坛暨《城市蓝皮书》发布会”介绍，截至２００８年末，中国城镇化率已达４５．７％，拥有６．０７亿城镇
人口，形成建制城市６５５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１１８座，超大城市３９座。②这数亿城市人口，借
鉴陆学艺先生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一书中提出的观点，
可以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民营企业家）、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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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产业工人、农民工、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社会阶层。每个社会阶层由于所从

事职业、收入、占有资源及社会地位不同，因而在基本利益需求上存在着差异性。

所谓利益是指“需要主体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中介，以社会实践为手段，使需要主体与需要对象之

间的矛盾状态得以克服，即需要的满足”。① 利益按其客观内容一般可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

利益，这三种利益需求对上述城市社会阶层而言有着不同的意义。

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从横向来说，是指在公务员机关、负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参公事业单位、人民团

体、群众团体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中担任副科及以上级领导职务的工作人员，从纵向来说，则包括了高

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和低层管理者。他们掌握着一定的公共权力或资源，在城市各社会阶层中社会

地位极高，物质待遇及经济收入丰厚，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对他们来说，政治利益是最大的需求，

即希望自己的领导职务能够不断升迁。只有在升职无望、私欲膨胀的情况下，才会竭力追求经济利益，

陷入权力腐败的泥坑。

私营企业主（民营企业家）可根据企业规模分成超大型、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几个层次。他们

在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投资兴办企业，积累了规模不等的资本财富，从而极大地满足了自己及家

人的物质和文化娱乐需要，成为城市其他居民群体羡慕的对象，但企业家的本性决定了他们永远会把

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放在首要的位置。当然，时至今日，也有一些人已经清晰地意识到，通过担任人大代

表或政协委员影响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可以为自己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因而追求政治利益又成了私

营企业主（民营企业家）等而其次的新目标。

经理人员是指在工厂企业、商业服务业领域从事专业管理工作的人员，也有高层、中层、低层之分。

他们获得的经济利益虽无法与相应层次的私营企业主（民营企业家）相比，但仍高于城市一般居民，所

以他们能过上宽裕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对自己的地位和境遇比较满足，对经济利益、政治利

益、文化利益的追求比较平衡且中庸。

专业技术人员是指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领域、工程技术领域、服务行业工作的掌握一定专业知识

及技术的人员，具体有高级职称任职者、中级职称任职者、低级职称任职者之分。他们因掌握有相当的

文化知识或专业技术，故除职务性收入外往往还能获得一定的职务外收入，这样，可确保他们过上衣食

无忧的日子。总体而言，他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并不十分强烈，而是将追求文化利益视作首要目标，即

在文化知识、专业技术方面不断提升自己的水准，同时对政治利益也比较关注，有较强烈的家国情怀。

办事人员是指公务员机关、参公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群众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普通行政工作

人员。他们虽然工作较稳定，但在单位里没有一官半职，工作任务繁重，收入有限，地位较低。因此，他

们的最大愿望是既能升职又能增加收入，对文化利益的追求程度较弱。

个体工商户，既包括个人或家庭经营的小店主，也包括雇佣少量员工的小微企业主。他们主要从

事小本经营，获取的经济利益较少，因此他们的最大愿望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发展成为私营企业主（民

营企业家），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在此基础上再去追求政治和文化利益。

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是指在宾馆饭店、商场、金融机构、邮政电信、交通运输等行业工作的普通人

员，有准白领员工和蓝领员工之分。他们工作辛苦，收入不高，尽管不少人也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但

无奈能力不足，因此大多数人心态较平和，经济收入稳步提高、自己及家人平平安安成了他们的最大愿

望，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对他们来说，有则更好，没有也不必强求。

产业工人包括在工业生产领域工作的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技术工人的收入要高于非技术工

人，但总体而言产业工人的经济收入在城市居民中处于中偏下水平，这样也就制约了他们精神文化需

求满足的程度。在政治方面，产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及作用较以往也大大弱化。总之，产业工人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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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伟光、郭宝平：《社会利益论》，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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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自身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状况均不太满意。

农民工是指离开户口所在地农村到城市工厂企业工作的农民。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１年，我国离开家
乡农村外出到城市谋生的农民工已有约１．６亿人。① 由于农民工没有所在城市的非农户口，因而在就
业、子女教育、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均无法享受与户籍市民同等的待遇。他们一般从事脏、苦、累、险

的工作，收入普遍较低，精神文化生活贫乏，政治参与也处于边缘状态。由于农民工进城工作的原始动

机就是多挣些钱来改变自身或家庭的命运，因此，他们的利益需求中最看重经济利益，其次希望能消除

“二等市民”的身份歧视，有尊严地在城市生活工作。

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的成分比较复杂。有因国家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而导致的国有及集体企

业下岗职工，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０８年累计共有近千万人。② 有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即长期处于待业状态的青
年人，其中仅大学毕业却未能及时就业的就有几百万人。有因城市建设征地“被市民化”后却无法在城

市实现再就业或稳定就业的，还有由于残障或受疾病长期困扰而不能就业的……他们生活在城市社会

的低层，只能靠失业救济金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维持生存，因此，获取经济利益以改善生活是他们的

最大愿望，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在上述各社会阶层中，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民营企业家）显然是城市的上层优势利益

群体，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可视为中间利益群体，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产

业工人为下层利益群体，农民工、无业失业半失业者为底层劣势利益群体。这种城市社会阶层结构及

其利益需求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城市社会管理工作的利益差异性及矛盾性。

二　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中居民群体利益矛盾的表现

城市社会管理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有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安全、教育、医疗、住

房、养老、城市建设、救济救助、人口管理与服务、社会组织管理等，与城市居民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城

市社会管理工作如何做、做得怎样，直接关系着城市居民群体利益的损益。与此同时，尽管从根本上说

城市各居民群体的终极利益追求是一致的，即都希望自己所在的城市能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老百姓安

居乐业，但利益总是具体的，在各阶层及亚群体对城市总体利益进行分配时，相互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

分歧和矛盾，而这本身又是社会管理工作所要破解的难题。总之，在城市社会管理中存在着错综复杂

的利益矛盾关系，其中又以官民利益矛盾、劳资利益矛盾、贫富利益矛盾最为突出。

（一）　官民矛盾成为城市居民群体利益纠纷的焦点
城市社会管理中的官民利益矛盾主要是指政府机关工作工员、负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参公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与其他城市居民群体、尤其是中低阶层居民群体间的利益冲突，也就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

间的纠纷，因为管理者主要追求政绩或管理绩效，要求实现统一、规范、有序，而被管理者主要看重自身

切益，尤其是自身的物质利益。

城市社会管理中的官民利益矛盾在城管执法、房屋拆迁、重大工程或项目建设方面表现得最为

尖锐。

首先，城管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极易与执法对象发生矛盾冲突。城管部门主要负责对城市私搭乱建

建筑与占道经营现象的处理，工作对象大多是生活困难人员、流动摊贩、大排档主、沿街个体经营户等，

他们常常会为解决居住困难而不经报批就搭建房屋，为降低经营成本而侵占城市道路，为争夺客源而

使用高音喇叭等。应该承认，一些低收入家庭因无力购房私自搭建，一些无业失业者为挣钱养家糊口

在街面上摆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在一些城市，城管执法部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甚至野蛮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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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农民工参保不足１／５之忧．报刊文摘（沪）》第３１３１期，２０１２—６—１１，第１版。
洪大用：《中国社会建设三十年：成就与问题（Ａ）》，陆学艺：《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探索·发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０３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