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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分析国内外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及相关研究的现状，认为农村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积累的结果。
根据农村群体性事件诱因体系以及预警指标体系构建原则和指导理念，研究构建其初步的预警指标体系。运

用专家调查法，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完善初步构建的预警指标体系，研究得出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

体系的基本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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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analyzed the status of the research on rural mass incidents’early warning and related
research，both domestic and abroad，and insisted that rural mass incidents are the result of accumulated social
conflicts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Qi field’． According to the incentive system for rural mass incidents，and
the principles and guiding philosophy of constructing early warning indicators system，the study constructed an
initial system of early warning indicators． By using specialist investigation and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o perfect the initially constructed early warning indicators system，the study came up with the basic concept of
early warning indicators for rural mass in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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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进入群体性突发

事件多发时期，具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广大农村

成为群体性事件多发地区。在应对 SARS 的过程

中，我国政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吸取了有关教

训，认识到危机管理和预警机制的重要性。在党

和国家的重视和领导下，从中央到地方，各地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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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公共突发事件预警和应急预案，如《国家突

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江西省突发公共事

件总体应急预案》。各种总体应急预案的制定虽

然有助于统一各类突发事件处置和应对的指导思

想，但是操作性不强，仍需要各地针对具体情况和

不同类型突发公共事件制定相应的预警、应急与责

任机制。群体性事件，特别是农村群体性事件作为

突发公共事件的一种类型，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其

诱因复杂，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和农民自身素质

等因素交织在一起。目前关于社会稳定、社会预警

和公共危机管理等方面的宏观研究则较为成熟，而

对于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较少，特别是预警指标的

研究则处于空白状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

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议》提出要建

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2009 年公共管理国际学术

会议的讨论主题之一也包括了政府应急管理。由

此可见，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特别是要重视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的

构建。

一、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的概念

指标是反映总体现象的特定概念和具体数值，

把若干有联系的指标结合在一起，可以从多方面综

合反映和说明一个复杂现象的许多特征及其规律

性。指标是反映总体现象的平均值，而不是指某个

单位的具体值。因此，如果要应用指标认识和说明

所研究现象的特征，就必须把反映总体现象的特定

概念( 质的规定) 和具体数值 ( 量的规定) 结合起

来
［1］。而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指标划为不同

的类别。按类别分，指标分为综合类和专题类; 按

性质分，指标分为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
［2］。由此

可知，指标体系就是由不同类别指标综合反映总体

现象的特征及其规律性的有机组合。社会稳定与

安全预警指标体系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能够表

达社会稳定与安全信息的、反映社会敏感和热点问

题的大量单项指标所构成的指标集合，即“指标体

系”［3］。企业危机预警评价指标体系，是一系列相

互联系，能敏感地反映企业活动状态及存在问题的

具体指标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4］。因此，结合农村

群体性事件预警的内涵，可以认为农村群体性事件

预警指标体系是指一系列相互联系，能敏感地反映

农村群体性事件诱因的不同类别具体指标所构成

的有机整体。分析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即农村

群体性事件的警源，捕捉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警兆指

标，是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的前提。

二、农村群体性事件指标体系的构建依据

(一)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及相关研究现状

1． 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研究。目前农村群体

性事件预警研究更多地融入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

没有详细论述。如于建嵘
［5］

提倡应建立农村政治

状况的科学评价体系和网络信息搜集制度，把农村

群体性事件纳入政府的危机管理当中。唐正繁
［6］

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探析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政

府危机管理，包括预警机制、处置机制和恢复机制

的建立。宋维强
［7］

在预测农民群体性事件的未来

走向中，提出建立社会预警体系和危机管理体制。
除少数几篇论文( 通过中国期刊网，以“群体性事

件预警”为题名进行模糊搜索，一共出现 13 篇论

文) 研究群体性事件预警之外，其它有关预警的内

容基本散见于群体性事件处置的对策建议中。关

于群体性事件预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①群体性事

件的预警机制，包括法律制度、组织机构、情报信息

系统及预警系统的设计和指标体系的构建;②计算

机技术在群体性事件预警系统中的应用;③综合评

价方法，如模糊灰色关联分析在群体性事件情报预

警系统设计中的作用。周延飞、于水
［9］

提出应构

建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
2． 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的相关研究。相比农

村群体性事件预警研究，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 除

群体性事件预警之外) 的相关研究较为成熟，成果

较多，主要表现在社会预警、社会预测、社会风险预

警、社会指数和公共危机管理等方面。从公共危机

管理的角度研究农村社会突发事件的预警、应急与

责任机制。农民群体上访事件只是作为农村社会

突发事件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被提及
［9］。其他相关

研究主要体现在社会预警和社会预测方面( 通过

中国期刊网搜索，搜索日期为 2010 年 11 月 18 日，

以“社会预警”为题名进行搜索，一共出现 39 条记

录; 以“社会预测”为题名进行精确精确搜索，一共

出现 61 条记录)。陈秋玲
［10］

研究社会预警管理，内

容丰富，对国内外相关研究( 主要包括社会预警管

理、社会稳定、生态环境安全预警和经济预警等方

面) 进行了综述，创新之处在于设计了比较完整的

社会预警管理体系，并且以上海市为例，论证了社

会预警机制的构建与完善。阎耀军
［11］

探讨了现代

实证性社会预警，简要介绍了社会预警的相关理论

基础，构建了社会指标体系中的理论模型等等。并

且阎耀军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学视野

中的社会预测基本原理研究》和《社会稳定指标体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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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原则 内 容

完备性和精炼性

相结合

预警指标应包涵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成因，保证内容的完备性，同时应注意的是，不能随意

罗列指标，应保持农村预警指标体系的精炼性

定量和定性

相结合

由于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基于“气场”由某件事情为导火索而引发的，因此研究构建农村群体性

事件预警指标体系应以定性指标为主，以人均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等定量指标为辅助

相关性和独立性

相结合

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之间应有一定的联系，即相关性。相关性原则包含两层意思: ( 1) 在

具体设计社会预警指标和确定评判标准时，要联系现阶段社会经济基础和自然条件状况; ( 2)

各类指标环环相扣，相互制约
［19］。同时应尽量减少指标之间的重叠性

系统性和层次性

相结合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包括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法律因素和文化因素，因此预警

指标也包括这五个方面。但是这些指标之间存在层次性，指标的权重大小不一致

科学性与适用性

相结合

科学性原则即是要利用认可度高的现有指标，如相关指标体系或是统计年鉴中的指标。因

此，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可借鉴我国全面小康指标体系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指标体系中的指标。但是，研究不能奢求现成的指标，必须根据研究主题设定反映总体现

象的指标，通过调查获得数据

系研究》为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的研究奠定了社

会预测和社会预警方面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提供

了研究素材。童星
［12］

对社会风险理论与实践的

研究在学术界得到广泛赞同，他提出的社会学中

社会风险预警与行政学中危机管理整合的思想为

群体性突发事件预警的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在社

会指数研究和运用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社

科院的“经济蓝皮书”、国家信息中心的“消费者

支出意向调查”、国家统计局的“消费者信心监测

报告”、经济日报卡斯特评价中心的“消费者景气

指数”、江苏省的“社会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台湾

省行政院主计处的“痛苦指数”等
［13］。

国外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研究以美国社会

学家 R·A·鲍尔的《社会指标》一书为标志，这

本书的出版掀起一场“社会指标运动”，在这场运

动中，人们开始用构建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的方法

来从事社会预警活动
［19］。实证性社会预警由经

济预警发展到社会预警，拓展到生态环境预警，并

且逐渐全球化。如 1995 年，全球性社会发展首脑

会议在哥本哈根召开，讨论主要议题是加强社会

融合、较少贫困和扩大就业，表明各国对社会稳定

和预警机制协调一致的关注
［15］; 2009 年哥本哈

根会议的讨论主题是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商讨如何根据各国

经济发展状况，降低碳的排放量，发展低碳经济。
为实现这一目标，缔约国商讨碳等废气排放指标

的警戒线。各种类型的预警并存于当今国外社会

预警当中，出现各类指标体系。如经济预警指标

方面，如美国的“哈佛景气动向指数”、日本的“景

气动向指数”、1986 年西方七国首脑制定的“经济

监测指标”; 社会预警指标方面，20 世纪 60 年代

末 F·汉厄提出一个综合反映政治、经济和社会

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即“富兰德指数”［15］。而且

国外经济预警主要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①以法

国为代表的“经济恐慌学派”; ②以美国为代表的

“经济指数学派”; ③以日本和德国为代表的“警

告指数学派”; ④以经合组织为代表的多国先行

指标监测系统
［16］。

(二)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

原则

参考相关研究成果，研究认为农村群体性事

件预警指标体系应包括五项基本原则( 表 1) 。
(三)构建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的

指导理念

与经济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相比，虽然

其它社会科学领域，如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难以

定量化，但是这并不能否定这些社会科学领域预

警指标研究的必要性。社会发展的内涵由单纯的

追求经济增长发展到社会综合性发展，包括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任何一个领域的紊乱都

会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行，社会系统论则是有力的

证明。社会发展内涵的变化促使社会发展指标内

涵的变化与完善。在设计社会发展指标时，既要

有经济领域的指标，也要有政治领域等方面的指

标; 既要有反映经济运行等方面的客观指标，也要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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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
［19］

有反映民众态度的主观指标。只有这样，才能较

为全面地反映社会运行状况，达到社会预警的目

的。社会预警是在社会顺境状态下，在对社会负

变量监测和评估的基础上，对社会运行接近负向

质变的临界值的程度所做出的不确定性的早期预

报
［19］。因此，社会预警的实质是对社会安全运行

的稳定性程度的评判，其目的和作用是识警防患，

超前预控。如非洲联盟委员会和平与安全部中的

冲突管理处对预警系统指标的发展，即其中的一

些概念性和方法论的问题进行研究，为冲突管理

提供预警信息。社会系统循环由政府管理、冲突

和发展三个方面组成，任何一个方面产生问题都

可能由另外两个方面引起的。因此，如果社会出

现冲突，可以从政府管理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寻

找原因，如图 1 所示。
农村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冲突的一种形式，

反映农村社会矛盾。从政府管理和社会发展两个

方面可以探究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从政府管

理角度，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具体方面分析农村

群体性事件的原因: ①政府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

性，政策是否侵犯农村居民的合法权益 ( 因为我

国农村社会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层现象，简单

地说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全面，而且农村群体

性事件是以农民为主体，同时还包括其他阶层人

员) ;②政府政策执行的有效性，这其中包括执行

人员的执行素质、执行能力和执行效益。从社会

发展角度，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具体方面分析农

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原因: ①农村居民的生活水

平与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 ②农村内部生活

水平的差距;③基层政府与农村居民的关系协调

程度，这其中包括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所产生的

影响;④农村居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与利益表达

顺畅度。政府管理及农村社会发展构成农村的社

会状况，因此，通过设计有效指标监测农村社会的

运行状况，能够减少农村社会冲突，即预防农村群

体性事件的发生。突发事件对于社会生活的危害

和政府管理的冲击又有程度上的差异，政府预警

机制也是应对不同程度危机环境的
［20］。加强对

群体性事件早期的监测，建立相应的预警预报系

统，可以及时察觉和发现潜在危险，对尚处于潜伏

期的危机做出评估，在社会矛盾尚处于萌芽状态

时，就能使某些问题得到有效的遏制，从而将群体

性 突 发 事 件 的 破 坏 性 和 影 响 力 降 低 到 最 小 程

度
［21］。

三、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的初

步构想

根据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体系、指标构建

原则以及相关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基于主观

态度为主的社会调查
［24］，构建初步的农村群体性

事件预警指标体系，如表 2 所示。

四、专家调查法在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

指标体系构建中的运用

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专家调查问卷

( 以下简称专家调查问卷) 的发放对象是 24 名公

务员、3 名村干部、3 名研究生以及 5 名高校教授，

其中 10 名公务员本科专业为公共管理，具备一定

的公共管理理论知识，加上他们的工作实践 ( 在

乡镇基层当公务员) ，对农村群体性事件具有较

强的判断能力; 另外 14 名公务员为 MPA( 公共管

理硕士) ，他们现为县级及县级以上公务员，曾经

都在乡镇基层工作过，因此他们对农村群体性事

件同样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 3 名研究生参与《农

村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的课题研究，因此也具

备判断基础; 5 名高校教授都是农村群体性事件

研究专家。
(一)基本设想

得出综合视角下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后，

结合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就需要根据成因

遴选相应的指标，包括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归

纳出指标后，根据原因体系则可以形成预警指标

体系。为确保预警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和全面性，

利用专家咨询法，设计专家咨询调查表和访谈提

纲。调查表设置五个栏目，分别为“指标序号”、
“指标名称”、“意义提示”、“优选√ 否则 ×”、“备

注”。并设计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重要性评

价表。根据专家对预警指标的打分，可以得出预

警指标的重要性排序。至于如何筛选次要指标，

可以综合优选率和重要性两个维度，考量不同优

选率标准下被删除指标的重要性排序，如果某一

优选率标准下被删除指标的重要性排序连贯性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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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70%优选率标准下被删除指标的优选率及其重要性排序

表 2 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的初步构想

准则层 因素层 预警指标

政治因素 政治参与
村民选举公开性、村民选举公平性、村民选举有效性、村民反映问题难易度、村民反映问

题有效性

政治决策 乡镇政府决策透明度、乡镇政府决策合理性、村集体决策透明度、村集体决策合理性

政策执行
乡镇干部服务态度、村干部服务态度、乱收费现象、农村政策执行合理性、农村政策执行

合法性

政治监督
三级政( 村) 务公开度、媒体监督有效度、民间组织监督有效度、乡镇人大监督有效度、村
民公共事务监督有效度

政治控制 派出所治理能力、信访制度完善度、乡镇政府冲突处理能力

经济因素 利益冲突
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利益冲突程度、农民与村集体的利益冲突程度、农民与企业的利益冲

突程度、农民内部的利益冲突程度

农民收入增长 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农民收入增长主观度

农民支出 恩格尔系数、辅助评价指标、养老保险覆盖率、医疗保险覆盖率、农民负担主观度

收入差距
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主观度、城乡收入差

距主观度

文化因素 主体法律意识 农民法律意识强弱程度、基层干部法律意识强弱程度

农民受教育程度 学历层次、农村政策知晓度、思想政治教育程度

法律因素 司法资源 司法人员素质、人民法庭经费

司法效力 判决执行力、法律援助服务度、普法教育程度

社会因素 社会控制 村集体冲突预防处理能力、民间组织冲突处理能力、人民调解效力

农村宗族势力 农村宗族势力危害程度、农村黑恶势力强弱程度

农村社会状况 农村治安状况

强，则考虑把这一优选率作为筛选标准。
(二)结果分析

通过对专家调查问卷的统计，可以得出农村

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重要性评价结果，如表

3 所示。从表 4 可以看出，如果以 60% 的优选率

筛选指标，则所有指标都可以进入预警指标体系;

如果以 70%的优选率筛选指标，则有 8 个指标被

删除或需合并; 如果以 75% 的优选率筛选指标，

则有 11 个指标被删除或需合并; 如果以 80% 的

优选率筛选指标，则有 16 个指标被删除或需合

并，具体内容如表 4 和图 2 至图 4 所示。从表和

图可以看出，被删除或需合并指标的重要性排序

和优选率的协调程度非常高，按照三种优选率标

准筛选的指标都是在指标体系中重要性排序比较

后的，如表 4 所示，除乡镇干部服务态度指标排序

第 30 位外，其他指标 ( 15 个指标) 从第 37 至 53
位基本上依次排序。如图 4 ( 80% 的优选率筛选

标准) 所示，从第 37 位至 53 位，没有删除第 4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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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重要性评价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很重要 重要 一般 不重要 最不重要 指标得分 权重 /% 重要性排序 优选率 /%

政治因素 政治参与 村民选举公开性 20 8 4 256 2． 04 15 93． 1

村民选举公平性 21 9 2 262 2． 08 9 86． 21

村民选举有效性 19 10 3 0 256 2． 04 15 86． 21

村民反映问题难易度 24 6 2 268 2． 13 2 86． 21

村民反映问题有效性 25 5 2 270 2． 15 1 93． 1

政治决策 乡镇政府决策透明度 15 10 6 1 238 1． 89 33 86． 21

乡镇政府决策合理性 18 12 2 256 2． 04 15 93． 1

村集体决策透明度 20 6 4 1 245 1． 95 27 86． 21

村集体决策合理性 18 12 2 256 2． 04 15 86． 21

政策执行 乡镇干部服务态度 17 7 7 1 240 1． 91 30 79． 31

村干部服务态度 17 8 6 1 242 1． 93 29 82． 76

乱收费现象 25 5 1 1 268 2． 13 2 86． 21

农村政策执行合理性 18 10 4 252 2 23 96． 55

农村政策执行合法性 16 14 1 1 250 1． 99 24 93． 1

政治监督 三级政( 村) 务公开度 15 8 8 1 234 1． 86 35 86． 21

媒体监督有效度 8 10 9 2 3 196 1． 56 48 68． 97

民间组织监督有效度 7 10 8 5 2 190 1． 51 49 68． 97

乡镇人大监督有效度 6 13 7 6 198 1． 58 47 72． 41

村民公共事务监督有效度 10 14 5 3 222 1． 77 38 75． 86

政治控制 派出所治理能力 19 10 3 0 256 2． 04 15 86． 21

信访制度完善度 22 8 2 264 2． 1 8 93． 1

乡镇政府冲突处理能力 23 7 2 266 2． 12 7 86． 21

经济因素 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程度 1 23 8 1 268 2． 13 2 86． 21

利益冲突程度 2 22 7 3 262 2． 08 9 89． 66

利益冲突程度 3 21 8 3 260 2． 07 11 89． 66

利益冲突程度 4 19 11 2 258 2． 05 13 89． 66

农民收入增长 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11 6 9 5 1 202 1． 61 46 72． 41

农民收入增长主观度 6 13 10 3 204 1． 62 44 65． 52

农民支出 恩格尔系数 8 8 8 7 1 190 1． 51 49 65． 52

辅助评价指标 4 7 12 8 1 170 1． 35 53 51． 72

养老保险覆盖率 11 12 7 1 1 222 1． 77 38 68． 97

医疗保险覆盖率 12 11 8 1 226 1． 8 37 75． 86

农民负担主观度 14 10 7 2 237 1． 89 34 93． 1

收入差距 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7 12 9 4 204 1． 62 44 75． 86

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比 9 10 9 4 208 1． 65 42 82． 76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主观度 7 14 8 3 210 1． 67 41 86． 21

城乡收入差距主观度 10 11 8 3 216 1． 72 40 68． 97

文化因素 主体法律意识 农民法律意识强弱程度 16 13 3 250 1． 99 24 93． 1

基层干部法律意识强弱程度 21 8 3 260 2． 07 11 89． 66

农民受教育程度 学历层次 4 9 15 4 186 1． 48 52 65． 52

农村政策知晓度 13 16 5 254 2． 02 20 86． 21

思想政治教育程度 9 10 9 4 208 1． 65 42 75． 86

法律因素 司法资源 司法人员素质 17 11 3 1 248 1． 97 26 82． 76

人民法庭经费 4 11 12 5 188 1． 5 51 72． 41

司法效力 判决执行力 21 9 3 267 2． 12 6 86． 21

法律援助服务度 9 17 6 230 1． 83 36 86． 21

普法教育程度 12 16 4 240 1． 91 30 89． 66

社会因素 社会控制 村集体冲突预防处理能力 23 8 1 268 2． 13 2 93． 1

民间组织冲突处理能力 16 10 6 244 1． 94 28 86． 21

人民调解效力 17 13 2 254 2． 02 20 86． 21

农村宗族势力 农村宗族势力危害程度 17 8 6 1 240 1． 91 30 82． 76

农村黑恶势力强弱程度 19 11 2 258 2． 05 13 82． 76

农村治安状况 农村治安主观度 16 15 1 254 2． 02 20 96．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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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优选率标准下被删除或合并的指标

优选率 被删选或需合并的指标 重要性排序 优选率 /%

60% 无需删除指标

70%
媒体监督有效度、民间组织监督有效度、农

民收入增长主观度、恩格尔系数、辅助评价

指标、养老保险覆盖率、城乡收入差距主观

度、学历层次

48、49、44、49、
53、38、40、52

68． 97、68． 97、65． 52、65． 52、
51． 72、68． 97、68． 97、65． 52

75% 乡镇人大监督有效度、农民家庭人均纯收

入、人民法庭经费
47、46、51 72． 41、72． 41、72． 41

80% 乡镇干部服务态度、村民公共事务监督有效

度、医疗保险覆盖率、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

数、思想政治教育程度

30、38、37、
44、42

79． 31、75． 86、75． 86、75． 86、
75． 86

表中的重要性排序和优选率按指标排序对应起来，如媒体监督有效度的重要性排序和优选率分别为 48 和 68． 97%。
更高一级优选标准删除的指标包括低一级标准删除的指标，如 75%的优选率删除的指标除了表中的乡镇人大监督有效

度等三个指标外，还包括 70%优选率删除的指标。

图 3 75%优选率标准下被删除指标的优选率及其重要性排序

图 4 80%优选率标准下被删除指标的优选率及其重要性排序

和第 43 位( 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和思想政治教

育程度两个指标并列第 42 位，意指其中一个指标

排序第 43 位) 的指标( 两个指标并列第 38 位，其

中一个相当于第 39 位; 两个指标并列第 44 位，其

中一个相当于第 45 位; 两个指标并列第 49 位，其

中一个相当于第 50 位) 。如图 3 ( 75% 的优选率

筛选标准) 所示，从第 38 位至 53 位，没有删除第

39、41、42、43、45 位的指标。如图 2 ( 70% 的优选

率筛选标准) 所示，从第 38 位至 53 位，没有删除

第 39、41、42、43、45、46、47、51 位的指标。因此，

·351·



江 西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第 10 卷

表 5 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的基本构想

准则层 因素层 指标序号 预警指标 预警指标的基本含义

政治因素 政治参与 1
村民选举

公开性

村民选举公开性是指村民选举( 村委会成员和乡镇人大选举) 是

否按程序公开进行，调动村民积极参与投票和参加竞选

2
村民选举

公平性

村民选举公平性是指村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否得到公平待

遇，而不是满足少数人的需求和利益

3
村民选举

有效性
通过选举出来的村干部对本村发展的有效性

4
村民反映

问题难易度

村民反映问题难易度是指乡镇政府和村集体有没有完善制度内

途径方便村民反映问题

5
村民反映

问题有效性

村民反映问题有效性是指村民反映的问题有没有得到合理和有

效地解决

政治决策 6
乡镇政府

决策透明度

乡镇政府决策透明度是指乡镇政府制定本地发展规划和落实上

级政策时是否尽可能让更多人参与，并把决议予以公布

7
乡镇政府

决策合理性

乡镇政府决策合理性是指乡镇政府决策有没有考虑当地实际情

况，充分调研，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需求

8
村集体

决策透明度

村集体决策透明度是指村集体制定本村发展规划、落实上级政策

和其它事务时是否尽可能让更多人参与，并把决议予以公布

9
村集体

决策合理性

村集体决策合理性是指村集体决策有没有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充

分调研，考虑本村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

政策执行 10
乡镇干部

服务态度

乡镇干部服务态度是指乡镇政府干部是否诚心诚意地为村民办

事

11 村干部服务态度 村干部服务态度是指乡镇政府干部是否诚心诚意地为村民办事

12
农村政策

执行合理性

农村政策执行合理性是指基层干部( 乡镇干部和村干部) 在依法

的前提下，执行政策时是否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和农民家庭情况

13
农村政策

执行合法性

农村政策执行合法性是指基层干部( 乡镇干部和村干部) 是否按

照法律执行政策以及其程度

政治监督 14
村务

公开度

村务公开度是指村集体公开村务和乡镇政府、县政府及以上政府

有关农村政策的程度

15
公共事务社会

监督有效度

公共事务社会监督有效度是指媒体、民间组织和村民等社会群体

对农村公共事务的监督有效度

16
体制内自我

监督有效度

体制内自我监督有效度是指乡镇人大、纪检、党委对基层干部的

行政行为和行政作风的监督检查力度

政治控制 17
派出所

治理能力

派出所治理能力是指派出所在当地社会治安治理、方便人民办事

( 如身份证办理、外出务工法律知识宣传) 等方面的能力

18
乡镇政府冲突

处理能力

乡镇政府冲突处理能力是指乡镇政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村

民之间及村民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的能力

经济因素 利益冲突 19
利益冲突程度 1

( 农民与基层政府)

利益冲突程度 1 是指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利益冲突程度，突出表现

在征地补偿不到位，农民的合法权益遭到严重侵犯

20
利益冲突程度 2
( 农民与村集体)

利益冲突程度 2 是指农民与村集体的利益冲突程度，突出表现在

村集体侵犯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村委会或村党支部成员贪污腐化

和村务管理混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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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的基本构想

21
利益冲突程度 3
( 农民与企业)

利益冲突程度 3 是指农民与企业的利益冲突程度，突出表现在企

业环境污染、与村集体或乡镇政府共同侵犯农民的土地承包权

22
利益冲突程度 4
( 农民群体之间)

利益冲突程度 4 是指农民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程度，突出表现在

山地、林地等自然资源产权纠纷和土地承包纠纷

农民支出 23
农民负担

主观度

农民负担主观度是指农民对负担的主观感受，包括教育支出负

担、医疗负担、税费负担等

收入差距 24
城乡居民人均

纯收入比

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比是指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

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25
农村居民收入

差距主观度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主观度是指农民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主观

看法

26
城乡收入差距

主观度

城乡收入差距主观度是指农民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的主观看法

文化因素
主体法律

意识
27

农民法律意识

强弱程度

农民法律意识强弱程度是指农民对法律的了解程度以及对法律

解决问题有效性的看法

28
基层干部法律

意识强弱程度

基层干部法律意识强弱程度是指基层干部依法办事的理念与程

度

农民受教育

程度
29

农村政策

知晓度
农村政策知晓度是指农民对农村政策的了解程度，明确责权利

30
思想政治

教育程度

思想政治教育程度是指村集体对农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多少

以及取得的实质性效果

法律因素 司法资源 31 司法人员素质 司法人员素质是指农村人民法庭人员的学历层次、办案能力等

32
法律援助

服务度

法律援助服务度是指农民获得的法律援助或法律援助途径的畅

通与否

33 普法教育程度 普法教育程度是指农民受到普及法律知识教育的多少

司法效力 34
判决

执行力

判决执行力是指农村人民法庭判决的可执行性，对于维护农民合

法权益和化解冲突的有效性

35
司法调解

效力

司法调解效力是指基层人民法庭通过司法调解的手段化解人民

内部矛盾冲突的有效性

社会因素
社会

控制
36

村集体冲突

预防处理能力

村集体冲突预防处理能力是指村集体对于本村可能出现的冲突

的预警机制和已经出现的冲突的化解机制

37
民间组织冲突

处理能力

民间组织冲突处理能力是指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娱乐文化团体、
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民间组织在化解农村内部冲突以及合理引导

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能力

38
人民调解

效力

人民调解效力是指农民精英、权威人士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等人民

调解力量在调解农村内部冲突以及组织农民依法表达利益的能力

农村治安

状况
39

农村宗族势力

危害程度

农村宗族势力危害程度是指农村宗族势力朝恶性方向发展，对农

村社会治安、基层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等所产生的危害程度

40
农村黑恶势力

强弱程度

农村黑恶势力强弱程度是指农村地痞流氓等社会黑恶势力对社

会治安、基层政权建设等所产生的危害程度

41
农村治安

主观度
农村治安状况是指农民对生命、财产、人身自由等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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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用 80%的优选率作为筛选标准是比

较合理的，因为这一标准下按照重要性比较，只漏

删了 2 个指标，而 75%和 70%的优选率筛选标准

下漏选的指标数分别为 5 个和 8 个。依据优选率

标准，参考指标重要性排序，如图 4 所示，删除第

44 名以后的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等 10 个指

标，剩余的 6 个指标可以考虑合并或保留。
①假设很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和最不重

要的分值依次为 9、7、5、3、1。②指标得分 Ai =∑
Mi × Ki，其中 Mi 表示重要性得分程度，Ki 表示该

重要性认可的专家人数，i 表示某一指标。③权

重为 Ai /M，M =∑Ai。④优选率中的专家人数为

32 人。优选率的含义是认为某项指标可以作为

预警指标体系的指标之一的专家人数占专家总数

的比率。

五、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的基

本构想

图 4 和结果分析表明: 第 44 名以后的指标在

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不

大，予以删除或合并，而至于 80% 的优选率标准

下删除的另外 6 个指标可以保留或者与其它相关

指标合并。根据专家意见和结果分析，对初步构

建的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做出调整，需

要说明的有以下几点: ( 1 ) 把乱收费现象指标融

入到农村政策执行合理性中; ( 2 ) 鉴于媒体和民

间组织对镇( 乡) 范围内公共事务的监督作用较

小，因此，研究考虑把这两项指标与村民公共事务

监督有效度合并，组成公共事务社会监督有效度

指标; ( 3) 由于现实中乡镇人大政治监督职能尚

待完善之中，并且专家建议增加乡镇纪检部门的

监督，鉴于这两点，研究考虑将乡镇人大监督和乡

镇纪检监督合并，组成体制内自我监督有效度;

( 4) 把“三级政( 村) 务公开度”指标改为“村务公

开度”，其具体含义为村集体公开村务和乡镇政

府、县政府及以上政府的相关农村政策的程度;

( 5) 信访制度的基本功能是反映民意和解决人民

内部冲突，因此，这项指标可以并入村民反映问题

难易度和有效性中; ( 6 ) 医疗保险覆盖率和养老

保险覆盖率可以融入农民负担主观度中，因为农

民购买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从一定程度上来

讲，可以减轻农民负担; ( 7 ) 之所以把主体法律意

识薄弱归为文化因素，主要是从农民和基层干部

的传统文化因素角度考虑; ( 8 ) 把普法教育程度

和法律援助服务度两项指标归为司法资源不足原

因层中，在司法效力较弱原因层中，根据专家意

见，增加司法调解指标; ( 9 ) 把农村宗族势力恶性

发展并入农村治安状况恶化原因层中。综合考

虑，得出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的基本构

想( 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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