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战乱，
人们从没这样焦虑过”
——— 对话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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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社会焦虑几

乎覆盖所有人群
记者：近来，大家常常感到当

下社会似乎弥漫着一种比较普遍
的焦虑情绪，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吴忠民：所谓社会焦虑，主
要是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
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现
在，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
群。无论是人数最多的工人群
体、农民群体的成员，还是处境
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干部群体、企
业家群体的成员，无论是东部地
区的居民，还是西部地区的居
民，都有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
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
几乎可以说是少见的。从历史上
看，除了战乱年代，人们没有像
现在这样焦虑过；往以后看，以
后人们也会焦虑，但社会焦虑的
波及面和强度肯定不会像现在
这么大。

记者：您怎么看待这种社会
焦虑情绪？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吴忠民：正像胡锦涛同志在
“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的：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
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
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
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
题。
中国社会急速的转型、变革，

意味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调
整，大批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社
会位置和经济位置重新洗牌。人
们有时觉得无章可循，不确定性
因素增加。这使得社会成员产生
一种人生的不确定感，前景的不
确定性，心里不踏实，人们对于未

来不可预期。这自然就会形成社
会焦虑现象。

记者：按说中国改革开放30
年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
就，老百姓的经济生活得到了大
幅度改善，但为什么社会焦虑现
象反倒更加突出了？

吴忠民：我以为，社会焦虑
现象其实还反映了在中国现阶
段，民众对基础民生问题、对未
来美好生活所表现出的一种前
所未有的重视。

记者：也就是说，老百姓的
幸福指数相对提高了，不仅满足
于温饱了，因此，人们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了，才会产生焦虑。

吴忠民：是的。市场经济体
制的逐渐形成以及以人为本基
本理念的深入人心，催生了社会
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
意识的觉醒，同时又使人们十分
看重自身的经济利益，于是，这
就造成一种普遍的现实感，使社
会成员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注
重现实生活的质量问题，而放弃
以往禁欲主义以及过于理想化的
行为取向。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民生问

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得到应有
的重视，以至于出现严重欠账的
情形，而且，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比
较长的时间内，由于过于追求
GDP、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
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凡此种种，
致使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
善。

标本兼治化

解社会矛盾
记者：您能否举几个例子，具

体讲讲中国能否跳出“发展悖
论”的陷阱，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吴忠民：首先人心普遍思
定。现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已经
形成了一个普遍共识，这就是：
无论何种类型的折腾，对中国
社会各个阶层而言，几乎没有
赢家，几乎全部都是输家；社会
稳定、社会的安全运行，是经济
发展、民生改善以及国家长治
久安的前提条件。世界上恐怕
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
此珍惜社会稳定。中国人期待
稳定，甚至有外国人也发现，社
会稳定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
情结。

其次，强大的举国动员能
力。一些由自然灾难所引发的
公共危机，往往会激化社会矛
盾，并最终演变成为大规模社
会冲突的导火索。而中国所具
有的强大的举国动员体制和能
力，恰恰能够有效地化解类似
的公共危机，有效地防止其演
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在这
方面，2003年中国抗击“非典”
行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救
灾行动，都是典型的案例。
第三，务实、平和、宽容精神

的传统。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
极为注重现实生活，具有一种明
显的务实精神。

第四，家庭的重要缓冲作
用。中国人对于家人几乎是负有
无限责任，客观上这有利于社会
矛盾问题的缓解。比如，中国的
房价飞涨，大批年轻人依靠自己
的收入根本买不起住房，所以许
多人是依靠父母和祖父母的帮
助购买住房。类似生活困境的缓
解，能够使受到家人帮助的社会
成员不至于产生过多的社会怨

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
矛盾问题的加剧。

第五，互联网的减压作用。
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
规模达4 . 85亿人。中国互联网
的普及率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
平。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矛盾
问题有着两重意义的广泛影
响。一方面是互联网对社会矛
盾问题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
如果运用得当，互联网则能够
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产生积
极影响——— 比如，有效减压、有
效辟谣、有效批评、有效建议。

记者：您认为，该如何化解
社会焦虑情绪呢？

吴忠民：尽管中国现阶段
面临着诸多的社会矛盾问题，
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
也不必过于担忧，以至于失去
信心。我们不能回避而是应当
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并化解社
会矛盾。就此而言，我认为，应
当从标本兼治两个方面着手。
从治本的角度看，应当特别注
重从源头上着眼，也就是“七
一”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推进
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
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比如，目前猪肉价格首现
环比下降；国务院加快了供地
进度，保证保障房用地；为了抑
制通胀，央行加息、收紧贷款、
上浮利率种种政策接踵而
至……

总之，只有正视矛盾，解决
矛盾，才能化解社会焦虑，才能
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消除
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
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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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广泛社会变革。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我们该如何看待社会上普遍出现的焦虑情绪？焦虑情

绪产生的原因何在？如何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对这一系列问题做出了他的思考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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