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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部民族地区的消极政治心理
与非制度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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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部民族地区发生的非制度政治参与方式多样、动机复杂、阶层广泛 ,其表现出的

暴力性、非理性和频繁性 ,极大地影响了西部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西部地区民众

中存在的特权心理、法不责众心理、清官意识、平均主义心理、从众心理以及政治疏远心理是非

制度政治参与的心理动因。保持西部地区社会稳定 ,必须将政治参与制度化 ,拓宽政治参与渠

道 ,并坚决打击极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同时 ,培育有序政治参与的积极政治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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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民族地区地处边疆、民族众多、文化多元 ,

宗教复杂。各民族在自身分化、同化和组合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和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

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政治心理。其中 ,各民族的积极

政治心理占主导地位 ,不但促进了和睦民族关系的

形成 ,保持了西部地区长时期的社会稳定 ,而且起

到了巩固边疆地区和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作用。但是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影响 ,各民

族也存在着一些消极政治心理 ,成为今天民众非制

度政治参与的重要动因 ,影响了西部民族地区的社

会稳定。

一、西部民族地区非制度政治参与及对

社会稳定的影响
非制度政治参与是与制度性政治参与相对应

的一个概念 ,是指那些不符合法律规范以及法律、

制度规定的有关程序和步骤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及

其政策实施的行为。非制度政治参与是参与者突

破现有制度框架谋求并表达自身利益的非理性、不

规范的政治行为。我们不能把非制度政治参与完

全等同于非法政治参与。就当前我国发生的各种

非制度政治参与 ,不仅表现为不合法律性 ,而且更

多地表现为不合程序性。“非法政治参与必定也

是非制度政治参与 ,但非制度政治参与未必都是非

法政治参与。”[ 1 ]近年来 ,西部民族地区处于急剧

社会转型时期 ,干群矛盾、不同群体的利益矛盾、民

族矛盾、宗教矛盾等等交织在一起 ,非制度政治参

与有上升的趋势。

西部地区的非制度政治参与 ,具有以下特点 :

一是方式的多样性。既存在着占有一定社会资源

的社会阶层的诸如拉拢收买党政官员、“立法立规

走私 ”、贿赂选举、寻求政治代言人、左右传播媒

介、以社会捐助影响政府决策、与实权人物建立私

人关系的参与方式 ,又存在着社会弱势群体诸如越

级上访、暴力抗法、张贴大小字报、围堵交通、制造

群体性事件、请愿示威、静坐抗议、冲击党政机关和

执法部门的参与方式 ,还存在着网民发布错误信息

和虚假信息、发布过激言论的过度网络参与方式。

二是动机的复杂性。由于阶级阶层结构的复杂性

和各利益群体的存在 ,非制度政治参与者的价值观

和需求层次各异 ,导致了参与动机的复杂性。对于

私营企业主来说 ,“利益驱动是私营企业主非制度

性政治参与的直接原因。”[ 2 ]其目的就是通过政治

参与实现和维护自身政治经济利益。对于农民来

说 ,绝大多数的非制度政治参与是他们的利益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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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的 ,参与动机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当前征用土地及补偿标准不合理、工程移民和生态

移民没有得到妥善安置或安置资金被侵吞、居住环

境被污染、矿产开采 ,等等 ,是导致农民非制度政治

参与的多发领域。对于学生群体来说 ,激烈的竞争

和就业压力产生的焦虑以及对社会某些不公正现

象的感受构成了他们的参与动机。当然 ,还有极个

别的人是从根本上反对现行社会制度的。三是阶

层的广泛性。从当前西部地区发生的非制度政治

参与案例分析 ,参与者身份极其广泛 ,包括工人、农

民、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和党政干部等一切社

会阶级阶层。不过 ,工人和农民往往是群体性事

件、请愿示威等“显性 ”政治行为的参与者 ,而私营

企业主和党政干部往往是行贿、左右传媒等“隐

性 ”政治行为的参与者 ,知识分子阶层则往往利用

网络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这反映了参与者群

体各自拥有的资源优势和参与特点。四是行为的

非理性。非制度政治参与相当一部分都是违法的 ,

即使不违法 ,也是违反程序和步骤的 ,特别是“显

性 ”非制度政治参与都具有随意性、情绪性和过激

性的特征 ,参与者在特定的境况下 ,“往往对于为

什么参与、参与的方式和手段是否合法、这种参与

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等不假思索 ,常常单凭一时偏

激的情感因素做出某种参与行为。”[ 3 ]甚至在非制

度政治参与过程中大肆进行打、砸、抢、烧活动 ,趋

向暴力化。五是发生的普遍性。非制度政治参与

极大地影响了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不利于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 ,破坏了安定团结的社

会局面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显性 ”非制度政

治参与客观上会形成“出事了 ”、“不太平 ”等社会

舆论 ,容易使广大民众怀疑党的领导和现行社会制

度。其次 ,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 ,导致政治权威

的分化和流失 ,最终影响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

彻执行。再次 ,非制度政治参与极容易给国内外敌

对势力制造矛盾、扩大事态提供机会和借口 ,动摇

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基础。最后 ,非制度政治参

与直接冲击了民主政治进程 ,阻滞了政治制度化建

设和未来的政治发展。

二、民众的消极政治心理是非制度政治

参与的重要动因
西部地区的非制度政治参与是一个复杂的社

会现象。虽然非制度政治参与有着以利益驱动为

核心的各种各样的动机 ,但是 ,从政治心理的角度

看 ,非制度政治参与者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心

理环境之中 ,从参与的动机到具体参与过程都受到

一定政治心理的支配。可以说 ,西部地区广泛存在

的消极政治心理是民众非制度政治参与的重要

动因。

1. 特权心理。特权是剥削阶级依仗其统治地

位而享有的经济、政治和其他方面的特殊权利 ,是

剥削制度造成的阶级不平等的产物 ,同时反映和维

护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不平等。西部地区经历了

漫长的不平等的社会制度 ,特权制度衍生而来的特

权心理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消失 ,它

仍然支配着一部分人的行为方式。特权心理具体

表现为独占、排他心理 ,不受共同规则约束 ,总想在

各个方面优先于他人 ,违反政策、法律和制度 ,以不

正当手段谋取个人、家庭和小集团的私利。西部地

区广泛存在的拉拢收买党政官员、“立法立规走

私 ”、贿赂选举、寻求政治代言人、左右传播媒介、

以社会捐助影响政府决策、与实权人物建立私人关

系等非制度政治参与方式就是特权心理的产物。

2. 法不责众心理。西部地区群体性事件参与

者众多 ,并且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 ”现象 ,这与民

众中普遍存在的法不责众心理和人治意识有关。

法不责众又是法制观念缺失的具体体现。人治意

识在政治认知上总是认为权力大于法律 ,反映在社

会政治生活中则表现为“权大于法 ”、“权重于法 ”、

“情大于法 ”的价值取向 ,反映在政治行为上在党

政干部和社会组织管理者方面则体现为以权代法、

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以权谋私等枉法现象 ,从而激

化了社会矛盾 ,酿成一次次群体性事件 ;在民众方

面则表现为轻视法律、进行非制度政治参与等违法

现象。

3. 清官意识。西部地区的人治传统直接导致

了清官意识和臣民心理。在清官意识中 ,清官是民

众心目中政治权威 ,一切都依赖于清官。西部地区

普遍存在着信任中央和上级政府而不信任基层政

府的倾向。大多数农牧民在个人或家庭利益受损

害时 ,一般不会求助于正常的法制化途径解决问

题 ,而是寄希望于上级和中央的“包青天 ”伸张正

义 ,讨回公道。“有些农民无休止地上访 ,也正是

出于寻求‘清官 ’的心理在作祟。”[ 4 ]

4. 平均主义心理。在古代社会物质生活资料

极其贫乏的情况下 ,为了维持氏族和部落成员的基

本生存产生了平均主义 ,其根本要求是平均享有一

切社会财富。西部地区生产力水平落后 ,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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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经常处于贫乏状态 ,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得以

长期保持 ,积淀成为许多少数民族的政治心理。改

革开放后 ,个人、家庭、家族、民族之间的收入差距

迅速扩大 ,违背了传统的平均主义价值观 ,也超越

了一些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竞

争越来越激烈 ,各种风险逐步增大 ,社会成员的

“焦虑 ”日益积累。同时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权

钱交易、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不良现象 ,更强化了

弱势群体的平均主义心理。平均主义心理又催生

了对现存社会的不满心理。在群体性事件中出现

的“无直接利益冲突 ”现象和参与者乘机抢夺财物

就是平均主义心理和对现实不满心理的反映。

5. 从众心理。西部地区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专

制统治 ,造就了民众依附型人格 ,产生了从众心理

和服从心理。许多民众都习惯上把自己的一切交

给“头人 ”、家族、部落 ,或者虚无缥缈的神灵。从

众心理在现实中则表现为依附家族、黑恶势力和宗

教组织 ,这些政治个体往往缺乏主见和独立人格 ,

在非制度政治参与中盲目服从 ,盲目跟风。

6. 政治疏离心理。政治疏离就是指对政治活

动的远离和对政治问题的漠视。这种心理往往造

成民众政治参与的两极分化。一个极端是在非常

时期的狂热参与。在政治参与过程中不懂得如何

合法、合理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和有效地维护自

身权益 ,不会运用政治技巧 ,一旦自己的权益受到

侵害 ,就丧失理智 ,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而且政

治情绪急躁 ,政治盲从 ,缺乏冷静理性的精神 ,难以

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与选择 ,不善于辨别政治是

非。另一个极端是在正常时期的参与冷漠 ,表现为

缺乏政治的知识和能力 ,不了解宪法和法律赋予自

己的权利有哪些 ,政治责任感缺失。

三、实现制度化政治参与是西部民族地

区社会稳定的关键
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

是政治个体或者组织以法律、法规认可的 ,并依据

一定的程序和原则而影响政府决策和政策实施的

行为。制度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党和政府最大限度

地集中民意 ,防止决策的片面性 ,强化对政府的监

督 ,增强民众的主体意识和政治责任感 ,从而为政

治稳定奠定最坚实的基础。制度化政治参与最主

要的特征是有序性 ,政治个体或组织无论是进行投

票、选举、示威活动 ,还是进行其他维护自身利益的

活动 ,都必须依照法律程序 ,参与行为都必须是法

律认可的行为。

首先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 ,为公民制度化

政治参与提供体制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 ,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

成就 ,但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权力过分集中、党政

不分和官僚主义现象 ,阻碍了民主政治进程的 ,是

非制度政治参与发生的重要诱因 ,也是民众制度化

政治参与的障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之一

就是破除体制障碍 ,扩大制度化政治参与 ,“最广

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

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 5 ]一是彻底转变政府

职能 ,由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由经济建

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治理型政府 ,加快立法步伐 ,

防范出现“政府利益集团 ”现象 ,真正做到利为民

所谋 ,权为民所用。二是精简机构和人员 ,减少行

政层次 ,降低行政成本 ,解决长期存在的机构重叠、

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的问题 ,使各级政府机关能及

时灵敏地反映民意。三是加快任官制度改革 ,引入

竞争机制 ,实行真实的选举制度 ,促使各级公职人

员由“经营领导 ”转为向群众负责 ,积极解决所在

部门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四是加快推进政企分开、

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的改革 ,

规范行政行为。

其次 ,加强和完善现有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

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要进一步完善人大代

表的选举制度 ,减少党政干部人大代表数量 ,增加

农民、工人代表和其他阶层的代表数量 ,特别是弱

势群体人大代表数量 ,给予他们话语权 ;形成人大

代表定期联系选民的制度 ;探索人大代表的专职

化 ;加强人大行使职能的制度建设 ,防止“表决机

器 ”现象 ;尝试人大代表常任制。关于政治协商制

度 ,要“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

设 ;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 ,完善民主监督机制 ,

提高参政议政的实效 ;加强政协自身建设 ,发挥协

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

用。”[ 6 ]关于村民自治制度 ,当前特别要理顺村民

自治与乡镇管理的关系 ,防止家族势力、黑恶势力、

宗教势力对村民自治制度的消解。同时 ,还要发挥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作用 ,密切联系特

定群体 ,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维护群众的合

法权益。

再次 ,不断开发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资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各种利益主体的

利益博弈和政治参与 ,不可能完全在现有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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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得到解决。所以 ,必须继续开发政治参与的制度

资源。一是支持民间组织发展。“作为一种群众

性组织 ,民间组织可以把分散的社会利益群体组织

起来 ,进行制度性的利益表达 ,实现政府与民众的

互动沟通 ”。[ 7 ]当前主要是发展农村的专业性经济

组织 ,并探索发展农民协会 ,在城市发展各种专业

协会 ,以民间组织为主体反映特定群体的利益要

求 ,缓解政府与利益群体的直接冲突 ,充当国家与

社会、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同时 ,加强对民间

组织的管理 ,引导它们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并防

止民间组织的行政化和官僚化。二是建立容纳利

益冲突和利益表达的机制。“一个好的制度往往

并不是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矛盾和冲突 ,而是

表现为它能够容纳矛盾和冲突 ,在矛盾和冲突面前

不至于显得束手无策或过于脆弱 ,同时 ,能够表现

出很强的解决冲突与纠纷的能力。”[ 8 ]我们必须正

视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力 ,将公民的合理

行为给予合法性认定 ,并纳入制度化轨道。可以尝

试划定特殊区域 ,如公园、广场 ,作为利益伸张者举

行集会、游行、抗议的固定场所 ,使群众的不满情绪

得以宣泄。

最后 ,坚决打击和杜绝极端非法政治参与

近年来 ,西部地区的非制度政治参与出现了一

些值得警惕的苗头。如农村宗族势力和黑恶势力

膨胀 ,建立非法组织 ,干涉村务 ,煽动村民闹事 ,暴

力阻挠正常执法活动 ,对抗基层政权 ;某些地区宗

教势力煽动信教群众 ,挑起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 ,

要挟地方政府 ;邪教势力聚众围攻党政机关和执法

部门 ;“东突 ”恐怖势力进行的分裂祖国的暴力恐

怖活动 ;各地不断发生的个人恐怖主义 ,等等。非

法政治参与虽然也属于非制度参与的范畴 ,但已经

具有激烈对抗的性质 ,对社会稳定构成的威胁大、

政治影响坏 ,因此 ,必须依法给予打击 ,坚决遏制极

端非法政治参与增长和扩大的势头。

四、培育积极的政治心理是民众有序政

治参与的重要途径
积极政治心理就是人们对政治过程和政治生

活的一种不系统、不定型的感性的正确反映 ,表现

为正向的政治动机、政治态度、政治情绪和政治信

念。对于西部地区来说 ,积极政治心理起着加强民

族团结、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推动民主政治进步、保

持国家领土完整和边疆社会稳定的作用 ,是实现民

众有序政治参与的心理基础。

第一 ,培育公民型政治心理

一个合格的公民就要具备权利意识、责任意

识、法治意识、主体意识和道德意识。其中 ,主体意

识处于核心地位。主体意识是公民在参与国家社

会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政治责任感和积极主动

精神 ,要求公民以主人翁的态度关注国家事务和社

会事务 ,有适度的政治热情、积极参与的政治意识

和良好的政治素质。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尊崇法律

和程序 ,始终保持克制态度和理性 ,善于做出妥协

和让步 ,以谈判和协商的方式解决利益矛盾。

第二 ,建立消极政治心理的逆向转化机制

一是加强现代进步政治文化建设 ,使民众正确

理解政治的性质和功能 ,抱有崇高的政治理想 ,尊

重合法的政治权威 ,政治参与热情适度 ,评价政府

政策的价值标准科学。二是实现传统政治心理的

现代化 ,适应现代民主政治要求 ,由崇圣的臣民意

识向主体的公民意识转化 ,从狭隘顺从心理向参与

心理转化 ,从人治意识向法治意识转化 ,从等级依

附向平等自由转化 ,从封闭保守向开放创新转化 ,

实现政治心理的现代转型。[ 9 ]三是营造消极政治

心理逆向转化的社会环境 ,加强积极社会政治心理

产生并依存的物质基础建设 ,促进政治文明进步 ,

推动西部地区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改善民生

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四是构建针对特定群体消极

社会心理的干预机制。设立或委托专门心理机构

定期调查各民族各阶层的心理状态 ,对影响社会稳

定的社会政治心理及时进行干预和引导。

第三 ,实现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价值整合

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多元 ,只有实现价值整合 ,

才能调适各种文化的冲突。所以 ,必须在西部民族

地区提倡超越宗教信仰的现代政治价值 ,如民主、

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价值 ;国家和民族至上的

爱国主义价值 ;法治价值 ;和谐价值 ,等等。从而改

变西部民族地区广泛存在的伦理价值本位和宗教

价值本位以及义务本位、官本位、权力本位 ,在政治

生活的基本方面形成大体一致的价值观念 ,达到结

构和行为协调的目的 ,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

聚力。

第四 ,提高广大民众的政治认同程度

政治认同就是指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对该政治

共同体的肯定和接受。认同就是支持。西部地区

民众对国家、中华民族、社会主义制度和执政党的

认同 ,是边疆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社会稳定的心理基

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原因 ,西部民族地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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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地还存在着本民族认同高于中华民族认同、

宗教领袖认同高于国家政治领袖认同、宗教认同高

于先进文化认同的情况。因此 ,要从系统政治、过

程政治和政策政治三个层面提高西部地区民众的

政治认同水平。同时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促进西

部地区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加强边疆地区与内

地以及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 ,实现经

济一体化 ,提高政治认同程度。

第五 ,积极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政治情感

政治情感是在政治认知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

心理体验 ,是政治主体对现存的政治体系及各类政

治现象表现出的好恶、爱憎、亲疏、尊敬或蔑视等的

直接感受。[ 10 ]政治情感趋向于积极 ,表明民众对政

治制度、政治领袖、国家和各级政府、宪法和法律、

政党活动等衷心喜欢 ,高度忠诚 ,具有高度的政治

热情和政治责任感 ,强烈的政党和国家归属感并积

极参与政治 ,反之亦然。发展广大民众的积极政治

情感 ,各级政府和执法部门就要克服官僚主义 ,彻

底清除腐败 ,解决分配不公现象 ,关注弱势群体 ,善

于平衡各种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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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a ssive politica l psychology and non - in stitutiona l politic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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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n - institutional participation in west m inority areas is in diversity manners, comp lex motive, extensive stratum,

violence, non - rationality, and frequency, which influences the social stability in border areas and m inority areas. The masses in

west m inority areas have p rivilege p sychology, non - massive - law - violation p sychology, honest and up right official p sychology,

equalitarianism p sychology, massive - obeying p sychology and politics - estranged p sychology, which is the agent of non - institu2
tional participation p sychology. Keep ing stability of west areas must mak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widen politi2
cal participation channel, and strike extreme non - institu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eanwhile, cultivating order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active political p sychology.

Keywords:west m inority areas; non - institu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ctive political p sychology; passive political p sychol2
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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