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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论视角下转型期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
事件的原因与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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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 社会转轨的关键阶段, 各种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

稳定的人民内部矛盾已初现端倪, 处理不当就有诱发社会危机的可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

作为社会公共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从根本上讲是不同社会系统、阶层、区域间的不和谐农村

各种利益主体矛盾未能及时协调和控制所导致的危机和必然结果。它的出现给社会带来消极

影响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导向作用。从契约论的思考角度出发, 从环境转型、沟通变

异和利益异化三个层面分析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成因, 并积极探索防范农村群体性突发事

件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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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很早就有突发事件或社会

突发事件研究的典籍记载。 �祸患常积于忽微, 而

智勇多困于所溺  (欧阳修: !伶官传序 ∀ )、�祸兮
福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 !老子∀ )。美国 � 9. 11 

事件之后, 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危机管理的

�研究热潮  , 一时间社会突发事件成为炙手可热

的话题。我国社会突发事件研究在国内学术界的

关注和国外学术背景的支撑下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随着社会转型, 农村日益暴露出来的各种社会矛

盾,以及近几年农村爆发的农民集体性事件所带来

的隐患,显示了我国在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研究的

空白。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 农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

产生的原因分析。第二,论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

应对农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重要位置。第

三,农村基层政权以及地方政府在应对农村社会群

体性突发事件中的责任研究。本文结合以上三种

思路, 从农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内涵入手, 运

用契约理论,分析其形成原因与防范对策。

一、挑战与灾难 :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

及特点

罗森塔尔 ( Rosentha,l 1989 )和皮内伯格 ( P i�

jnenburg)将危机界定为: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

值和行为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性和不确

定性很强的情况下必须作出的关键性决策的事

件。
[ 1]
危机是由于各种潜沉的矛盾、社会问题和自

然环境矛盾长期积聚, 在特定诱因的刺激下, 瞬间

激化, 强烈的震撼社会系统的价值体系, 给社会造

成灾难性的后果。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是危机的

一种社会形态表现,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各种

利益主体, 社会主体之间各种矛盾、摩擦和冲突的

突出体现和过激表现。
[ 2]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并

非只是单纯偶然性或突发性的事件,而是偶然性与

突发性的必然结合,大量的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

爆发带有明显的征兆, 并在人为的作用下愈演愈

烈。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一般由四个构成要素, 即

触发事件 (导火索 )、诱因、流言误导农民参与, 四

者相互作用,推进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产生和发

展态势的演变。斯格等人认为危机是一种能够带

来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威胁的、特殊的、不可预测

的、非常规的事件或一系列事件。
[ 1]
这一认识内在

包含了危机事件涵盖的不确定性、紧迫性、威胁性、

不可预测及非常规性等特征。农村群体性突发事

49

* [收稿日期 ] 2009- 12- 03

[作者简介 ]曾婧婧 ( 1986# ), 女,福建福州人; 研究生,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件内在的包含了危机所共有的特性外,又具有自身

的特殊性。由于农民自身所处的弱势地位,在具体

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中,仅仅是出于维护自身权利而

进行的非政治对抗性活动, 若处置不当, 事件的性

质发生异化,可能将发生带有政治目的的暴力对抗

活动。其特点: ( 1)矛盾聚集性。农村群体性突发

事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矛盾长期积累、深化、激化

的过程; ( 2)规模膨胀性。规模有不断扩张的趋

势,从以前的几十人, 上升至几百人,几千人, 对社

会的稳定造成极大的影响; ( 3)社会影响性。事件

产生的影响不仅在其本身所造成的现实损失, 还触

及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和发展目标; ( 4)诉求复杂

性。政策、历史、利益、干群等一系列复杂因素, 导

致了农民诉求的复杂性,农民的合理性需求与违法

性行为往往交织在一起。因此,转型期应重视农村

群体性突发事件,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待它。

二、正负辩证功能: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

件的 �消极影响  和 �积极导向  
(一 )消极影响

米德罗夫和伍尔森 ( Pearson)把初期危机管理

不善造成的涟漪反应称为 �连锁反应  , 所谓 �连锁

反应 就像一粒石子投进池水里引起阵阵涟漪那

样,初始的危机事件会对外部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

响。
[ 3]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由于矛盾的复杂性、诉

求的多样性、信息联系紧密性等, 使危机的影响扩

大化, 是超出现行规范社会的非理智现象, 其表现

出的激烈冲突, 直接破坏了社会正常的工作、生活

秩序, 直接、间接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损

失。农民的理性诉求与非理性的行为纠结,一定程

度上扭曲了农民的正常心理,强烈地冲击现行社会

的基本价值和动力目标。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

了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的进

程。因为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是和谐农村社会建

设的 �反作用力  , 建构和谐社会就是要努力消除

�反作用力  的破坏性影响, 理顺农村利益群体的

切实利益,实现整个社会包括最弱势群体的协调全

面发展。

(二 )积极导向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 ∃ A∃科塞认为, 那种不

冲击核心价值, 不会导致社会解体和崩溃, 不是革

命变革的社会冲突, 在社会系统中具有正面的功

能。
[ 4]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深层矛盾和隐藏在

农民背后的价值诉求,不断积累、沉淀的长期过程,

属于 �能量积累型 , 如果 �能量  积累到一定程度,

不能通过渠道释放, 必然导致 �能量  的膨胀爆炸,

释放出杀伤力强的能量, 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不

安。通过畅通的渠道来释放这些 �能量  可以起到
�缓冲  的作用, 不至于一下子导致整个社会系统

的分崩离析。农民在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中,不仅

可以通过上访、请愿、静坐、示威等方式, 宣泄不满

情绪, 以求得心理的暂时平衡, 还可以起到预警作

用,发出农村不稳定、不和谐信号, 促使决策者重

视,及时采取调整政策, 提高管理农村群体性突发

事件的能力。

三、契约论视角: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

成因分析

诱发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是复杂的, 其

分析视角相差甚远。本文将契约论的观点引入农

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研究,试图分析农村群体性突

发事件的原因。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契约化的

过程。包括:人与物的契约订立和人与人的契约的

订立。人与物契约的破坏, 表现为各种自然灾害;

而人与人契约的破坏, 主要表现为各类人类危机。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引入契约理论分析视角,基于

农民与政府之间相互订立契约这一前提假设。

第一, 农民与政府建构的契约, 都是在彼此达

成共识的基础上获得的,政府要实现和履行自己的

统治、管理、服务职能,以获得政权继续维持的合法

性基础。农民则寻求庇护, 以取得自身的最大

利益。

第二, 农民与政府共识的达成, 取决于彼此存

在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利益取向,促使双方接受利

益互惠机制,包括有形的物质利益和无形的权力合

法性两个范畴。

第三, 农民与政府在沟通的基础上, 平等对话,

实现利益互惠, 包括沟通渠道和领导人的行为方

式等。

根据以上认识及图 1所示,农民与政府达成共

识,订立契约的两个基本前提是一致的沟通、互享

的利益和合法性。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实际是由沟

通和利益的两个内生变量,以及环境这一外生变量

构成。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正是在环境转型、沟通

变异, 利益异化,这三个变量因素的改变作用下, 打

破了契约原有的平衡,从而导致危机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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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 (一 )环境转型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过渡阶段, 转型时期社

会结构、功能、角色、理念、运作、规则尚未定型, 各

种相互矛盾的规则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应有的整

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整个社会正在从农

业、单一性质、产品经济社会向工业、异质多样、市

场经济社会转化。二、当前中国社会的社会整体结

构、社会区域结构、社会身份结构、利益分配机制、

社会沟通保障机制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等都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与此相对应的是社会发展序列谱

�非稳定时期  的频发期, 不仅使原有的各种矛盾

暴露和积聚,又滋生了新的冲突和变异。转型的阵

阵剧痛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必由之路。正

如亨廷顿所言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 而现代化过程

则滋生了动乱  。[ 5]
进入转型期, 我国农村经济增

长明显缓慢,城乡、村干部与农民、政府与农民间的

深层矛盾日益浮现,具体表现在: ( 1)城乡 �二元经

济  结构中, 以工农产品价格 �剪刀差  为基本表现

形式的价格争夺依然严峻, 农产品辅助工业品, 城

镇雇工者地方保护主义强烈, 用 �户籍  �职业资格

证书 等高 �门槛  拦住农民进城的脚步, 变相地剥

夺农民的就业权、生存权。 ( 2)农村利益主体进一

步分化的前提下, 以村干部、先富起来的人和部分

乡镇干部为代表的农村强势群体侵略剥夺处于弱

势地位的农民已成不争的事实。 ( 3)一些地方政

府片面理解经济发展,大搞 �形象工程  以及 �零租

金  出让土地,慷慨解囊,付费的却是农民。农村的

各恒定关系不复存在, �分化与整合之间难免会出
现失衡与失调现象,从而导致社会稳定难以持续维

持,大量非稳定因素产生  , [ 6]
从而诱发农村群体

性突发事件。

(二 )沟通变异

1. 农民民主意识崛起与农民群体性利益表达

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 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迅速崛

起, 对民主的要求与参政的愿望日益强烈。政治参

与不仅是维护农民群体自身利益的根本手段,又是

农民利益表达的有效渠道。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

德指出: �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

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政治要求的过程称为

利益表达  。[ 7]
农民利益表达既是转型期我国利益

阶层分化的必然产物,是政府合法性资源增强的手

段, 及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条件, 也为政府决策提

供依据。但现实的政治参与却凸显农民合法性表

达的困境:农民强烈的表达意愿与政治参与能力的

有限性矛盾;农民表达制度规范性要求与低效运作

的矛盾。具体体现在: ( 1)近几年, 农民的利益表

达难以得到有效的传递, 往往在层层上报的过程

中, 被有意截留, 农民的合法利益在合法的体制内

和正常的渠道内无法进行表达,造成部分农民对政

府的一种潜在不满情绪, 农民总想弄出点声音, 抱

着 �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 的错误

心态,以至采取过激行为向政府施压。 ( 2)民间自

治组织在社会的严格控制下缺乏生长空间,加之政

府为农民群众设置的利益表达渠道十分有限,长期

的不满情绪积聚到一定时期,不仅构成社会安全隐

患, 而且一旦在社会出现控制力量被削弱情况下,

各种非法的政治参与组织由此产生,农民就可能选

择 �街头政治  和 �夜晚政治  的方式进行抗议, 表

示不满,从而酝酿出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

2.领导人的行为方式导致矛盾激化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爆发并非完全无征兆

的, 领导干部的工作方式对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

发现、预防、控制、消除有重大的补救功能。但在现

实中,部分领导干部责任意识淡薄、失职渎职,在遇

到农民要求解决的矛盾纠纷时, 往往视而不见, 互

相推诿扯皮,不理不睬, 不关心百姓的疾苦,能拖就

拖, 能躲就躲, 引起农民的不满。现行的以上级任

命为主的干部任用体制, 使得部分领导者形成了

�唯上制下  的心理状态, 出于仕途、官员升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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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地位等考虑因素, 在处理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

中,以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处理突发事件,层层封

锁消息,把参与事件的农民界定为 �刁民  �蓄意破

坏社会稳定  的 �故意捣乱者 。

(三 )利益异化

1. 农民日益贫困化及相对被剥夺感增强

农民贫困化不只是引致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

的诱因,而且 �农民贫困化  本身也意味着一种公
共危机。韦森教授认为, �贫困问题或者极度贫困

违反人权的问题,只是一个人们的相互关系问题 。

换言之,农民是否贫困应放于同一个历史发展背

景,通过人与人的横向比较才能彰显差异。农民在

比较中对人与人的关系,对社会制度安排,对社会

阶层结构变迁产生不满和敌对情绪。随着经济转

轨,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农民日益贫困所隐藏

的潜在不稳定因素, 一旦差距超越某一 �临界值 ,

矛盾顷刻爆发,从而对现实的社会基本价值造成冲

击。不仅如此,农民在现代社会中获取社会福利的

权利也被进一步削弱、剥夺。阿玛蒂亚森为此提出

人类剥夺贫困 ( human deprivation poverty)的理论,

主要是指,由于社会不平等, 穷人失去或者被剥削

享受人类发展最基本福利 (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

的 )机会和选择性。
[ 8]
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并

未给农民农村带来应有的收入、发展和基础设施建

设,公共产品在农村的供给总量明显不足:医疗卫

生保障尚未覆盖广大农村地区, 供给远不如城市,

农村教育资金短缺, 师资力量匮乏;农村农业技术

研究投入不足。农民相对被剥夺感的增强即可能

引发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

2. 政府合法性危机和社会信任资本缺失

政府合法性是人民对政府的权威地位的认可

以及对其命令的服从,任何政治统治的存在都必须

以人民的认可和接受为前提,合法性基础的动摇或

者丧失将对国家的稳定产生影响。合法性危机是

一种认同危机, 迈克尔 ∃罗斯金认为,国家面临的

各种政治公共危机中, �认同性危机  和 �分配性危

机  最容易使单一危机发展成复合危机, 使良性危

机演变成非良性危机。
[ 9]
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度, 一

定意义上是对政府的施政评判和治理能力满意度

的综合性判断指标。当前农民对于政府信任程度

的降低,乃是众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农民在不信任感增强的情况下,对政府表

达意见的方式也有所改变。以对现行政府权威和

现行制度的信息为判断基点,当他们对政府充分信

任时,则往往采取沟通方式, 当他们认为政府缺乏

信任资本时,则以 �敌视性 行为向政府施压, 以期

得到政府的重视。

四、转型期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

防范

基于契约理论的分析视角基础上,探讨农村群

体性突发事件的诱发因子,对新时期我国解决农村

群体性突发事件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任

何 �一门科学或理论, 既教我们去认识事物, 也教

给我们行动的艺术。在我们发现了原理或规律以

后,我们就应用它们, 把这些原理或规律付诸实

践,制定出一些必须遵守的规则, 以达到某些目

的  。[ 10]
从契约论的前提出发, 也从环境、沟通和

价值角度积极探索出防范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

路径选择, 以提高政府解决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

的能力。

(一 )发展农村经济, 致力于中国农民反贫困

化努力

新时期,我国的 �三农  问题依然突出, 农民依

然是弱势群体,农业依然是弱质产业, 农村依然是

脆弱地区,事实证明农村的冲突矛盾与社会主体的

分化、利益失衡有密切联系,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

归根结底还是经济问题。经济不仅关系到社会稳

定, 促进农村民主、法制的建设,还有益于减少和预

防新旧体制转轨、政府职能转变产生的利益摩擦、

碰撞,实现农民的富裕和农村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

程。因此从根本上说,只有把农村经济发展置于解

决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首位,作为新时期解决农

村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农

村群体性突发事件。 ( 1)处于 �二元经济发展  结

构的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源自劳动要素的不平

等, 只有打破城乡分割, 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市场,

实现市场力量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 ( 2)加大

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农产品质量。我国数量庞

大的农产品,只有在科技含量提高的基础上, 才能

获得品质的保证,要广泛应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

能源技术的发展成果。 ( 3)提高农民自身素质, 加

强农村劳动力培训。实现农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流动,是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 ( 4)调整农

村扶贫政策,农村的扶贫政策倾向贫困区域, 重视

贫困村、贫困户, 应在扩大扶贫项目覆盖范围的前

提下,提高扶贫目标的准确性, 落实到贫困村、贫

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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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建立意见释放机制, 畅通农民利益表达

途径

英国危机公关专家罗志斯特提出的 � 3T原

则  ,即主动沟通、充分沟通、尽快沟通,体现了沟通

在建立对话平等、表达畅通、释放意见机制方面的

重要性。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事态的发生演变,常

常是农民意见、利益诉求未能得到有效的释放和表

达,或者在表达和释放的过程中, 出现对话的 �梗
塞  或 �堵塞  现象。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爆发

犹如洪流翻江倒海, 势不可挡, � 3T 原则的现实应

用,实质上是所谓的泄洪模式, 引导、拓宽、创新意

见释放机制,畅通农民的利益表达途径,使农民与

政府的对话机制成为一种普遍认可的沟通渠道,减

少两者间的摩擦和误解。首先要重视农民的话语

权,尊重农民的意愿, 倾听农民的呼声。信访作为

联系农民与政府的沟通纽带, 有其存在的现实价

值,在其作为相对于其他利益表达渠道更有实现的

可能性时,更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不应对其

打压、制止。其次, 鼓励农民发展和完善社会意见

表达组织,充分利用农村非正式组织和非正式制度

的意见表达能力,通过农民 # 中介组织 # 政府的协

商对话,使得农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得到拓

宽,该中介组织将农民不满的情绪释放和表达出

来,形成与政府的互动沟通, 避免将政府推向风口

浪尖。最后,创新利益表达机制, 充分发挥大众传

媒的舆论宣传力量。随着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

的推广运用,大众传媒已成为立法、行政、司法外的

第四种社会监督、利益表达的力量,媒体应在农民

的合法权益受损, 沟通表达渠道受阻的情况下, 广

泛运用其权威和力量,为维权的农民提供话语权和

表达权。

(三 )改进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 树立责任服

务意识

领导不仅对改革和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

动作用,同时也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关键性的重要

作用。固然,发生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有着深刻的

社会利益冲突因素, 但是各级政府的责任意识、行

为方式、工作作风等往往是造成农村群体性突发事

件的主导原因。领导者要意识到 �不谋全局者不足

谋一城,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 摆正 �公仆 与
�主人 的位置,把对上级负责与对农民负责统一

起来; 转变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 把维护农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解决农民切身关心的问题作为工作的

基本出发点,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对农民的基

本需求和利益矛盾做信息收集与分类整理,不能只

是坐在办公室里等群众, 要 �沉到底、问得细、聊得

透 , 才能发现和解决问题。真心实意、诚诚恳恳为

农民排忧解难,对待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凡是合理

的要求及时办,凡是不合理的, 要给农民明确的答

复, 努力争取农民参与解决,求得共识, 化解矛盾。

全面理解经济发展和领导干部个人发展的真正内

涵, 实现领导问责制或责任追究制在农村的落实。

除了领导干部自身政治责任意识,为民服务意识增

强以外,还要配置外在的压力机制, 使得责任感缺

失、作风不正、失职渎职的部分领导人的工作方式

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

(四 )提供社会保障,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长期以来,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一直落后于城

市, 相当一部分的社会保障项目都把农民排除在体

系之外,应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让农民

享有基本可靠的社会保障。现阶段,与农民的生存

发展息息相关的社会保障是: 农民的最低生活保

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政府应加大在这三方面

的投入力度。第一, 加强农民最低生活保障, 既是

确保农民基本生活权益不受侵害,又是农民最基本

生存权利的保障, 是社会保障体系最基本的 �安全
防护网 。应根据不同的农村发展情况, 不同的农

村人均收入,建立不同等级, 不同收益的农民社会

生活保障体系,并制定、落实相应的配套优惠政策:

如减免特困户子女的学杂费,增加粮食等生活用品

的供应等。第二, 我国农村疆域辽阔, 加之农村老

龄人口数量庞大,单靠国家的力量难以包揽所有农

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因此逐渐建立灵活多样的依靠

农民自身和农村集体资金积累相结合方式的农村

养老保险是解决困境的出路, 切忌不考虑区域经

济、城乡差距的 �一刀切  养老水平和筹资标准。

第三,公共医疗卫生的不均衡发展和分布, 又是制

约农村发展的一大瓶颈,政府应拨款资助 �农村合

作医疗专项基金 ,用于医疗设备的购置及乡村医

生的培训,通过资助、筹款、募捐的方式积累医疗基

金, 扩大对特困农民的资助,建立覆盖广、多渠道、

多受益的农民医疗保险。除此之外,政府在农村公

共产品的供给,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广等方面都

应加大力度。

(五 )恢复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

在对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整理中往往会发

现某些特定的 �导火索  , 但当我们透过现象探究

其本质时发现, 危机是政府内部与外部的构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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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运作规则和发展环境的一系列变化导致的 �常
态生存状态  异化的结果。政府对农村群体性突发

事件的处理,不仅仅是单纯对违纪的控制、压制,而

是对社会生存环境、运行规则乃至价值系统的修复

和改造,由过去的重事件应对、事实澄清、事由辩解

向重状态调整、价值重建、规则再造过渡,重塑政府

形象。 �政府形象管理是指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期

间维护其权威和公众形象的一系列措施和活动。

应当意识到,政府应急管理一个优先考虑的目标是

维护政府的基本职能和维护政府的合法性和公信

力  。[ 13]
政府形象管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政府自身价值系统的重构,政府要检讨原有的

价值观,价值实现模式以及行为方式,对价值偏差

和行为的失误进行必要的弥补和修正。二是农民

的信任以及他们对政府责任的认定, 是决定政府形

象的重要因素, 政府应转变服务管理职能,采用战

略式自责方式,包括公开道歉、忏悔, 寻求农民的谅

解,以取得农民的信任, 恢复农民的信心。三是政

府应密切关注农民现有的看法, 做好善后工作, 关

怀和抚慰农民,以期重新获得农民对政府的归属感

和依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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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ause and Prevention for RuralGroup Emergency Events in China during

Trans itional Period in the V iew ofContracts

ZENG Jing�jing
(S chool of P ublicAdm in istra tion, FujianN orma l Un iversity, Fujian Fuzh ou 350007, Ch ina )

Abstract: Currently, Ch ina is in econom ic deve lopm ent and soc ial trans itiona l period and a ll kinds o f interna l conflicts betw een

peop le wh ich are directly re la ted to nationa l deve lopm ent and people% s liv ing and soc ial stab ility em erge and can cause socia l

crisis if the conflicts are not w ell trea ted. Rura l g roup em ergency events, as a behav ior of so cial pub lic crisis, are inev itab le

resu lts o f the con flicts be tw een all k inds of inharmon ious benefit sub jects am ong d ifferent so cia l system s, stratum s and reg ions

wh ich a re no t coord inated and contro lled in tim e. The even ts br ing both nega tive influence to the soc ie ty and the positive guidance

to the so ciety. F rom the ang le o f contract theory, th is paper ana ly zes the cause for rura l g roup em ergency events from

env ironm enta l transition, comm un icative change and benefit d issim ilation and active ly explores the countermeasures fo r preven ting

rural group em ergency events.

Keywords: countryside; g roup em ergency events; contrac t theo ry; trans itiona l per iod; benefit expression m 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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