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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群体行为的演化态势研究 

□魏玖长  韦玉芳  周  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  230026] 

 

[摘  要]  通过对近年来我国发生的40起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分析，总结出群体行为的演化规

律，发现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群体行为演化态势在活动、相互影响和情绪三个要素方面体现出明显

的层次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群体利益受到威胁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诱

因；外部环境条件是群体性行为的导火索；群体突发事件中群体通过各种渠道方式进行互动；群体

结构特点是决定群体行为强度的主要因素。因此，防范并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应特别重视公共性

较强的群众矛盾；对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项目建设方面，采用正态型的信息释放模式与公众进行沟

通；实时监测事件关联者的情绪反应，并控制主动激发他人产生暴力行为的个体；降低群体性事件

中核心参与者的利益期望，弱化当前事件的“利益补偿”对未来事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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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突发事件是

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

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而群体性突发

事件，一般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群体为了

共同的利益或需要，在不确定诱因和不确定时间中，

突然引发的公开干扰社会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乃至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的集群行为。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征地拆迁、

经济体制改革、官员腐败、社会治安等引发的群体

性突发事件越来越得到社会公众的密切关注。这些

事件中产生的群体上访、请愿、集会游行甚至包围

冲击重要机关、部门和要害单位，堵塞交通，非法

占据公共场所，在社会文体商贸活动聚众滋事，聚

众哄抢，聚众械斗以及少数的打砸抢行为等突发现

象，成为威胁我国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1]。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民众的典型心理和行为态势

与事件的特性有关。首先群体性突发事件具有突发

性、紧急性，正是这种突发性，使人们失去心理平

衡，产生心理应激，甚至恐慌[2]。其次，群体性突

发事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一旦爆发，不但会造

成社会经济损失，还会给公众的心理带来恐慌和不

安全感[3]。这主要归因于这类事件的开端是无法用

常规性规则进行判断，而且它的发展和影响有时候

没有经验性知识作为指导。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群体

性突发事件的发展还会产生“连锁反应”，而这种连

锁反应有可能会引发一连串更严重的危机。再次，

群体性突发事件会影响到各个层面的社会主体，包

括政府、企业、民间团体和个人，其影响具有一定

的社会性，往往会造成比较严重的社会危害[4]。最

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存在具有广泛性，整个社会

各个部门都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另外，社会个体的

心理特征和社会化程度也会影响到群体性突发事件

中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反应[5]。 

对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化解是一场“持

久战”，既不能消极防御，也不能指望通过简便快捷

的政治手段速战速决，而应有战略性的可持续的制

度安排和策略选择[6]。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有一

定的随机性、潜伏性，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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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行预警预控，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

现实意义[7]。要实现这一目标，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就是对群体事件的群体行为演化进行态势分析，掌

握事件中群体行为的形成路径。 

一、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群体行为的演化

规律 

为研究近年来我国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群

体行为的演化规律，本文从新华网等权威媒体上搜

集了2007～2011年我国发生的40起群体性突发事

件。在调研各起事件的发生时间、发生地点、事件

诱因、参与群体特征、造成后果及事件处理等信息

的基础上，总结研究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群体行为演

化规律及群体行为特征。 

（一）群体行为演化四个阶段 

按照事件的发展进程，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群体

行为的演化主要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形成阶段、

强化阶段、执行阶段和解体阶段，如图1所示。 
 

形成阶段 强化阶段 执行阶段 解体阶段 
 

图1  群体行为发展阶段 

形成阶段：在该阶段，由于外部环境的刺激，

个体的自身利益可能受到威胁，个体会产生关注的

情绪，当很多个体为了某个共同关心的具体目标走

到一起，就形成了群体。此时，群体成员的情绪较

稳定，群体中个体之间开始公开交流信息，以便了

解到更多信息。在该阶段，群体在结构、目的、领

导方面存在大量不确定性的特点。 

强化阶段：该阶段最明显的变化是群体规模得

到扩大。群体关系进一步发展，群体成员有一种强

烈的群体认同感和志同道合感，并且出现了小范围

的领导者。此时群体内部成员之间互相影响，成员

之间进行大量信息沟通。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谣

言很容易在该阶段产生，有些个体通过各种渠道传

播谣言信息。大量不确定信息的获知使得群体成员

产生担忧情绪，这种情绪对群体内其他成员有强烈

感染性。 

执行阶段：由于前面两个阶段中政府部门没有

监测到群体成员的心理和情绪反应，或者未及时采

取应急措施，群体成员的行为演化到执行阶段。此

时，群体的结构发挥着最大作用，并得到广泛认同。

群体的行为从担忧情绪和互相影响发展到采取统一

行动。群体中的一些个体唆使成员采取活动，有的

甚至激发他人产生暴力行为。其他成员往往有从众

心理，因此在行为上也模仿群体内的其他个体，大

规模的集合行为严重干扰了社会秩序，并造成不良

社会影响。 

解体阶段：群体性事件爆发后，政府部门开始

给予高度重视并迅速采取应急措施进行应对，使群

体行为在短时间得到缓解。群体成员的情绪得到稳

定，并放弃各种非理性活动，当有关部门采取的各

种措施满足了群体的利益需求时，群体也随之解体。 

（二）群体行为特征 

本文通过分析40起群体性突发事件析可以得

出，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参与群体的行为除了遵循以

上四个阶段的演化规律外，群体行为有其自身的特

殊性。 

1．事件参与群体是一个非正式组织，其存在只

是为了满足群体成员的利益诉求，如了解真相、维

护自身权益等。当前，我国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绝大部分属于社会内部矛盾，事件参与者只是表达

自身的利益诉求，没有政治倾向。由于各个事件的

发生时间、地点、后果影响等不同，事件参与群体

在时间、空间和诉求上也高度分散。单起事件的参

与人数数量有限，组织性也比较差。但随着社会教

育水平、民主意识的提高，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

交通条件的改善，甚至某些国外势力的介入，事件

参与群体形成统一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的风险越来

越高，这种风险性尤其要引起注意。 

2．群体行为激发的诱导性。并非每起冲突事件

都会诱发群体性突发事件，例如全国每年自杀人数

约25万人，而演化成类似湖北石首事件、贵州瓮安

事件的自杀事件寥寥可数。为此，由普通事件激发

成为一起群体性事件，必然存在一定的诱因。也就

说，该起事件能够刺激社会个体的参与积极性，引

发其群体的集合行为。“集合行为”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谣言产生和流传，谣言信息的流传则会进一步扩

大群体事件的规模，加深群体行为的程度，造成更

加严重的社会影响。 

3．事件参与群体的存在具有短期性的特点。一

般来说，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爆发到结束持续的时间

都较短，一般在5天以内，短的在一个小时左右。 

事件参与群体的成员身份界定也是在此期间得到 

确认。 

4．由于突发事件的短期性特点，参与群体的成

员来源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和非固定性。即使一些政

府人员、事业单位人员也可以成为群体事件的参与

者。而对于一些较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如厦门PX事

件、杭州飚车案，其成员更是来源于当地各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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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社会秩序的干扰性。由于大量人员的短时

间聚集，又缺少明确的非正式组织规范，群体各个

参与成员的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约束。在各种环境因

素的影响下，容易出现过激或者违法行为，对当地

社会秩序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 

正是因为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参与群体的非正式

性、临时性及社会干扰性等特征，其后果的不确定

性与风险性也更强[8]。所以，具体分析群体性突发

事件的群体行为态势，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群体行为，

最终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 

二、事件参与群体的行为态势分析 

根据卢因的群体动力学理论，群体行为的构成

有三个要素：活动、相互影响和情绪。这三种因素

的综合，就构成了群体的行为[9]。通过对40起事件

中有关群体行为的新闻描述进行文本分析，发现事

件中参与群体的行为态势存在着明显的层次差异

性，如表1所示。 

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活动”是事件参与群体 

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不同的群体性事件，参与群

体的利益诉求方式有很大差异，如厦门PX事件、上

海磁悬浮事件中，参与群体的活动方式仅仅局限于

公开渠道的意见表达和市内广场的集体散步，群体

活动方式很柔和。而对于深圳宝安袭警案、云南孟

连胶农事件与贵州瓮安事件中，事件参与群体的行

为已经上升到暴力对抗程度。群体活动的状态从柔

和到暴力的过渡是连续的，也是混合的，即同一起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会出现多种活动表现。 

“相互影响”是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发生作用的

行为。社会系统学派认为，信息联系是各种组织运

转的基本要素之一。事件参与群体通过人际传播、

纸质、新媒体等各种渠道传播信息，来吸引群体成

员。一些事件中，参与群体表现出较大的自制能力，

如上海磁悬浮事件中，群体参与成员及时制止部分

个体打算掀翻公交车的行为；而在吉林通钢股权重

组冲突事件中，一些成员唆使他人采用过激行为。

从相互影响的程度来看，由自制到主动激发之间，

存在多个过渡模式。 

表1  事件参与群体的行为态势 

活动 相互影响 情绪 

活动表现 
活动 

程度 
影响表现 

影响 

程度 
情绪表现 

情绪 

程度 

公开意见表达 

请愿 

上访 

集体散步 

静坐 

罢工 

游行、集会 

限制当事人自由 

占据事件相关场所 

封堵道路等公共设

施 

冲击政府机关 

对抗警察 

打砸抢等暴力行为 

柔和 

 

 

 

 

 

 

 

 

 

 

 

暴力 

交流公开信息 

相互关照 

相互提醒 

约束其他成员非理性行为 

听信小道消息 

传递小道消息 

跟随其他成员非理性行为 

鼓动其他成员 

煽动其他成员 

唆使其他成员 

自制 

 

 

 

 

 

 

 

 

 

 

 

主动激发 

关注 

关切 

怀疑 

担心 

担忧 

感到不公 

失望 

绝望 

不满 

生气 

愤怒 

激愤 

失控 

稳定 

 

 

 

 

 

 

 

 

 

 

 

失控 

 

“情绪”是群体成员在参与事件过程中的心理

活动，如态度、情感等。群体性突发事件都有发生

的诱因。对于这些诱因，事件参与群体成员的情绪

也是多样化的。如果群体成员的个人利益诉求对自

身至关重要，而且又很难通过正常渠道得到解决，

群体成员的情绪就会有失望转变为激愤甚至失控，

如甘肃陇南事件、福建南平医患冲突等事件中，群

体成员的情绪经过一定时间的酝酿，情绪逐渐失控。

而在一些出租车罢运事件中，成员的情绪较为稳定。 

相互影响和情绪不是相互独立，而是密切相关

的，其中任何一项变动，会使其他要素发生改变。

如果成员之间通过密切联系与影响，就能激发其失



 应急管理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1年（第13卷）  第6期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Dec.2011,Vol.13,No.6 

28. 

控情绪，导致其倾向于采用暴力行动。而如果事件

诱因是的群体成员持有很强的愤怒情绪，如吉林通

钢股权重组冲突事件，由于高管人员的言语激发了

员工与管理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导致暴力行为的出

现，引发了严重后果。 

三、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群体行为态势的影

响因素 

Goodman,Ravlin,Hackman[9]等人在研究群体行

为理论时认为，组织中群体的绩效水平和群体行为

受群体外部环境、群体成员的能力、群体规模、冲

突水平、群体结构以及成员为了遵从群体规范而承

受的压力等主要因素影响。根据以上理论，结合群

体性事件中群体行为特征，本文认为群体性突发事

件群体行为的层次差异性主要受受群体外部环境、

群体成员自身利益需求、群体互动以及群体结构等

因素影响，其中群体结构主要包括群体的内聚力和

同质性，如图2所示。 

 

图2  群体行为的模型 

1．群体利益需求受到威胁是引发群体行为的根

本原因。 

生存是每个个体的本能。从人的本性来说，求

生本能是从动物到人的演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东

西。因此每个人来说，凡是与生存相关的问题都会

引起关注。群体性突发事件往往突然发生、没有规

律、模糊性极高、演变迅速，并且对社会的价值体

系构成严重威胁，这种严重威胁往往涉及到个体的

自身安全。个体受本性和本能驱使，对群体性突发

事件产生应激反应。若突发事件影响到多个个体，

则会产生类似的应激反应，从而引发群体性行为。

群体的权益诉求仍是当前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主

要原因。我国当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大都属于经

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变迁、利益格局调整等客观

因素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具体表现为绝大多数群

体性事件都是因为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遭到

直接损害而引起的。 

2．外部环境条件是群体性行为的导火索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群体行为主要受群体利益需

求和外部环境诱发两个因素推动。其中群体利益需

求是根本原因，而外部条件刺激是引起群体行为的

导火索。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不同群体组织所关

注的外部环境也不同。如锦湖轮胎长春工厂大罢工

事件、广东顺德劳资纠纷事件中的群体面临的外部

环境主要包括企业的规章制度、绩效评估和奖励体

系、组织文化、以及工作物理环境等；温州出租车

集体罢运事件、云南嵩明出租车司机集体罢运事件

中的群体的外部环境条件包括国内市场石油价格、

出租车行业的定价标准、政府有关部门对出租车行

业的监管等；黑龙江富锦长春岭群体性事件、江苏

省邳州征地纠纷事件中的群体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包

括村民的居住条件、政府对征地拆迁的有关措施等。

当群体外部环境变化一旦威胁到群体的利益时，群

体随即通过集合行为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 

3．群体突发事件中群体通过各种渠道方式进行

互动 

在群体突发事件中，群体内部的互动过程使得

更多个体参与集合行为。一方面群体中他人的言语、

行为举止会对个体产生强烈暗示刺激和情绪感染，

在从众心理影响下，个体会不自觉模仿其他个体行

为，加入到集合行为中。另一方面，群体中的个体

除了自身采取活动外还会通过各种渠道方式影响其

他个体的行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信息

传播已呈现多信源、多通道的新特点，在网络时代，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渠道，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

的主体[10]。信息沟通的低成本、即时性与交互性使

得社会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流简单易行，这为突发事

件状态下群体行为的形成与演化构建了基本要素 

之一。 

4．群体结构是决定群体行为强度的主要因素 

群体结构对群体的行为有明显的影响。群体内

聚力是决定群体是否采取群体行为的主要因素。群

体成员的相互信赖程度和信息沟通、情感交流是成

正比的。高依赖性的群体表现为较高的群体内聚力。

群体的内聚力是由它对成员的吸引力以及成员之间

的吸引力构成的。其主要表现有：对群体的忠诚度

和责任感，对外来干预及攻击的防御与对抗，群体

成员之间的志趣相投程度和友谊等。这种内聚力，

可以用来群体的利益免受外来侵犯。若一起突发事

件影响到群体的利益，则群体的内聚力迅速得到激

发，形成群体的集合行为，来保卫群体的利益。从

社会网络结构理论来看，内聚力高的群体是强关系

群体，如：一个村的村民群体、一个企业的全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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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某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等。这些群体成员之间

存在经常性的信息沟通渠道，群体成员间的网络关

系较强。此外，群体的同质性是易于加剧群体性突

发事件的冲突强度。同质性的群体其成员拥有比较

接近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在突发事件状态下易于

相互模仿、学习，群体成员的情绪也易于被激发，

从而做出比较偏激的非理性行为，导致群体性事件

的冲突强度呈现暴力倾向。 

四、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对策建议 

1．对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因素进行评

估，积极处理好公共性较强的群众矛盾。 

各地政府在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制定公共政策

的过程中，对政府的各项活动不仅要进行经济效益

评估，还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涉及较大群

体的征地拆迁、企业改制、教育医疗、环境卫生、

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公共性较强的领域，要

广泛调研，鼓励相关群体参与意见表达，科学地进

行协调协商，确保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民主参与

程度，使政策目标符合公共利益要求，降低因政府

政策不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1]。而对于冲突双方均

为群众群体时，政府参与处理矛盾时，也要做好引

发群体事件的态势评估。若该矛盾涉及较多个体的

利益，则需要提前启动群体事件的预防应对机制。

另外，构建快速、常规、低成本的群体利益诉求表

达的法律机制是预防与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关键。 

2．在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项目建设方面，采用

正态型的信息释放模式，提前与公众作好沟通，避

免因信息缺失引发公众的误解而导致群体性事件。 

无论是在厦门PX事件、上海的磁悬浮事件，还

是温州出租车集体罢运事件，都是因为建设项目周

边居民对自身健康的担忧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信

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流简

单易行，为此，政府若想通过信息控制来化解群体

事件将面临更好的成本或代价。公共突发事件的自

身差异导致了媒体报道的时间演变模式差异。Wei

等从2003～2008年中国发生的112起危机事件的3万

余条新闻报道数据总结归纳出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

时间演变规律划可划分为递减型、正态型与波动型

三种典型的演变模式[11]。若为递减模式，大量的信

息会在短时间内传递给公众，这可能导致危机信息

沟通系统过载，公众也难以从大量的信息中识别出

有用信息[12]。短时间内过量的信息还会使得个体往

往倾向于关注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而这些

信息正是有可能影响自身权益的信息，多个个体的

共同关注，往往易于演化为群体的心理与行为防卫

机制，形成群体的集合行为。若是正态模式，由于

有信息传递的前驱期，公众能够逐渐接受事件的信

息，从而使得公众的心理与行为反应较为缓和，群

体集合行为的形成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对于波动模

式，由于对公众形成多次信息刺激，根据信息释放

的复诵原则[13]，公众会潜在地对再三频繁出现的相

似的危机信息产生疲倦，这可能导致传播效果的弱

化甚至对公众产生负面的影响[14,15]。因此，为了提

高信息沟通效果，降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可能

性，政府在释放相关信息时，应有意识的采取正态

释放模式，给予相关个体较为充裕的信息接受时间，

避免大量信息的快速释放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3．实时监测事件关联者的情绪反应，对于失控

情绪要及时进行心理干预与情绪疏导。 

准确评估突发事件可能会给事件关联者造成的

心理和行为冲击的程度，及时疏导个体的失控情绪

是有效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因素之一[10]。个体的

失控情绪往往会引起其他个体的同情，并通过各种

社会网络关系传递给其他社会个体，引发群体的集

合行为。为此，通过建立基于个体情绪反应的突发

事件心理预警体系，及时监测突发事件状态下个体、

群体和社区的心理与情绪发应，一方面可以提高政

府应急管理的决策科学化程度，把损失控制到最小

的程度，避免因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扩大或时机

延误；另一方面，通过对影响民众心理与行为反应

的关键因素的干预，如科学的舆论引导或心理教育，

减少个体的非理性行为，避免事件演化为群体性突

发事件。 

4．控制主动激发他人产生暴力行为的个体，把

个体间的相互影响控制在自制状态下。 

突发事件状态下，一些个体往往会有意或无意

的激发他人产生暴力行为的举动，其他个体在失去

自我支配能力的情况下，易于听从其他个体的行动

指示。而且，暴力行为会进一步加剧群体的非理性

行为。为此，对于群体事件中激发或唆使他人实施

暴力行为的个体，应迅速控制并带离事件现场。把

群体事件中个体的相互影响维持在降低水平或柔和

的水平，群体行为的危害性将大幅降低，从而实现

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控制。 

5．降低群体性事件中核心参与者的利益期望，

弱化当前事件的“利益补偿”对未来事件的影响。 

面临群体性事件，政府有关部门往往迫于政治

压力或社会舆论压力做出相应补偿，即基于经济实

惠对事件核心参与者进行安抚，媒体往往有意或无

意的对这种安抚进行宣传报道，如2008年的陕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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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事件中，遇难者家属获赔近40万。这种事情搞大

就能获得超额补偿的“成功案例”反而助长一些群

体为了获取较高的利益补偿，意图把一些普通事件

“搞大”成群体性事件。为此，减少对于这类信息

的宣传，降低群体性事件中核心参与者的利益期望，

有助于减轻事件参与者“搞大”的心态，从而利于

事件的及时有效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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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40 mass emergencies of China during 2007-2011,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collective behavior compositions are different in activities, interrelationship and emotion. The differences are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The threat to mass interest directly causes mass emergency. Group cohesion is the main 

factor that decides whether to take the collective behavior. The higher homogeneity will aggravate the intensity of 

conflict. Therefore, in order to solve the mass emergency, it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rong public mass 

conflict. When public interests are involved in public project constructions , the normal type of information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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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core participants in mass emergency should be reduced, and the impact of benefit compensation in the 

current events to the future should be we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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