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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N  W E I  E D U C A T I O N

現代中國

1. 綜合上文，目前中國有甚麼樣的民生矛盾？

2. 為何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同時，面臨眾多社會矛盾？當中原因何在？試闡釋。

3. 中國的民間調解有何特點？

4. 你認為民間調解有何漏洞？試抒己見。

 

   

編按：中國的調解制度發展

歷史悠久。近年，隨㠥中國改革

開放，經濟騰飛，貧富差距等社會矛

盾逐漸浮現，調解制度發揮穩定民心的

重要作用。「中國調解制度探究系列」會就

相關制度設立的背景和成因、發展以及演變等

作出多角度分析。

■胡潔人 浸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研究系博士後

助
民
解
困

調解在中國有很長的歷史，是一種古老的衝突解決方式，其源
頭可追溯到儒家文化。傳統的調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
化的影響。儒學強調和解、讓步、無訟，而和諧是最理想的狀態
和境界，一旦人際之間的和諧關係被擾亂，最好的恢復方式就是
通過妥協和勸說。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特徵是家國同構：父是家
君，君是國父，家國一體。這種特徵對任何衝突都不主張採用對
抗性的訴訟方式，而偏重選擇民間調解這種不傷和氣、有利於社
會和諧穩定的衝突解決方式。

鄉里糾紛 鄉紳擺平

1938年的《區自治實行法》和《鄉鎮自治實行法》都規定
區、鄉和鎮設立調解委員會，其成員需具有法律知識和由德
高望重的公正人擔任，並從所在區、鄉和鎮的公民中選舉產
生。但當中也不乏非正式的民間調解，《鄉土中國》作者費
孝通在該書中也提及鄉村的調解：「鄉里所謂的調解，其實
就是一種教育過程⋯⋯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會說話的鄉紳
開口。他的公式總是把被調解的雙方都罵一頓。『這簡直是
丟我們村子裡臉的事！你們還不認錯，回家去！』接㠥教訓
一番。有時竟拍起桌子來發一陣脾氣。他依㠥他認為應當的

告訴他們⋯⋯雙方時常就『和解』了，有時還得罰他請一次
客。」

宗族調解 不傷感情

宗族調解也是中國民間糾紛的重要解決方式之一。有學者指，
在清末，姑且不論是否有法律的明文規定，職掌訴訟的地方長官
常把所受理的案件託付給民間人士(族紳、長老或享有眾望之人)
調解，或者親自進行調解。而更大量的糾紛在訴諸官府前，已通
過宗族、行會及近鄰間的民間調解獲得解決。
另一種和解方式是通過鄰友之間的調解。有關糾紛可在庭外通

過親友而和睦解決，大家不傷感情，那是最好的。但若鬧上法
庭，法官必須秉公辦事，依法斷案，做到是非分明。

國家主導 官民結合

由此可見，民間調解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演變過程中逐步形成
半官方的「鄉治調解」、部落宗族內部的「宗族調解」及社會上
普遍存在的「鄰友調解」3種主要方式，另外還有行會調解、社
團調解及律師調解等形式。這些調解形式最大的特點就是在國家
主導下令民間調解和官方司法訴訟結合起來。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成

立於1989年，至今已培養近兩千

名本科生，為香港歷史最悠久的

中國研究課程。香港文匯報與浸

大中國研究課程合作推出通識專

欄，以專業的角度，深入淺出地

探究中國在社會民生、城市規

劃、經濟轉型、外交政策等多方

面的最新發展，為本港高中生提

供具權威性的「現代中國」通識

科單元學習材料。

中國社會正處於轉型時期，就業、貧富差距和社會保障這3個方
面，衍生多種基層矛盾。

失業率高 群體事件遞增 有學者指內地失業問
題進入1950年以來的第五個高峰。雖然統計資料顯示，城鎮登記失
業率只有3%至4%，但實際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在10%以上。目前的
失業人員中，包括約700萬城鎮登記失業人員，逾1,000萬下崗人
員，120萬至150萬城鎮農民工，逾80萬待業大學畢業生和專科畢業
生。
有分析指，中國就業問題的社會風險在於，它與龐大的農民人口

問題聯繫在一起。農村勞動力的大量轉移給社會形成很大壓力。失
業總量增加，弱勢群體尋求保護的呼聲漸高，然而社會保障體系尚
未完善。弱勢群體的利益失衡，容易引發心理失衡，這些誘導因素
導致群體性事件。《2005年社會藍皮書》指出，1993年至2003年
間，中國100人以上的群體性事件數量由1萬增加到6萬，參與人數
由約73萬增加到約307萬，年均遞增17%。

城鄉差距擴大 財產分配不均 近年，中國的
收入差距保持快速擴大的趨勢，堅尼系數從1980年的0.281增加至
2005年的近0.47。按照經濟學的一般說法，這一指標超過0.4，意味
進入警戒狀態，而一旦超過0.6，則預示社會不安定的趨勢加劇。
至於中國的最大貧富差距是城鄉差距。早前有內地官員指，近年

是中國農民收入增長最快的幾年，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斷
擴大。2007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9.5%，為1985年以來
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鄉居民的收入比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
到9,646元(每名農村居民的年均收入為4,140元，每名城市居民的年
均收入為13,786元)，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
專家分析，形成城鄉收入差距的原因，既有改革前工業化戰略削

弱農業發展等因素，又有城鄉在承擔改革成本、佔有公有資產的不
均等因素。這種收入差距不但削弱社會穩定，而且嚴重影響宏觀經
濟的可持續發展。

社保不完善 貧戶生活難 有人認為中國社會保
障的覆蓋率偏低，形式單一，一些地區對社保的政策執行不力。
農村居民家庭對生活風險的抵禦主要依靠家庭自保和社會互助，
隨㠥他們的公民意識增強，也會要求享受與城市同等的社保待
遇，特別是在養老、醫療、就業、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福利，加上
中國的就業形勢日趨嚴峻和老齡化問題，會令現有的社保制度面

臨挑戰。

中國 探究系列
二之一

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決民生矛盾

堅尼系數
在比較各國之間及國內的貧富懸殊情況時，我們常用

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來指出收入的分配差異，這從

全國每家庭住戶的收入統計所得。堅尼系數介乎於0至1

之間，0是指出現絕對平等，而1是指最極端的貧富差距。系數的數值越

大，貧富懸殊的情況便越嚴重。在現實中，沒有社會或國家是絕對平等或

絕對貧富懸殊，因此系數處於0與1之間。 資料來源：樂施會互動教育中心  

   

▼有調查指，在2007年，內地每
名 城 市 居 民 的 年 均 收 入 超 過
13,000元人民幣。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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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提及的問題導致正處於轉型期的中國出現群體性事

件，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原因，也是當下中國促進社會

和諧進程中預防、控制及化解衝突的難點。

從社會矛盾產生角度而言，主要是結構性和利益性的矛

盾，即因政治體制轉型或宗教、民族差異等問題和利益衝突

矛盾而引起的。從社會矛盾的表現看，大多具有群體性和突

發性的特點，在極端情況下，還會帶有攻擊性。從社會矛盾

的發展過程來看，具有複雜性、反覆性的特點，處理和解決

難度很大。而從社會矛盾的處理手段來看，具有綜合性、多

樣性的特點，需要社會各方面的相互配合和協同來解決。而

提高國家危機管理和解決衝突的綜合應對能力是各級政府的

緊急任務。

維持良好秩序 創造和諧穩定
衝突、矛盾若不能有效地得以解決，將會導致各種問題結

合起來，屆時可能衝擊經濟建設和影響社會穩定，為國家帶

來難以預計的後果。因此，如何創建和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

與和諧社會，越來越受到政府和人們的關注。有人認為，和

諧社會不是一個沒有矛盾、沒有衝突、沒有糾紛的社會，而

應當是一個將各種衝突和糾紛納入解決範圍、擁有有效糾紛

預防機制和解決機制、糾紛發生率相對較低，且社會有能力

以適當的方式合理、及時、有效化解矛盾和解決衝突，由此

實現利益整體均衡、秩序相對穩定的社會。

提高國家應變能力
凝聚群眾力量

調解（Mediation）概念源於拉丁文Mediare，作為衝突的解決形式之一，意指由一名受過訓練和公正的第三

者，即調解員(Mediator)，協助各方當事人在良好的氣氛下，達致既能滿足各方所需，又為各方所接受的和

解。

 

   

民間調解方式多 儒家文化影響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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