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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内容概要

《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稳定问题研究》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稳定进行研究，并提出了资源枯竭后城
市稳定稳定社会的对策和思路。《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稳定问题研究》主要内容有：资源枯竭型城市
研究框架与“龟壳模型”、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不稳定规律、资源枯竭型城市贫富差距与社会稳定、
银行贷款利差对贫富差距的影响、“三林问题”与林权制度改革、“三渔问题”与公共政策等问题与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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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不稳定规律　　本章分析研究辽宁省葫芦岛市（原锦西市）杨家杖子矿
区案例表现出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矿区）社会不稳定“五步曲”规律。其中，每一步的背后都对应一
两个主要因素。如果处理得好，不一定都发展成重大社会问题，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也有偶然变必
然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应防微杜渐，引以为戒。　　2．1　不稳定规律的“五步曲”　　进入21世
纪以来，全国每年发生的社会不稳定事件大多集中在资源开采地区，特别是资源枯竭型城市（或矿区
）。杨家杖子矿区的社会不稳定现象，对全国440余个资源枯竭型矿区、50余座资源枯竭型城市都具有
深刻的警示意义。　　杨家杖子矿区（简称“杨矿”）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1999年宣布破产。该矿
区在破产后的五年多时间里，连续发生多起社会不稳定事件，而且愈演愈烈，逐步升级。1998年11月
，矿区破产工作开始运作，1999年11月正式宣布破产。此后，发生了从零星个人上访发展到集中群体
上访（聚众上访，1999年），再发展到特大型群体滋事事件（2000年2月，简称“2·27事件”），直
到形成黑恶势力（2005年1月5日启动专案，简称“1·05事件”），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甚至出现恐怖
组织苗头，局部政权不能正常运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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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资源枯竭问题研究丛书》之《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稳定问题研究》一书侧重研究了资源枯竭型
城市稳定的“内在稳定器”模型、不稳定规律性、资源性贫富差距、“三渔问题”以及林权制度改革
问题。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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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最终成果简介东北财经大学于立教授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源枯竭型城市社
会稳定问题研究》（项目号05&amp;ZD035），主要最终成果为专著《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稳定问题研
究》和《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前，于立教授主持完成
的另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为02BJY065）《资源枯竭型国有企业退出问题研究》，发表同名著
作，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这三部著作分别从“企业退出”、“产业转型”和“社会稳定”角度入手
，构成中国资源枯竭研究领域独具特色的完整体系和系列丛书。课题组成员有王立军、于左、姜春海
、吴绪亮、侯强、钱勇、孟韬、孙康、李晶、徐斌、肖兴志、刘晓梅、杨刚、张抗私、王建林、张芳
等。　　一、研究意义　　课题以国务院先后确定的六个资源枯竭型经济转型试点城市为典型案例，
在系统提出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稳定“龟壳模型”基础上，总结出资源枯竭型城市（矿区）社会不稳
定规律，重点研究资源性贫富差距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最佳路径，“三林问题
”（林业、林区、林工）、“三渔问题”（渔业、渔村、渔民）和“三牧问题”（牧业、牧区、牧民
）的原因与解决办法等重大问题。　　中国共有118座资源型城市，占全国城市总数的18%。其中煤炭
城市63座，有色冶金城市12座，黑色冶金城市8座，石油城市9座，森工城市21座，其他资源型城市5座
。到21世纪初，118座资源型城市中已有50座左右城市资源枯竭或趋于枯竭，成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其
中1/3以上都在东北地区。　　课题组调研发现，资源枯竭型城市数以百万计的职工相继下岗，数以千
万计的职工家属生活受到影响。这些城市普遍面临经济增长乏力、下岗失业严重、社会保障缺口较大
、贫富差距过大等经济与社会问题，群体上访事件层出不穷，恶性事件屡有发生，社会稳定问题比较
严重。　　2000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将阜新市等6个城市确定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单位。试
图探索和寻找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振兴与社会稳定之路。课题组调研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到2008
年初，这些试点城市的经济、就业、居民收入和环境都有明显改善，同时也为其他资源枯竭型城市维
护社会稳定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社会稳定“龟壳模型”　　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稳定是
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涉及个人、家庭和企业，又涉及产业、政府和社会；既涉及城市自身的发展战
略与管理，也涉及上级政府的相关政策与社会体制；不仅涉及近期或当前问题，而且还涉及历史遗留
与未来发展问题。为此，必须研究兼顾这些复杂方面，实现资源枯竭型城市有效运转、长治久安的稳
定机制。　　课题组提出形象的社会稳定“龟壳模型”来描绘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稳定机制。该模型
主要由产业转型、社会心理、社会组织、社会保障、人口就业和资源补偿等六大组成部分构成，他们
各自发挥特有的稳定功能。产业转型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心理是社会稳定的调节器；社会组织是
社会稳定的连接器；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的保障网；人口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动力器；资源补偿是社会
稳定的补养源。六大组成部分紧密联系，协同运转，既互补又替代，既相生又相克。　　社会稳定“
龟壳模型”具有三个重要特性：一是体现社会稳定机制的“刚柔相济”；二是强调社会稳定机制的系
统性；三是重视社会稳定机制的内在稳定性。　　“龟壳模型”的六大组成部分相当于社会稳定的六
大“内在稳定器”。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不稳定问题的产生正是源自这些“内在稳定器”出现较为严
重的破损。抓住了这六个方面，就抓住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稳定问题的关键。本课题根据社会稳定
“龟壳模型”，相应进行六个专题重点研究用其他相关研究，包括“循序渐转”产业转型理论体系与
政策思路，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不稳定“五步曲规律”，“资源性贫富差距”的形成与社会心理分析
，“买断工龄”的制度安排、缺陷及其重构，“三林问题”与林权制度改革，“三渔问题”与公共政
策调整等。　　三、研究内容与基本结论　　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不稳定“五步曲”规律通过对葫芦
岛市杨家杖子矿区等案例研究发现，资源枯竭型城市（矿区）社会不稳定现象表现出明显的“五步曲
”规律，即第一步：诱因——矿山国企破产；第二步：端倪——集中群体上访；第三步：激化——特
大群体事件；第四步：转变——黑恶势力形成；第五步：恶变——政权运转失常。“五步曲”每一阶
段的背后都对应着若干关键性因素，如果处理及时、得当，通常可以避免事件向下一个阶段恶化。　
　资源性贫富差距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因素中国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较为严重的资源性贫富差距，并
表现出明显的贫困代际传递特征。课题组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资源性贫富差距的概念范畴、表现形
式和传导方式。　　资源性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对矿产资源的占有（开采权或与此相关的权利）和开发
程度（如是否枯竭）不同而形成的贫富差距。资源性贫富差距与地区性贫富差距、行业性贫富差距和
阶层性贫富差距之间既有区别，也有交叉。资源性贫富差距是形成地区性贫富差距、行业性贫富差距
和阶层性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资源型地区，资源性贫富差距是地区性贫富差距、行业性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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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差距和阶层性贫富差距形成的根本原因。　　资源性贫富差距的正面效应较小，负面效应却较大。
资源性贫富差距具有形成过程短、影响时间长、受认可程度低的特点，极易引起人们激烈的社会心理
和行为反应。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消解和纠正，这种社会心理和行为反应会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
资源型城市或地区许多社会不稳定现象和大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多与资源性贫富差距息息相关。　　
“循序渐转”是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最佳选择在中国，既有阜新、辽源、伊春等资源已经枯竭的城
市，也有大庆、盘锦、大同等资源趋于枯竭的城市。相对于到了资源枯竭期再进行产业转型的城市而
言，一些在资源未枯竭时就“循序渐转”的城市社会不稳定因素显著减少。“循序渐转”的成功经验
值得相关资源型城市借鉴。　　切忌“关闭”与“破产”不分，错开药方资源枯竭型城市现实政策将
“关闭”与“破产”混同，既混淆责任，又留下后患。“关闭”不会追究相关责任，而“破产”一般
应追究管理者相关责任。矿井是否关闭，应视资源枯竭、开采成本和市场需求情况，由企业自行决定
。而企业破产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矿井“关闭”与企业债务无关，不能因为矿井“关闭”就减
免债务。而企业破产则不然，在实行有限责任的情况下，法律特别要防止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恶意“
破产”。适宜“关闭”的是局部矿山或完整矿井，涉及“破产”的是整个企业。一些矿区如果采取的
“局部关闭”，而不是“整体破产”，可能就不会酿成后来的特大型群体滋事事件。　　资源枯竭型
城市的社会心理问题需要重视资源型城市的社会心理具有如下规律：资源丰裕时期，职工具有特殊的
文化认同感，自我肯定意识较强；资源枯竭之后，“心理失落感”异常强烈，极易受到刺激而引发群
体事件。资源性贫富差距也导致被剥夺感、挫折感和焦虑感，处理不当, 个体心理演化成群体心理，
再经过社会心理 “变压”作用可能将这种冲击放大, 并危及社会稳定。调研中发现的多起“食尸”恶
性案件就是源自社会心理失常。　　“三林问题”、“三渔问题”与“三牧问题”　　调研发现，随
着林业资源、渔业资源和牧业资源的日益枯竭，该类资源型城市（或地区）产生许多社会不稳定问题
，产生“三林问题”、“三渔问题”与“三牧问题”。 “三林问题”的解决关键在林权制度改革，“
三渔问题”的解决在于关键在于完善公共管理制度，“三牧问题”的解决重在草场产权制度改革和“
资源整合”。相应的政策建议有：1.在法律和政策两个层面明确区分“关闭”与“破产”。2.加大一般
性和专项转移支付的力度，设立针对资源枯竭城市的财力性转移支付。3.完善社会组织体系，重视社
会心理作用，发挥内在稳定器作用。4.消减资源性贫富差距，注意暴利与暴力的转化。5.考虑到东北地
区资源枯竭型城市比较集中，建议发行东北转型专项国债资金，集中扶持东北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
产业转型。6. 大力推进资源产权改革的探索，建立健全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完善
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实现长治久安。　　四、研究价值与影响　　课题研究内容从立题、立项
、调研到结题、出版，前后历经四年。如果从前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算起，则历经八年。研究团队
成员多次到辽宁、吉林、黑龙江、山西、甘肃和河南等省的众多资源型城市，特别是辽宁省的阜新市
和盘锦市、吉林省的辽源市和长白市、黑龙江的伊春市和大庆市等六个国务院确定的试点城市，以及
辽宁省抚顺市、本溪市、葫芦岛市，吉林省九台市，黑龙江省鸡西市，山西省太原市、大同市、朔州
市等10余座典型资源枯竭型城市进行了“解剖麻雀”式的调查研究，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大量深度访谈
，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课题研究成果经过在主办及参加的不同规模和层次的研讨会上反复研讨
才得以形成。　　课题内参报告《资源枯竭型城市（矿区）社会不稳定现象分析》被国家社科基金内
参《成果要报》刊发，上报党和国家领导人。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等领导人作出重要批示，并
派出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胡伟新等专门人员与课题组进行深入研讨；内参报告《三渔问题与社
会稳定》被《新华社内参》刊发；内参报告《探究资源枯竭型地区社会不稳定规律》被《公安内参》
刊发；内参报告《关于调整辽东湾海蜇捕捞管理制度的建议》被辽宁省委省政府内参《咨询文摘》刊
发；一些研究成果还被《新华文摘》、《公安研究》、《管理世界》、《公共管理学报》、《财经问
题研究》、《改革》、《农业经济问题》等重点刊发，多篇被列为期刊头条。《改革》杂志2009年第1
期和第7期还为此设立“争鸣”专栏。　　于立教授领导的课题组用了近十年时间，在资源枯竭领域
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发表丛书一套和数十篇论文。作为本课题成果出版的两部著作《资源枯竭
型城市社会稳定问题研究》、《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问题研究》是于立教授主编的《资源枯竭问
题研究丛书》的后两部，第一部是《资源枯竭型国有企业退出问题研究》，该著作是于立教授主持的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2BJY065）的研究成果，曾荣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第三届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奖。《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稳定问题研究》曾获中国高校人文
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这三部著作分别从企业、产业和城市三个不同角度，探讨资源枯竭引发的
“企业如何退出”、“产业如何转型”和“社会如何稳定”这样“三位一体”的问题，构建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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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效率、政府强调公平、社会实现和谐”的中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科学发展观”。课题负责人于
立教授也部分地由于从事并主持这些研究工作，而荣获辽宁省人民政府颁发的“首届哲学社会科学成
就奖”。　　本项研究成果还包括《成果要报》、《新华社内参》、《公安内参》等内参报告7项；
公开发表论文40余篇。课题成果荣获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蒋一
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奖一项，及其他多项省级优秀成果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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