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谨防中国的
“

维稳
”

工作拖了

经济发励后腿
■ 马 戎

摘要 ： 只 要讲某 项 开 支 涉及
“

维 稳
”

，
财务部 门 都 是 绿 灯 ， 这 实 际上 是一 个无 底

洞
。 政府在

“

维稳
”

方 面 的开 支如果这样长 期 下 去 ，
对我 国 的 经 济发展和 财政 肯定是

一个难 以承受 的 巨 大 负 担 。 维稳 的 治标不 治本 ， 是 由 于我们 对建 国 后 的 民 族理论 、 民

族 制度和政策缺乏 必要的反思和调 整 。

大概从 ］ 9 9 0 年代初期 ， 也就是 自 1 9 9 1 年 巴仁乡 事件 （
3 0 0 0 多名暴徒围攻并杀

害乡 政府全体干部警察 ） 开始 ， 新疆就开始全力抓
“

维稳
”

工作 。 但是暴力恐怖事

件不但没有禁绝 ， 而且呈现 出
“

越反越恐
”

的态势 。 在 2 0 0 9 年
‘

7  ？ 5 事件
”

后 ，

中央政府和新疆 自 治 区政府全力打击预防暴力恐怖事件 ， 但恶性事件仍然接连不

断 。 例如 2 0 1 3 年 巴楚县
“

4 ？

 2 4 事件
”

（

1 5 名警民被杀 ） ，

2 0 1 4 年乌鲁木齐
“

5？

2 2 事件
”

（

3 0 多 名 民众死亡 ） ，
2 0 1 4 年莎车县

‘

7 ？ 2 8 事件
”

（约 4 0 名 警民被

杀 ） ， 而且还扩展到其他省市 ， 如 2 0 1 3 年北京金水桥
“

1 0 ？ 2 8
”

事件 ，
2 0 1 4 年昆明

火车站
‘

3 ？

 0 1 事件
”

（
3 0 多名群众死亡 ） 。 因为事态严重 ， 现在全国警察的佩枪

规定 、 射击训练等都根据新的反恐维稳形势进行 了调整 ， 这大大增加 了全国性 的
“

维稳
”

人力与费用开支 。

自 2 0 1 4 年初 ，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组织 2 0 万机关干部进驻基层社区 ， 每个行政

村派
一个 5

—

7 人的
“

驻村工作组
”

，

一

年轮换 ，
原定

“

驻村
”

计划为期三年 。 今年

决定延至 5 年 。 今年 7 月 我在和 田地区墨玉县普恰克齐乡 的 巴西普恰克齐村的
“

驻

村工作组
”

住了几天 。 第
一

个感受是成本巨大 。 每个
“

驻村工作组
”

都新盖了有

防爆铁门 、 多层铁栅栏防护的住房 ， 内 部有厨房 、 厕所等生活设施 ， 配备专车 ， 每

个工作队成员每个月 补贴 1 5 0 元 。 工作组定期向村民发放慰问品 、 慰问金 ， 如今年

7 月 1 8 日
“

开斋节
”

， 我所在的工作组给全村每户村民发放慰问品 约合 3 0 0 多元 ，

共 1 〇 万余元。 普恰克齐乡 因 发生多 次暴恐事件 ， 被定为
“

重点乡
”

， 乡 政府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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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配备武警加强排 （
4 0 人 ， 两辆装 甲车 ） ， 下属 3 个村属

“

重点村
”

， 每村派驻 1 0

名武警。 我去的村是非重点村 ，
配有 1 名警察 ，

3 名协警 ，
9 个民兵 。

第二个感受是工作并不深人 。 由于担心发生意外 ， 该乡 因为属于
“

重点 乡
”

，

要求工作组人户必须在 1 0 人 以上 ， 我想人户调查也必须有 1 0 个人陪同 。 据我观

察 ， 工作组基本上从不入户 ， 只是在驻地与村干部和村 民接触 。 工作组的 5 人中 ，

只有两人懂维语 。 工作组实际上不可能深入群众 ，
了解村民的思想动态 ， 发现隐蔽

的暴恐分子 。 在另
一

个县 ，

一

名 宗教人士揭露某村阿蔔有反动言论 ， 但工作组对此

人印象很好 ， 结果武警在这名阿匍家里搜查出反动光碟 、 制造炸药工具材料等 。 乌

鲁木齐城市里的居委会 ，
情况完全

一

样 ， 也派有
“

驻居委会工作组
”

日夜值班 。

第三个感受是 目前的维稳 、 反恐工作花费了巨大人力 、 物力 、 财力在勉强地维

持着新疆基层社会表面的平静 ， 是
一个武力

“

威慑
”

的策略 ， 既不能接触到暴恐分

子产生的土壤 ，
也无法预防未来暴恐事情的发生 ，

只能让暴恐分子暂时隐蔽下来 ，

伺机而动 。 就在今年 7 月 2 4 日 ， 喀什麦盖提县一个驻村工作组组长被杀害 ， 该县

所有工作组撤回休整 。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 维吾尔族有 1 0 0 0 万人口
， 如果城市 、 乡村都要长期维持这

样的
“

工作组
”

， 我们维稳的成本有多么巨大 ！ 现在 ，
在新疆谁也说不出

“

维稳
”

费

用有多大 ，
因为许多费用是摊到各单位头上的 ，

例如
“

驻村工作队
”

的全部费用是由派

出单位负责的 。 人们说
，只要讲某项开支涉及

“

维稳
”

，
财务部门都是绿灯 。 这实际上

是一个无底洞 。 政府在
“

维稳
”

方面的开支如果这样长期延续下去 ，
对我国的经济发

展和财政肯定是一个难以承受的 巨大负担 。

维稳和反恐手段与开支不断升级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采取的所有办法都是
“

治标不治本
”

的临时性措施 ， 没有真正认识到少数民族离心力之所以不断加强 ，

是由于我们对建国后的民族理论、 民族制度和政策缺乏必要的反思和调整 。

在建国后 ， 由于
“

土改
”

红利 ，
整整一代少数民族 民众 （绝大多数是在土改 中

得到解放 、 获得生产资料的贫困农民 ） 真心拥护共产党和 中央政府 ， 当时构建的认

同是
“

阶级认同
”

、

“

革命 同志认同
”

。 在文化大革命后 ，
不再提阶级斗争 ，

“

阶

级认同
”

无形 中消失 ， 而在
“

落实民族政策
”

旗帜下对
“

文革
”

的否定 ， 客观上重

新树立并强化 了
“

民族认同
”

，
使得 目 前许多少数 民族干部 、 知识分子 以

“

民族代

表
”

自居 ， 处处从民族权益的角度来认识和解读 目 前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 、 经济利

益冲突 、 司法刑事案件等 。

与此同时 ， 对外开放和恢复朝觐也使境外极端宗教势力得以渗透到 国 内 ， 并通

过现代传播手段 （光碟、 短信 、 微信 、 录像等 ） 向青少年传播极端思想 ， 鼓吹
“

圣

战
”

。

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从
“

民族认同
”

出发 ，
内心并不积极支持政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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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工作。 许多 民众出于宗教感情和民族认同 ，也不愿意揭发这些暴恐分子 。 所 以
，

对于我国的 民族问题和表现出现来的种种社会现象 ， 需要从深层次寻找原因 。 去年

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 为我国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 ， 重新定义了
“

民族区域

自治
”

的内涵 ，
明确提 出要加强

“

四个认同
”

， 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 加强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但是这一方针要真正落实到基层工作中去 ， 恐怕还需要一段

时间 。

（作者为 北京大学社会学 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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