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话题 ＩＴｈｅｍｅ

共享的秩序如何建成
——以新加坡为例

文 丨 张静

每个人 的生活 环境是不得

不共享的 ， 不管主动还是被迫 ，

每 个人都必须 生活 在这种秩序

当中 。 所 以 ， 对秩序的认同是
一

个重要的 问题 ， 因为没有这
一

认

同 就没有所 谓共享 。 这是我对

“

共享
”

的思考缘起 。

我 的 专业 是政 治社会学 ，

政治社会 学关心 的 最基本 的 问

题在于 ： 国 民对 于所生活 的 国

家体制怎 样 建立 认 同 ？ 国 民认

同 的 建立 与 什 么 因 素有 关 ？ 联

系到杭州 目 前关心的问题 ， 这个

问题可 以转换成 ： 市民对于所生

活 的城 市体制 怎样建立 认 同 ？

市 民 认 同 的 建立 与 什么 因 素有

关 ？

政 治社会 学研宄得 出 如 下

回答 ： 市 民认同的 建立与 以 下因

素有关 。 首先 ， 城市体制是 不是

有能力 保护社会公正 ， 使不同的

人都享有平等的 受保护的机会 ；

第二 ， 城市体制是不是建立 了 有

效连接市 民的渠道 ， 可以顺利地

连接市 民 ， 把他们纳入到城市 资

源的共享 当中 ； 第三 ， 城市基层

组织的功能是否能够承担连接 、

协调 、 庇护 、 代表等重要职能 ，

从而回应市 民的各种需求 ， 解决

他们求诉的各种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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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 问 题 看起来抽 象 ， 但

是事实上在任何国家 ， 对于建立

认同共享的秩序都非常重要 。 杭

州 在这些方面有条件走在全 国前

列 ， 因为杭州 虽然也存在社会矛

盾 ， 可是整体来说社会秩序不错 。

那么何 以如此呢 ？ 杭州是否实践

了 上述政治社会学的理论 ， 还是

有更新的经验呢 ？ 这是值得我们

进行研宄的 。

作 为借 鉴 ， 分析
一

下来 自

新加坡 的经验是有价值的 。 新加

坡也是
一

个城市社会 ， 凡是有人

生活的地方就会出现矛盾 ， 那么

新加坡如何避免矛盾激化所带来

的相互损害 ， 又是如何保障所有

人共享 良好秩序 的益处的 呢 ？
－

个可资借鉴的经验是 ， 新加坡在

所有的社会基层都成立 了 调解中

心 。 它的 国土面积不大 ， 但却有

四个大型地方调解中心 ， 覆盖到

七个卫星社区 ， 涵括 了 所有地 区

的所有人口 。

这 些调 解 中 心 的特点 ， 第

一

是便利 ， 它们设立在基层 ， 就

在老百姓生活 的社区中 间 ， 寻找

非常方便 ， 无论是老人还是妇女 ，

甚至有行动障碍的人 ， 都不难随

时到那里 ； 第二是成本低 ， 调节

中心是非营利机构 ， 无论何种收

入水平的人都能够使用得起 ； 第

二是有 成效 ，
调解 中 心成 立 １ ０

周 年时 ， 己经受理 案件 １ ４００ 多

件 ， 这些 受 案 的 金额 庞大 ， 有

７５％ 都得到 了 圆满 的解决 ， 而且

其中有 ９ ０％ 是在
一

个工作 日 内 解

决的 ； 第四 ， 社区调解中心跟法

律通道对接 ， 在有需要的情况下 ，

调解事 项可 以进 入 司 法解 决渠

道 ， 调解中心受案中有 ４ ０％经过

法院转介 ， 就是 由法院交给 中心

处理 ， 这样既节省 了 当事人的诉

讼经费 ， 也减轻 了法院的 工作负

担 ； 第五是调解 员的 角色中立 ，

他们不是政府 的工作人员 ， 来 自

于各行各业 ， 由社区选举产生 ，

政府只 负贵对调解员定期培训 ，

认证上 岗 ， 要求是训练有素 、 知

识丰富 、 有任期 、 有调解任务记

录 、 接受评估 ， 调解程序是公开

的 ， 老百姓都知道 ， 调解 员主持

双方签署和解协议 ， 调解结果须

由 当事人签字确认 ； 第六是文化

特色 ， 调解 中心吸纳 了所有有影

响的社区领导人 ， 这是亚洲传统

当 中特有的方法 ，
比如在马来部

落 ， 头人就是当地调解 中心的负

贵人 ， 在印度社 区 ， 长老就是调

解中 心的负责人 ， 在中 国社 区 ，

宗社前辈就是社 区调解 中心的负

责人 ， 基本上都是 由普遍受到社

会尊敬的人充当调解角色 ；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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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特点是调解办法多元 ， 可以

当 面调解也可以通过 电子调解 ，

这样就避免 了激烈 的冲突发生 。

众所 周知 ， 新加坡 有
一

个

重要 的特征是法治 ， 这些调解组

织的工作在法律以外 ， 却是法治

的重要补充 ， 在政府之外 ， 却非

常有效地参与 了 社会 治理 的过

程 。 客观上而言 ， 调解中心的活

动实现 了 上述政治社 会学所说

的几个功能 ： 维护公正 、 建立连

接 、 回应诉求 、 有效解决 问题 。

作为基层的组织机制 ，
调解 中心

平衡 了社会的不同利益 ， 包括种

族之间 、 官 民之间 、 民众之间 的

各种分歧利益 ，
这种市民 自治的

治理责任承担 ， 大大提升 了 国家

保护社会公正的能力 。

从结构 的 角度 来看 ， 社 区

调解 中 心把社会成 员 和 国 家建

制通过基层组织联系起来 ， 使得

普通人拥有了 制度化的 、 平等的

解决 问题的通道 ， 通过这种方式

把 人民 整合进 国 家 公 共体制 的

保护之中 。 这样 ， 社会问题要么

进入调解 中心获得调解 ， 要么进

入法治渠道 ， 对市 民而言 ， 所有

的 问题都有人处理 ， 这当然促进

市 民对体制的认同 。

如果没有 这
一

机制 ， 上下

连接就会不畅或者中 断 ， 那就意

味 着市 民和公 共体 系脱 离 了 关

系 ， 从而很难受到公共体系的保

护 ，
既无所依靠又互不相关 ， 那

又怎么能对社区 、 城市 、 乃至国

家秩序产生认同 ？ 所以 ， 这些调

解机构虽然位于基层 ，
但是对于

整 个社 会的 利 益平衡起 到非常

重要的作用 。 如果公 民身边没有

平衡利益的社会机制 ， 很 多矛盾

找不到解决的途径 ， 不公正感就

会在社会 中逐渐积累 ， 人们对公

正 的诉 求就会 进入 公共 的 政治

舞 台 ， 从而要求国家干预来维护

公正 。

所 以基层 中介组织的 作用 ，

不仅是社会性的 ， 同时还是政治

性的 ， 因为它整合 了宏观国家和

微观社会之间的 关系 ， 它 的角色

和效能 ， 直接影响着老百 姓对于

宏观体制的接纳 、 服从和尊敬 。

从新 加坡 的 案例 ， 不仅 能

看到
一

种理念 ， 同时也能学习到

一

种可行的方法和制度建构 。 要

建立 良好社会秩序 ， 就需要重视

建立社会组织化通道 ， 重视恢复

基层中介组织的社会机能 。 这些

社会机能是连接 、 代表 、 庇护和

协调 ， 以促进所有居民 的整合 。

我认为 ， 如果没有认同 为基础 ，

就很难 形成真 正 的 共 享 ， 如果

没有形成共享就很难形成秩序 。

这是我对共享秩序如何建成的 思

考 。

（ 本文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

任 、 教授张静在 ２０ １ ６
“

生活与发展
”

研讨会
“

共享与更好价值导向
”

圆桌

会议上的发言 ， 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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