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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民粹主义 

• 作为社会思潮，将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
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反对精英主
义； 

• 作为政治运动，平民化是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本
质特征； 

• 作为政治策略，反对代表制，力求把权力尽可能
多得掌握在普通公民手中。同时，也有可能被政
治家所利用成为操纵群众的一种方式。 

• 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1997 



• 作为社会思潮：民众希望如何，政府就应
当如何，民众的价值判断就是最高的价值
判断。 



中国民粹主义简要发展 

• 第一波：五四运动；外部诱发，保国保种的压力直接刺激
了以思想领域以及政治运动的激进行为主要变现的民粹主
义； 

• 第二波：建国前后；以争取平均地权为核心的民粹主义思
潮诉求实际上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一度盛行的“
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本质还是在社会变革之际，
小农经济的集中体现； 

• 第三波：毛时代特别是文革时期，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
治策略，以体制外的方式（政治运动）来对整个“右派”
、“走资派”进行清理，人为地制造“敌对阶级”。 



当代民粹主义思潮及其表现 

 

•     当代中国民粹主义思潮重点表现为普通民众特别是草根
阶层仇官仇富，敌视精英，对于社会的精英阶层特别是官
员、体制内学者、资本家等秉持着不信任乃至一边倒的批
判态度，进而采取非制度化、非理性的方式去实现政治诉
求。具体主要以网络空间内的批评、批判、嘲讽乃至捏造
事实以及现实中的群体性事件等为表现形式。 



自下而上的诉求——雷洋案 

• 核心：突发事件引发民众对于体制的不信任 

• 1、事业单位员工、人大硕士标签使得雷洋成为整个中产
阶级的代表；雷洋案的发生使得整个中产阶级陷入到不安
中，进而激发了整个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 

• 2、制度建设的缺失与滞后，案发后粗暴的善后处置方式
、使得民众诉求更加难以得到制度的、理性的路径依赖，
进而借助非正常手段去进行探究真相； 

• 3、警方在重压之下重启调查，间接增加了以非制度性手
段达到制度性诉求的可能性；有可能会更加刺激这种非制
度性的民粹主义诉求。 



自上而下的调动——“这届人民不行” 

• 核心：政府意图自下而上的调动民众参与然而无法给以期望回应 

• 事件回顾：3.24人民网、新华网发表习骅署名文章《我们都是风气一分子》
，文中以患者给医生送红包讲起，批评整个中国社会办事就要走后门、拉关
系的社会现象。 

• 文中形容：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如：给门卫递支烟，大门立
即打开；停车费明明30元，司机递上10元钱说〝不要票了〞，收费员开心放
行；给办事员塞点钱，户口两天办妥，别人也许要等上一年半载…… 

 

• 文章称，人们的这种行为污染社会空气，是催生腐败不轨最温暖舒适的环境
。在享受所谓的〝反腐成果〞的同时，人人要思考自己的责任。 

 

• 文章发出后，立即引来网友们的热议。但文章的微博评论很快从2700多条被
删到53条，而且无法显示。》 



• 在评论中出现最多的话是：〝这届人民不行！〞，有人调
侃：〝这届人民配不上这届领导，是这个意思吗？〞；〝
这届人民不行，很不听话，拉了很多领导干部下水，拖本
届政府的后腿，给国家丢脸了！〞 

 

• 还有人嘲讽：“都是人民的错，多好的政府多好的党啊，
全让人民带坏了！”；“世风日下不能先赖老百姓。这就
跟你被偷了，赖你没有防范意识，不先去抓小偷是一个道
理。” 

• 由此“这届人民不行”成为网络上自我调侃的热词。 



• 1、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文章本身观点并
没有错误，不正之风的蔓延确实需要每一个人都去遏制，
都去反思，实际上民众本身也不会不期望一个有着良好道
德风气的社会； 

• 2、文章本意意在调动整个社会去为社会风气的转变尽一
份力，而不能单纯只依靠政府，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调动
民众容易，但在现实中政府却无法给以这种诉求以满意的
结果，以此期望和实际的落差使得民粹主义思潮就会爆发
，将平民化，以民众意志为准作为征服一切行动的根源。 



民粹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背景 

• 1、民粹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根源是社会结构的转型，转
型中新阶级与传统势力产生了对立； 

• 2、直接原因就是民众对于政府普遍性的对立与不满；转
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导火索； 

• 3、制度建设的滞后，使得民众缺少制度化、合理性的政
治参与途径； 

 



部分精英阶层自身
行为的“不检点” 

网络的推波助澜与
网络引导的滞后 

精英统治过程中的民
意表达渠道受阻 

古代传统以及近代
社会情况 

原因分析 

民粹主义思潮发生原因 



古代传统以及自身社会情况 
 

• 中国古代“平均主义”价值残留 

• “均贫富”“大同”思想成为统治者和思想家的追求，使
这种特性深刻的影响了民族特质。 

 

 

• 建国后一系列构建无差别社会的政治运动 

• 人为制造“敌对阶级”；“越穷越光荣”；污名化了差异
、资本等可能鼓励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部分精英阶层的不检点 

• 1、道德层面 

•  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财富与道德标准不统一，政治发展落后
于经济发展，国家管理者本身的道德素质不高。 

 

 

• 2、法律层面 

•     法律层面的缺失、精英阶层的违法乱纪 



精英统治过程中的民意表达渠道受阻 

• 1、现有民意表达渠道的代表性弱 

• 现有政治参与渠道的制度性不强，代表性也较为有限，难
以被群众所广泛认可，民众在政治上处于失语的状态。 

 

 

• 2、非制度性表达的兴起 

• 政府传统的维稳思维，使得在普通民众面临问题时，更倾
向于将事件闹大，最后以政府给与更多补偿息事宁人而告
终，实际上这种民众的抗争一方面确实反映出社会存在的
客观矛盾，但同时也进一步调拨了民众的极端情绪、激化
了社会矛盾。 



网络的推波助澜 

• 1、网络上的平等性 

•     网络的虚拟性缩小了现实中的身份差距，每个人都有近
乎相等的话语权，间接解构了精英话语权，降低了政治权
威。 

 

• 2、网络上的偏激性 

•     网民构成群体年轻，网络是一个虚拟的、开放的和平等
自由的空间，而情绪化的话语无疑在网络上更有感染力 



总结 

• 1、民粹主义思潮发生的核心原因是经济、政治发展所导
致的社会结构变化以及社会分层； 

 

• 2、民粹主义思潮本身是中性概念，向不同方面的转化主
要在于政府如何引导民粹主义思潮，一旦能够有效利用，
可以形成合力为政治提供强大的民意基础；一旦无法给于
社会需求正面反馈，民粹主义极易走向方面进而成为社会
正常进程中的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