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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收入差距、生活满意感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探讨·

吴开松，李华胤
(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捌E武汉430074)

摘要：将收入差距细化为实际收入差距和心理收入差距，对心理收入差距作了操作性定义．即个体现在所得

收入与其心理期望的收入的差值。在此基础上，将心理收入差距、生活满意感作为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进行探

讨，并从心理学角度对心理收入差距、生活满意感与群体性事件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心理收

入差距比实际收入差距更能真实地测评个体生活满意感。生活满意感、温和／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三者显著

相关；生活满意感与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显著负相关。生活满意感在心理收入差距与温和／激烈型群体性事

件意愿之间起着调节作用。生活满意感在心理收入差距与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最后从心

理疏导层面为政府部门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提出了相关预警措施。

关键词：心理收入差距；生活满意感；群体性事件；心理预警

中图分类号：D63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4)02_0162_06

一、核心概念说明

自2004年重庆万州事件后，“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

在主流媒体中被广泛使用，同时它也作为学术词汇得到

研究者的认可和使用。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

重大问题．[1]王二平等将群体性事件定义为：“部分群众与

当地行政当局或强势社会集团的对抗性冲突。皿牧早对集
群行为进行探索和研究的是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法

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其经典著作《乌合之众：大

众心理研究》中对群体心理的非理性和情绪特征进行了

系统阐释；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从公共选择理论和经

济理性人的角度阐释了群体行为的特征。他们的思想对

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的价值。

综合国内外研究，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

涉及社会认同、社会公平、集体效能、相对剥夺、群体情绪

等。主要理论有相对剥夺理论、社会认同理论、资源动员理

论、社会抗争模型等：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群体认同是个体

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决定因素：社会抗争模型从认知理性

角度来解释群体性事件。但是，这些理论视角似乎是“将婴

儿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了”，[31即从单一因素、理性认知或

心理动态的角度对群体性事件作了详细的阐释，而很少

从个体的生活状态去解释群体性事件一参与群体性事

件的个体是否是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或生活状态满意，或

个体是否对自己的生活有较高的期望值。而这些高期望

远远没有得到满足或实现。更为具体地说就是目前的经

济状况有没有达到其理想的水平。

研究指出。个体主观幸福感分为三个层次：生存型幸

福感、发展型幸福感和超越型幸福感。H乜就是说，收入处
于个体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最低层次．马斯洛的需要

层次理论也论证了这一点。个体要生存就必须保证一定

的经济收入。相对剥夺理论的核心命题也认为，当人们感

知到他们当前所享受的生活水准与他们认为他们应该享

受的生活水准之间的不一致时．人们就开始变得不满和

具有反抗精神；获得与期望之间的差距(或“相对剥夺”)，

正是集体暴力的原动力，差距越大。越有可能产生动乱。吲

引发个体相对剥夺感的对象有多种，如经济收入、生活水

平、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和幸福感等。[6】相对剥夺这一概念

表明．人们对自身处境的评价与其客观环境没有太大关

系，而取决于个体的比较过程，即现状与期望的比较。这一

差值可以作为个体生活满意感测评的一个良好指标。能

够通过数字统计和科学量化的只有经济收入。也就是说。

经济收入差距可以作为测评个体生活满意感或幸福感的

一个指标，经济收入差距对生活满意感有一定的影响。生

活满意感血fe SatisfactioIl'LS)又称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

(Happiness)、满意感 (Satisfaction)、主观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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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ive Well—being)和福利(Welfare)等，n1是指个人

依照自己选择的标准对自己一定时期或大部分时间生活

状况做出的总体性认知评估．[83它是一种个体对自身生活

现实状况与理想状态之间差距的主观认知和评价．它主

要包括对待生活积极的态度、健康的自尊和较少的负面

情绪；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自己生活的综合判断，是衡量

主观幸福感的有效指标。引而主观幸福感能够预测攻击性

行为倾向。[10】据此可以说。生活满意度与攻击性行为倾向

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正如我们在诸如瓮安事件、孟连事

件、乌坎事件中看到的那样，攻击性行为(如打砸抢、示威

游行、抗议等)是群体性事件中经常会发生的。参与者往往

对自己的生活不是很满意．主要集中为较低收入者．有的

甚至处于经济被剥夺或经济状况低劣的边缘。

学界关于收入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际收入差

距、收人分配公平、收入差距与社会公平正义等的研究上，

如认为居民地区收入差距是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收入分配不公对社会公平正义有着重要的威

胁，实现社会正义必须缩小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正。

[1z]应该说．从社会宏观层面去考虑收入分配公正并提升个

体主观幸福感和社会公平感忽略了个体自身对于收入差

距的认知与感知。事实上，决定人们反应的层面。主观感受

可能比客观事实更为重要，[1，也更能真实反映人们对自己

生活的满意感和对社会、政府的认同。因此，本次研究将个

体收入差距分为实际社会收入差距和个体心理收入差

距。实际社会收入差距是指个体的收入与整个社会收入

的总体水平的差值；个体心理收入差距是指个体心理期

望的收入与其现在所得收入的差值。嘲B么在这里．我们将

思考：个体心理收入差距是否更能反映个体内心的现状

与期望之差呢?是否与个体生活满意感有着更为紧密的

关联性呢?心理收入差距与群体性事件意愿是否存在某

种关联呢?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将心理收入差

距、生活满意感纳入群体性事件影响因素的研究之中．从

社会心理学角度去分析和探讨此二者与群体性事件意愿

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由于群体性事件暴发的偶然性和过

程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测量的难度．所以研究中一般采用

群体性事件参与意愿(Collective Active Intention)作为群

体性事件的测量指标。[1·3本文中．将群体性事件分为温和

型和激烈型)，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第一，假设较之实际

收入差距而言，心理收入差距更能准确、真实地反映个体

生活满意感：第二，假设生活满意感较低的个体具有较强

的群体性事件参与意愿：第三，假设个体生活满意感在心

理收入差距与群体性事件参与意愿之间起着调节或中介

作用。

二、研究工具与研究对象

(一)研究工具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影响群体性事件的相关变

量进行测量．主要采用了一般生活满意感量表和群体性

事件意愿问卷。

1．一般生活满意感量表。由于本研究主要探讨个体

的总体满意感。并不是针对个人特定的生活领域，因此采

用kung(1992')的“一般生活满意感量表”(General Life

Satisfaction Scale。GLsS)中文版问卷。该量表共有6个项

目，采用利克特7点计分方式，即完全不符合l——完全

符合7。在本次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Cmnbach d)为

o．814。

2．群体性事件意愿问卷。分别从温和型群体性事件

意愿和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两个维度进行测量。f15恫卷

共9个项目，采用利克特7点计分，即完全不符合l——
完全符合7，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在本次研究中，内

部一致性系数为0．949。

(二)研究对象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从曾发生过“瓮安事件”的

贵州瓮安县城附近5个乡镇(因县政府资料显示事件涉

案人员主要为县城周围居民)，随机抽取216名乡镇居

民、村民，获得有效问卷为216份。被试样本的基本情况

详细如下表l所示。

表1：被试基本情况(№乏16)

项目 类别 人数(人) 百分比(％)

男 104 48．1
性别

女 112 51．9

汉族 152 70．4
民族

少数民族 64 29．6

18岁及以下 3l 14．4

19—30岁 74 34．2

3l—10岁 39 18．1
年龄

4l一50岁 42 19．4

5l-150岁 2l 9．7

61岁及以上 9 4．2

小学及以下 2l 9．7

受教育程度 初中 47 21．7

高中／中专／技校 56 25．9

大专及以上 92 42．7

政治面貌 党员 56 25．9

非党员 160 74．1

三、研究结果

采用SPsSll5对数据进行分析。其结果如下：

(一)差异性分析

分别将个体实际收入与心理收入差距(心理收入差

距=心理期望收人一实际收入)从低到高进行排序．然后

取高分端的27％作为高分组，取低分端的27％作为低分

①因学界还没有对“心理收入差距”作明确的阐释或定义，在本文中，只对其作操作性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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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再对这两个组在生活满意感、温和型群体性事件意愿

和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上的得分进行差异比较。结果

发现，实际收入高、低组在这三者上均无显著差异。而心理

收入差距在温和型群体性事件意愿和激烈型群体性事件

意愿上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裹2： 各变量的差异比较(涵)
温和型群体性激烈型群体性

类别 项目 生活满意感
事件意愿 事件意愿

高分组 25．37士6．770 16．98±7．419 10．72±5．826

实际收
低分组 27．08±7．080 15．38±7．175 9．96±5．570

入

t值 1．199 一1．065 —0．646

高分组 23．95±6．830 18．07±7．063 11．73±6．032

心理收
低分组 26．47±5．970 14．63±6．306 9．05±5．305

入差距

t值 1．824 —2．395 —2．199

注：★表示P<0．05。

(二)相关性分析

实际收入、心理收入差距、生活满意感与群体性事件

(温和型和激烈型)意愿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结

果表明，实际收入与生活满意感、温和型群体性事件意愿

和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之间相关不显著：心理收入差

距与生活满意感、温和型群体性事件意愿和激烈型群体

性事件意愿之间呈显著相关：生活满意感与激烈型群体

性事件意愿呈显著负相关。而与温和型群体性事件意愿

相关不显著。

表3：各变量的相关矩阵

项目 l 2 3 4 5

l实际收入

2心理收入差距 0．085

3生活满意感 —0．079 —0．185

4温和型群体性事件意愿 0．096 0．186 —0．144

5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 O．045 0．180 -0．183 O．756

注：★★表示P<．01。★表示P<．05。

(三)生活满意感对心理收入差距与群体性事件意愿

的调节作用

采用Baron和Kennv在1986年提出的方法进行调

节作用分析。[161以生活满意感为调节变量，以心理收入差

距为自变量。以群体性事件意愿性为因变量，作层次回归

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心理收入差距对温和型群体性事

件意愿主效应显著，生活满意感对温和型群体性事件意

愿主效应不显著。两者的交互作用达到显著水平，说明生

活满意感在心理收入差距与温和型群体性事件之间起调

节作用。且主效应与交互作用对温和型群体性事件意愿

的解释变异量达9．3％；心理收入差距对激烈型群体性事

件主效应显著，生活满意感对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主

效应显著，两者的交互作用达到显著水平，说明生活满意

感在心理收入差距与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之间起调节

作用，且主效应与交互作用对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的

解释变异量达蚴6。这三者之间的调节作用如图1所示。
表4： 生活满意感对心理收入差距与

群体性事件意愿的调节作用

温和型群体性事件 激烈型群体性事件
意愿 意愿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一 步骤二

心理收入差距 1．125 5．617·· O．806 4．101·宰

生活满意感 —0．96l —O．889 —O．882} —0．829·

心理收入差距·生活
2．162· 1．586·

满意感

R2 0．053 0．093 O．058 0．094

△R2 0．053 O．040 0．058 0．036

F 4．416木 5．352·· 4．878+· 5．445·掌

注：★★表示P<．01。★表示P<．05。<9
<④—』一<≥

图1 生活满意感对心理收入差距与

群体性事件意愿(温和·激烈)的调节模式圈

(四)生活满意感、心理收入差距与群体性事件意愿

之间的中介作用

由于生活满意感与温和型群体性事件意愿的相关系

数不显著．因此不作中介作用分析。以心理收入差距为自

变量．以生活满意感为中介变量．以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

愿性为因变量。作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生活满

意感在心理收入差距与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之间起中

介作用。这三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如图2所示。

裹5： 生活满意感在心理收入差距与

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Y=0．180X+9．790 SE=0．000 t=2．307+

第二步 M=—0．1 85X+25．936 SE=O．000 t-一2．380+

第三步 Y=O．150X—O．136M+13．278 SE=O．065 t-一2．080}

SE=0．000 t．1．9()4

注：SE表示标准误。★表示P<0．05。<三≥
<至多——<壶!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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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心理收入差距、生活满意感与

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之间的中介关系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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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与探讨

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基本上验证了研究初始提出的

三大假设。心理收入差距、生活满意感、群体性事件意愿三

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心理收入差距这一概念的科

学性和适用性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数据的支持．结论具有

一定的可行性和参考性。

(一)心理收入差距、生活满意感与群体性事件意愿

三者之间的影响

心理收入差距高、低组在温和型群体性事件意愿和

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上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而实际

收入则没有这种差异，说明个体实际收入与期望收入差

距越大，越倾向于集群行为。差距大说明个体的实际收入

远远不能满足个体在生存、教育、养老、医疗等各方面需

求，也与个体想要达到的生活水准相距遥远．在现实生活

中，通常表现为个体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不幸福，其心理

状态就会经常处于一种低迷、失落、沮丧、失望等状况之

中，这种情绪往往具有引发攻击和消除伤害源行为的作

用。悲伤促使人们放弃和退缩。恐惧促使人们谨慎和躲避

伤害，[171此时个体更加倾向于通过各种集群行为来向外界

表达自己的不平衡心理。希望通过这种渠道或手段来实

现自己的利益诉求或其它目的。无论是城市的还是农村

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都属于利益关系矛盾．关乎群众

的切身利益，即便有些从直接原因看属于“无直接利益冲

突”的群体性事件其实背后也都有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人

民群众积怨的背景。c18]因此，心理收入差距与生活满意感、

温和型群体性事件意愿以及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均存

在着显著关系。心理收入差距越大．个体对自己的生活越

不满意，也就对群体性事件拥有较高参与意愿。不管是温

和型的群体性事件还是激烈型群体性事件．个体在参与

过程中均可以达到两种目的：一方面可以缓解、宣泄长期

以来的不满情绪，一方面可以向外界表达自己的利益诉

求、权利诉求、弱势声讨等。因此，这也就证明了较实际收

入而言，心理收入差距在个体生活满意度、群体性事件意

愿的测量上更大程度的科学学、精确性、适用性、预测性。

心理上的收入差距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比较，一种理想与

现实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往往可以导致个体在某些方

面的主观感知和体验，更容易引发其他一系列的反应，包

括情绪反应和行为反应。

如果收入差距而导致的个体主观幸福感或生活满意

感长期保持低值，他就会急于改变这一状态．而最有效的

就是极端行为，这一方面有利于泄愤，另一方面有利于个

体在激烈型事件中获得一种短暂的强势的心态和地位．

而温和型事件则不具备这种心理补偿和地位补偿的作

用。因此。生活满意度与激烈型群体性事件之间呈显著负

相关。而与温和型群体性事件意愿之间相关性不显著。通

过极端行为。个体可以以更短的时间、更小的担负成本、更

大的诉求声势、更快的外界回应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二)生活满意感对心理收入差距与群体性事件意愿

的调节作用

简单来说．心理收入差距就是现在可以获得的全部

收入与其所期望的收入的差额。这种心理上的收入差距

是广泛存在于每个人心里的，因为人与生俱来一种获得

本能和趋利避害本能，这不仅是人天生的能力，而且是人

天生行为推动力．【19]即是说人天生就有一种不知足、不满

足的本能，有着无限的欲望和渴求。但是，这种本能并不对

个体具备一定的行为导向作用，不能说心理感知到收入

存在差距就会采取行为去实现这种缺失．因为心理收入

差距的大小并不必然导致生活上的不满。二者之间只具

有一定的相关性．因为生活满意不仅包括经济性因素，如

收入、失业、通货膨胀，还包括非经济性因素，如个性因素、

社会人口因素、社会关系等，例所以此处的心理收入差距

并不一定使个体具备一定的外在行为指向。只有可能使

其产生一定的消极情绪体验。如失落、沮丧、失望、忧伤等。

Zomeren等人在研究中发现，这种消极情绪，尤其是愤怒

情绪。是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刺激因素，容易诱发群体性事

件。Ⅲ1只有当其他因素叠加起来。如教育机会缺失、养老医

疗无保障、就业机会不均等等，促使个体感觉自己生活极

不满意，在一定时期内通过自己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应有

的改善或提升，那么此时内心的各种不满、怨恨呈线性增

加，达到机体不能承受和容忍的程度时．就会导向一定的

集群行为或外界反应。生活满意感在心理收入差距与群

体性事件意愿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即是说．生活不满会刺

激高心理收入差距的个体的行为指向，并增加其参与群

体性事件的意愿。生活满意感与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

呈显著负相关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生活满意感对心理收入差距与群体性事件意愿

的中介作用

生活满意感与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呈显著负相

关，说明个体对自己的生活越不满意，其参与激烈型群体

性事件的意愿性越高，即极端行为导向越明确越明显。因

为温和型群体性事件耗费的时间长，自然经济成本也高，

更重要的是结果的不确定性和可测性小．作为一个经济

理性人，更加看重的是“如果自身参与该行动．估计多大程

度上有助于该行动的成功”、“如果很多人参与。与其该行

动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预期会有多少人参与该行动”．

01在经过利益权衡和结果预期之后个体就会更加倾向于

采取相反的行为，即激烈型群体性事件。对于利益相关情

境，群体效能和群体情绪同时发挥作用．当个体的利益高

度卷入时，㈤不满、愤怒等情绪就会有高度的指向性。从参

与者的心理状况来看，从众心理、法不责众心理、逆反心

理、情绪传染心理是参与者形成群体的必不可少因素，∞]

这同时也增加了个体在群体中采取极端行为的可能性。

而在此基础上，心理收入差距感则会加剧这种指向．即心

理收人差距的加大增加了生活不满意感的增强．生活不

满意感的增强则又会增强其参与激烈型群体性事件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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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最低需求是生理需

求，即生存的需求，当个体的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时才会

产生高层次的需求，当个体高层次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

就会转而回到最低层次的需求上。㈨并希望在低层次需求

上，得到更多的满足。因此，可以说，基本的经济收入是个

体生存必须的保障，收入的满意也是生活满意感的首要

因素；心理收人差距的增加，生活满意感就会降低，导向激

烈型群体性事件的意愿性就会增强。所以，生活满意感在

心理收入差距与激烈型群体性事件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五、结语

(一)研究结论

1．心理收入差距是指个体现在所得收入与其心理期

望的收入的差值。心理收入差距比实际收入更能真实、准

确地测评个体生活满意感。

2．心理收入差距、生活满意感与群体性事件意愿之

间有着一定的关系。心理收入差距与生活满意感、温和型

群体性事件意愿和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之间呈显著相

关：生活满意感与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呈显著负相关，

而与温和型群体性事件意愿相关不显著。

3．生活满意感在心理收入差距与群体性事件意愿

(温和／激烈)之间起着调节作用。

4．生活满意感在心理收入差距与激烈群体性事件意

愿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二)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心理收入差距对群体性事件意愿性有着

显著相关性。而生活满意度在心理收入差距与群体性事

件意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因此，从

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提高民众的生活满意感和缩小民众

心理收入差距可以有效预防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

1．发展经济，提升民众实际收入水平是关键。心理收

入差距的来源主要还是民众自身的收入。那么对于政府

而言．预防、应对和治理群体性事件最重要还是要从源头

开始，即大力发展当地经济，招商引资，鼓励创业，带动经

济的连锁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另外，还要扩大与民

众的对话渠道，在发展经济的时候要认真听取民众的各

种利益诉求，尽量在不伤害其经济利益的情况下促进本

地经济发展。建立健全信访机制，使信访成为民众利益诉

求和利益声讨的有效渠道，这一点可以学习贵州瓮安模

式．从县财政专门划拨一笔信访基金，从制度和物质上保

证信访机制的良性运行。

2．加强心理调适．提升民众心理和谐水平是根本。心

理和谐是指个体对内能悦纳自己，平衡情意的失调、化解

内心冲突；对外能悦纳他人、适应社会、调整困难与挫折引

起的情绪与行为反应，化解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事之间的

矛盾与冲突，从而达到一种愉悦的心灵状态。心理和谐包

括自我和谐、人际和谐、人与事的和谐3个维度。澄1心理和

谐是影响生活满意感和主观幸福感的一个主要指标。因

此，要使民众产生高生活满意感。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努力

采取各种措施，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另一方面应疏导对话

渠道，注意与民众进行沟通，引导民众对政府产生信任感、

满意度，从而提升其对政府的认同。∞1使其相信政府能够

改善其窘迫的生活状态．从而缓解民众心理上的不满、怨

恨等情绪．通过提升其生活满意度和促进心理和谐来有

效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参与意愿。

3．讲究分配正义，缩小收入差距是基础。收入差距在

我国普遍存在．经济发达地区、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城

乡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收入悬殊过大等

问题。如何缩小收入差距，促使收入分配公平正义，是当前

要务。罗尔斯也指出。分配的正义就是每一个人在他的合

法期望赖以建立的公共规则体系下获得了他有权得到的

整个收入(工资加转让)。∞可以通过税收杠杆、政策优惠
或政策倾斜等手段对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给予更多

的经济扶持、精神关怀。促使其社会认同提升的同时，提高

其主观幸福感以及生活的信心。

4．完善民众情绪跟踪、民意测验和民情考察制度。研

究发现，民众的情绪指向、民意行为指向与群体性事件有

着紧密的关系．政府部门必须从这一点做好民众的心理

安抚工作。加强民意测验，利用现有的人员，如驻村干部或

村民委员会成员，从制度上规定定期民意考察和民情观

察是一项基本工作．并定期制定民众情绪波动表或编写

民意民情趋势图。在这一工作中．要及时发现民众中具有

明显的情绪指向和行为指向的个体。并针对其特殊问题

做好心理沟通、疏导、辅导等。具体来说，依托新农村建设

中文化站，以村为单位，设立心理工作者，做到“一村一站

(心理工作站)”、“一村一人(心理工作专干)”。该机构可以

通过人际你我他”、“神奇的沟通”、“人际交往策略”等活动

㈤提升村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实现“有问题找政府沟通，有

难题向专干咨询”。

(三)研究展望

从理论上．本研究对收入差距进行了类别划分，即心

理收入差距和实际收入差距，对心理收入差距进行了操

作性定义．并以数据支持和证明了心理收入差距比实际

收入差距更能科学、精确地测评和反映个体生活满意感，

扩充了收入差距与社会公平正义研究的理论。把群体性

事件影响因素扩展开来。将心理收入差距、生活满意度纳

入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心理收

入差距、生活满意感与群体性事件意愿三者之间的关系

进行分析和探讨．得出了如下结论：生活满意度在心理收

入差距与群体性事件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生活满意度

在心理收入差距与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之间的中介作

用。不仅丰富和拓展了群体性事件研究的相关理论。而且

在实践上。从心理学角度给予政府部门预防、源头治理群

体性事件提供了一定的指导。但是．本研究只是对心理收

入差距进行了操作性定义，并没有给予其学科性质的定

义．同时也未深入探讨生活满意感的具体因素以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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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方式影响其主观心理感受的。

未来的研究依次为线索．对这些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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