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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巨变，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本套丛书试图通过对全国十多个省不同村庄的调查，来描画巨变中的乡村中国图景。
　　治理之变　　2000年前后，农民负担沉重，村级债务剧增，干群关系紧张，农村治理陷入困境。
李昌平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来描述当时的状况。
　　在农民负担持续加重，农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机的同时，农村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村民委员会
组织法》1988年试行，1998年正式实施，它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从日渐严重的农村治理形势来看，村级民主对于解决三农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开始大规模推进以减轻和规范农民负担为目标的农村税费改革。
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取消了针对农民的各种收费。
取消农业税，意味着持续两千年的农业税历史的终结，意味着以农养工、以农养政时代的终结。
不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开始大规模向农村
转移支付财政资金，从而实现了由从农村提取资源到向农村输入资源的战略转变。
　　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缓解了干群关系。
之前因收取税费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复存在，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开始发生变化。
　　取消农业税及附着在农业税上的各种农民负担，使得乡村组织的收入大为减少。
乡村组织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难以维持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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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经过作者2004年以来在全国七省九村细致的个案调查，形成《村治
模式：若干案例研究》。
书中讨论了不同地区村治的特点，建构了若干区域性的典型村治模式，提出了划分中国农村区域的方
法，比较了不同区域乡村治理的差异。
《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试图在大量经验资料的基础上达到三个目标：一是证明区域比较对于乡
村治理研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二是尝试提供一个区域比较研究的进路，三是提出大量值得深入研究
和检验的初步观点。
　　《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为贺雪峰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
组织关系研究》（批准号：04BZZ015）的成果之一。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村治模式>>

书籍目录

总序自序导论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以在全国九个农村地区的调查为例农民行动逻辑与乡村治
理的区域差异南方农村的村治模式徽州村治模式的关键词——以安徽绩溪县宅坦村为例武义村治模式
研究——以浙江武义县后陈村为例中部农村的村治模式村民组与农民行动的单位——安徽肥西县小井
村调查衡阳村治模式的关键词——湖南衡阳三湖镇文光村调查农民的闲暇与价值问题——辽宁省大古
村调查北方农村的村治模式关中村治模式的关键词——以陕西武功县新庄村为例小亲族与派性——山
西夏县董西村调查地方性规范与农民行动单位——河南开封西姜寨乡调查联合家庭、门子与宗族——
豫北吕村镇调查附录论村治模式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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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　　——以在全国九个农村地区的调查为例　　自2004年7月开始，我先
后到陕西、安徽、河南、湖南、山西、浙江、辽宁等省的农村调查，撰写了九篇描写不同地区村治特
点的“村治模式”。
此外，近年来，我还在全国其他一些省市的农村进行调研，也积累了大量一手实证资料。
本章中，我将以已有调查资料为基础，尤其是以收入本书的九篇调查报告的案例为基础（但并不限于
本书的案例），来讨论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
这个讨论将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以个案村庄调查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区域性村治模式之间的比较，尤
其是收入本书案例之间的比较。
这些比较将在诸多具体村庄政治社会现象层面展开，具体如老年人的处境，妇女的地位，家庭结构，
住房竞争，面子，人情，纠纷调解，土地调整，一事一议，公共品供给，计划生育，农民上访，农民
负担，村级债务以及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等等。
二是在更为宏大的层面进行区域比较。
具体地说，近年的农村调查经验使我认识到，村治模式不仅存在具体的小区域差异，而且存在大区域
的差异。
比如，南方农村不同地区的村治状况虽然也有很大的差异，但若与北方农村相比，南方农村之间的相
似多于不同。
同样，这里说到的北方农村，又是一个具有内在相似性的农村，不然，就很难用北方农村来指称。
中国乡村治理的南北差异，其表现如何，原因如何，都值得探讨。
我们试图建构出一个较一般的区域性村治模式，一个更为广泛的、带有相当大的区域性特点的区域性
村治模式，以便更好地把握中国乡村治理的整体状况，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一个包括具体地理解中国
乡村治理逻辑的概念体系。
本书所论及的大区域，主要指南方农村、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
①　　以下分节讨论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部分。
其中，第一节讨论划分区域的标准与原则，第二节至第四节讨论家庭，第五节至第九节讨论农民的生
活，第十节至第十二节讨论农民的地方性共识，第十三节至第十八节讨论村级治理状况，第十九节至
第二十一节则是对第一节讨论的回应。
　　一、区域的类型　　在本章乃至本书中，区域有两个层面的所指：一是指具体的地域，一般是超
出村庄，但又小于宏观的南方、北方农村的区域。
这样的区域包含多层次的内容，比如，小至县域，大至省域。
本书收录的九个案例虽然大多数是以村为调查单位，但讨论范围却远远超出了村庄，而试图利用至少
是县域的资料，以揭示出一个较大范围地区的村治特征。
比如，一些报告主题中的“关中”、“徽州”，都是超出县域的区域。
我们试图利用撰写“村治模式”来克服个案调查与区域研究之间的张力①，以个案村庄调查为基础，
容纳更广泛的区域资料，来讨论区域性的村治模式，并在个案调查与区域资料之间反复互动、互验，
这样就可能较好地把握不同区域农村的治理特征。
而通过对不同的区域性村治模式的比较，比如通过关中村治模式和衡阳村治模式的比较，很容易发现
关中农村与衡阳农村村治的差异，而非关中一个村庄与衡阳一个村庄治理状况及其机制的差异。
通过对全国农村的广泛调查，把握不同区域村治模式的特征，就可能逐步理解中国不同区域农村治理
的机制，并建构起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概念体系。
我们最初调研的是村庄，是个案村庄。
将个案村庄的村治模式容纳进区域的资料，就可能建构起一个超出村庄的区域性农村村治模式。
中国农村是由众多的区域性农村构成的，既然我们可以理解关中农村、徽州农村、豫北农村，我们就
可以逐步理解全国的农村。
　　以上村治模式层面的区域，相对于全国来讲，显然只是比较小的区域，全国农村至少包括数十个
此等规模的区域，在这数十个区域之上，还有更大的区域，这就是本书框架中所划分的南方农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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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农村和中部农村。
相对于较小的区域，大区域的区域特征更为粗糙且边界更为模糊。
大区域的划分要有内在标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以大区域来统领小区域，并从小区域的研究中汇集
出大区域的特征，从而为总体把握中国农村提供可能。
　　在本书中，划分大区域的依据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是不同农村地区历史
与地理结构的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集中表现在三点：一是离中央权力重心的远近，二是地方性规范的差异，三是开发时期的
差异。
具体地说，北方地区，如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和河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也一直是中央权力
的重心所在。
尤其是北方农村广袤的平原，使国家权力较容易渗入农村社会中，也使战乱灾荒的恶果容易放大。
而南方地区，如福建、广东、江西等省，相对远离中央权力。
而且宋明之后，农村社会的宗族重建十分普遍，村庄中形成了强有力的地方性规范。
中部地区在本书中并非仅指地理上位于南北之间的地区，而是指开发时期较为晚近，地方性规范还未
能有力生长出来的地区，典型的如东北三省，开发历史不足200年。
又如荆湖地区，也只是在明末修筑长江大堤和更晚近的汉江开发之后，才“湖广熟、天下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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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贺雪峰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关系研究》（批准号
：04BZZ015）的成果之一。
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巨变，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汇集了来自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陕西、浙江
、江苏、吉林、福建11个重要农业大省15个村庄的调查研究报告，描述巨变中的乡村中国图景，展现
北方农村、中部农村和南方农村的非均衡性，透视中央农村政策在不同地域村庄的实践逻辑，为关心
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读者提供生动的村庄现场，为政策研究部门提供有益的观点，为中国社会科学
的本土化贡献微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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