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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方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国际上出现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一些国际性组织如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UNDP）、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会（UNCDF）、世界银行、经合组织（OECD）的积极倡导
下，这一领域越来越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并被置于全球多中心治理的总体研究框架下展开。
而乡镇治理属于地方政府治理的范畴，因此被赋予不同于省、州等次中央政府治理的含义。
　　在我国，乡镇属于农村最基层的政府单位，它是国家在乡村的政治权力末梢，承载着国家的各项
职能，同时，也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结合部，维护和维系乡村政治秩序。
与村民自治不同，乡镇治理属于政府治理范畴，而村民自治是群众自治，属于社会治理范畴。
因而在广袤的中国乡村，有两种类型的公共权力，一是社会公共权力，代表着村民的利益；一种是政
治公共权力，代表着地方政府（Local State）的利益。
当两种利益一致时，乡村秩序得到维持，当两种利益有差别甚至抵触时，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和矛盾也
就由此而生。
　　祝灵君博士选择从权力授予的角度来观察当今中国乡村政治秩序问题，此项研究既有理论价值，
也有实践价值。
从理论上看，首先，他调整了流行的“国家一社会”两分的分析框架，而这一来自欧洲经验的分析框
架由于缺少本土背景的支持，在乡村研究中面临着与本土变量契合度不足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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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治理理论中，公共权力授予与治理之间紧密联系，不同的权力授予模式会导致不同的治理效果。
本书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乡镇治理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不同权力授予模式与政治秩序或冲突的关系。
为了使“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运转起来，本书嵌入“公民授权”的环节，建立了“国家授权、公民授
权、社会授权”的“三分”框架。
三种不同授权体系的互动是乡村冲突或秩序产生的根源，形成了“国家授权悖论”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乡镇出现了管理型、协商型、选举型三种秩序，本书在评价各种秩序的基础
上为构建和谐的乡镇秩序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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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政治冲突的角度看，近代以来形成了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批判学派，以马克斯·韦伯、齐美尔、
达伦多夫、科塞等为代表的分析学派。
批判学派的阶级冲突论以无产阶级专政观、人民民主专政观、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等为理论基础，而分
析学派的冲突观为罗伯特·格尔、查理士·梯利、T.C.谢林等学者所继承，成为分析发展中国家政治
冲突与稳定的理论模型。
这些学者对政治冲突起源的研究，大致有以下观点：　　1.资源稀缺和分配不公论　　埃克斯坦和格
尔等人都认为，政治冲突的重要起因在于资源分布的不均等。
这种不均等主要表现为结构性资源分布不均等和分配性资源不均等。
结构性资源分布不均等主要与社会结构有关系，即人类社会所存在的阶级、民族、种族、地域、集团
等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了社会成员在获取政治资源的能力上的不均等；其次是权力、权威结构和影响
力分布的不均等问题；分配性资源不均等是指在社会分配制度的过分倾斜，势必导致社会内部成员的
相互对峙，加大社会成员对于政治权威的期望，这种紧张往往是政治冲突的前奏；另一位冲突理论家
柯林斯也提出，冲突是由财富、权力、声望和其他产品的不公平分配引起的；①拉尔夫·达伦多夫则
认为社会对立和政治冲突的根源在于“权力”和“权威”的争夺，由于“权力”和“权威”都是稀缺
资源，因此各种团体和组织都要为此而竞争，冲突由此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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