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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试图讨论中国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村庄原因。
作者利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学者最近数年在全国二十余省市农村调查获得的资料，
从村庄内农民认吲与行动单位的角度，来理解自上而下的农村政策实践的过程、机制与后果。
《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的主要观点是，当前中国不同地区的村庄中，农民在超出家庭层
面具有不同的认同与行动单位，超家庭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构成了自上而下的农村政策实践所面
对村庄结构性力量的差异，由此造成政策实践的过程、机制与结果的差异。
超家庭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分布具有区域特性，从而使农村政策实践的后果具有区域差异。
《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提出了大量研究假设，并以搜集到的不同区域村级负债资料为基
础，初步验证了《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的研究假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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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从社区研究到区域研究　　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吴文藻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家就意识到开展
中国社会性质研究，建立中国本土社会科学，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性。
吴文藻认为自己为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主要做了三项工作：“第一，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第
二，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对中国国情的研究；第三，培养出用这种理论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科学人才”
①，具体地说，吴文藻倡导用社区研究的方法来开展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研究。
吴文藻安排自己的学生如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李安宅等人深入城乡作田野调查，取得了大量成
果，并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
　　费孝通沿着吴文藻指出的方向，试图以对不同类型农村的深入调查和研究来理解中国社会。
费孝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相继写作《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书，并组织研究人员进入不同类
型农村调研。
费孝通试图通过对中国不同类型村庄进行深入调研并因此来理解中国社会整体的努力，受到质疑，因
为从理论上讲，任何个案的社区研究只能代表个别，而不能上升到对整体的把握上去。
“对于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微观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的确是个问题②。
　　吴文藻、费孝通等人主张的社区研究，对于中国社会学界的农村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1990年代，时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的陆学艺主持了一项大型“全国百村调查”，希望通过
对不同类型农村社区的深入田野调查，来汇成对中国农村整体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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