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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区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仅是指城市社区，也包括农村社区。
因此，社区党建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天津这样的直辖市来说，就不仅是指中心城区的社区党建研究，
自然也包括广大农村社区的党建研究。
　　农村社区与中心城区社区相比，有较大的特殊性。
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广大基层农村都实行了村民自治的政治体制，因而，农村社区的党建问题，实
际上就是村民自治条件下的党的建设问题。
　　进行村民自治条件下党的建设的研究具有双重意义。
一方面，党的十七大把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到了我国第四大政治制度的高度与我国原有的三大政
治制度相并列，说明党中央十分重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建设。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农民民主权利得到
切实保障”作为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之一，指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容是：“发展
农村基层民主，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健全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加强基层政
权建设，扩大村民自治范围，保障农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实行政务公开，依法保障农民知情
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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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行村民自治条件下党的建设的研究具有双重意义。
一方面，党的十七大把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到了我国第四大政治制度的高度与我国原有的三大政
治制度相并列，说明党中央十分重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建设。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农民民主权利得到
切实保障”作为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之一，指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容是：“发展
农村基层民主，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健全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加强基层政
权建设，扩大村民自治范围，保障农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实行政务公开，依法保障农民知情
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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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乡村政治研究的语用环境中，“国家与社会”被看作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研究框架。
乡村治理属于基层政治社会领域。
我们在研究中国乡村社会政治时，就不能简单地照搬照套西方政治社会学的“国家一社会”分析范式
，而只能从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出发，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
许多学者们认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是从那种并不适合于中国的近代西方经验里抽象出来的一
种理论造”。
“我们的分析视野并不在于‘二元架构’究竟是不是现代化进程所必需的，而在于不可简单照搬西方
模式，并如何真正赋予其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
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过去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认识和实践上的偏差及失误，因而实
行了高度集权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形成了国家包揽和控制社会，权力遏制和侵吞权利的非均衡、不正
常状态。
进而在20世纪末，由众多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调适了国家与社会
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发挥了过去曾被消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②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看，在乡村治理的这一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延伸的趋势逐步强
化并制度化，并产生了较好的效果。
在国家权力不断延伸到农村社会的同时，农村社会的自我规范与发展以及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也
逐步加强，这一新的趋势表明，基层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协同发展的关系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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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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