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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鲜明地将农民与宪法联结起来，以宪法视角集中讨论了当代中国农村和农民诸问题，拓展了
农民问题研究的新视野，提升了农民问题研究的新境界。
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就是要正视农民是共和国公民这个基本常识，就是要充分尊重、保障和实现宪法
赋予农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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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英洪，出生于湘西农村，研究员，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尤其关注农民
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尊严。
主要著作有《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农民权力论》、《农民、公民权与国家》、《认真对待农民权
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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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初版序：被平均的大多数
修订版序
绪论
解决农民问题的权利视角
农民权利研究的基本方面
给农民以宪法关怀的意蕴
第一篇?二元结构与农民歧视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破除二元社会结构
“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二元社会结构
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和演变
统筹城乡发展，尽快改变二元社会结构
户籍制度的历史回溯与改革前瞻
短暂的自由迁移
严格限制农民进城
小城镇户籍改革的突破
户籍改革的认识障碍
恢复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
中国的农民歧视
农民歧视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农民歧视的主要表现
尽快消除对农民的歧视
城市化滞后与农民歧视
严重滞后的中国城市化
制约城市化发展的农民歧视
城镇化战略与制度创新
加快实施城镇化战略
我国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补上城镇化这一课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突破口
加快我国城镇化的政策取向
城市化：让农民说说
我们太擅作主张了
农民最有发言权
让农民自由选择
二元户籍制：半个世纪的“城乡冷战”
神州大地悄然筑起“户籍墙”
谁的大城市？

大城市其实并不大
城镇化中的误区
万众一心推倒“户籍墙”
第二篇?解放农民与农民自由
解放农民
将农民从二元结构中解放出来
加快改革束缚农民的旧体制
城市化是农民的一条解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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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由发展与乡镇体制改革
权利缺失：农民的三重困境
权力扩张：基层政权构建的本质特征
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乡镇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
自由迁徙：离我们还有多远？

自由迁徙是一项基本人权
计划经济排斥自由迁徙
市场经济呼唤自由迁徙
给农民自由
消除对自由的错误理解
破除二元社会结构
取消三级利益共同体
解读《户口登记条例》
农民的迁徙自由是怎样失去的？

苏联模式
中国需要现代政治家
恢复迁徙自由正当其时
正视迁徙自由权
迁徙自由的阙如
恢复迁徙自由正当其时
促进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
农民的生存境况：数字的视角
制约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为因素
构建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制度环境
从梁漱溟到李昌平：欲说农民好困惑
敢为农民说实话
为农民说话的“风险”
关键是要给农民以宪法关怀
第三篇?农民负担与村民自治
宏观视野中的农民负担
关于农民负担问题的几个认识误区
农民负担沉重的主要人为因素
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关键性对策建议
公共品短缺、规则松弛与农民负担反弹
问题的提出
投资配套、约束失灵与“二次维权”
公民权、村民权与乡村治理
简短结论
党群关系: “刀把”在干部手中
问题本来就简单，是干部搞复杂了
虽然不都是乡干部的错，但主要责任在干部
转变作风与体制改革：双管齐下的对策
三级利益共同体：县乡村权力运作与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从二元社会结构说起
三级利益共同体：概念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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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利益共同体的游戏规则
三级利益共同体的权力漩涡
能否打破三级利益共同体？

村民自治：困惑与依赖
“两委合一”能否推广？

村民自治的困惑
路径依赖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缺陷及其完善
“两委”关系界定不清
对乡镇干预村民自治的法律责任未作规定
没有设立村民会议的机构和班子
废除村干部职务终身制
能否废除“村官”职务终身制？

村庄成为终身制的最大乐园
废除终身制还缺乏制度化
“村官”终身制的政治后果
废除“村官”终身制的基本设想
第四篇?弱势阶层与宪法关怀
弱势阶层与社会稳定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
保护弱势阶层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诉求
农民为何弱势化？

保护弱势阶层的 “两大步”
“打工仔”基本权利的保护
“打工仔”是新兴的工人阶级
“打工仔”基本权益面临挑战
僵化的认识与滞后的政策
重新认识“打工仔”
农民工与“民工荒”
为什么会有农民工？

“民工荒”凸显政府缺位
分配不公与“民工荒”
新旧体制交织下的农民工——对话汤潇
与农民工同吃同住
新旧体制的交互作用
农民工是当代新兴的工人阶级
权利缺失与制度供给
农民工欠薪责任在政府
促进社会进步和体制完善
给农民以宪法关怀
二元体制的枷锁
“压力型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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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宪法之母的注视下
扩大基层民主
宪法关怀：解开农民问题千千结
农民问题：再次印证历史性怪圈
百计千方：屡屡跌入人治大陷阱
宪法之母：露出您神圣的威严和慈祥的笑容
农民问题呼唤宪政民主
学术界在瞎子摸象
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遗产
二元社会结构和三级利益共同体
人权与法治：农民的新需求
走上良宪治国的轨道
宪法到底是什么？

现行《宪法》的局限性
修宪与宪政
只有宪法才能救农民
绕过真问题的伪学问
农民的不幸缘于旧制度
除了宪法，农民没有救世主
以宪法关怀农民——对话章涌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解决“三农”问题的里程碑
拓宽农民增收的新视野
从宪法上关注农民
勇气比智慧更重要
一个农民之子的精神反哺
第五篇?权利保障与社会和谐
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权利
当代中国农民政治权利概述
当前中国农民主要政治权利评析
日常抵抗、依法抗争与宪法关怀
当代中国农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农民问题实质上是权利问题
国际人权宪章与中国农民权利
当代中国农民主要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评析
农民维权抗争与宪政体制改革
统一社保是“短视国策”与“洋跃进”？

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是短视国策？

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势在必行
当代中国农民的社会保障权
社会保障权：农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二元社会结构中农民社会保障权利的缺失
和谐社会构建与执政能力建设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农民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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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维权抗争进入当代视野
农民为什么成了弱势群体？

农民权益保护与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农民增收的制度环境
以制度公正促农民增收
“切好蛋糕”
构建公正的制度环境
以扩展农民权利加快农民增收
农民权利的短缺
在农民权利上实现突破
以扩权实现增收
第六篇?社会正义与政治文明
劳教制度：是改还是废？

劳动教养制度产生于非法治的特殊环境
劳动教养制度的惯性运行
劳动教养制度：是改还是废？

孙志刚之死与制度之恶
“谭颂德困惑”
孙志刚之死
公民的权利
警察暴力与人权保障
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何要滥施暴力？

引入人权观念
政治家是干什么的？
——评废止收容遣送办法
孙志刚事件催生制度之变
中国需要伟大的政治家
政治家是干什么的？

李昌平为什么成功？

是失败，还是成功？

说实话难的体制因素
“权力漩涡”
降低社会转型的痛苦指数
关注痛苦指数
弱势阶层的痛苦类型
提高生活质量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文明
党的以人为本的施政方针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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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和措施
农村党支部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主要任务
中国：走向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集中体现
破除建设政治文明的旧观念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行为的公开化、平等化、非暴力化
不失时机地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关注对政治文明的专门研究
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问题
在行动中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新农村建设与公民权建设
公民权是现代国家的基石
农民问题根本在于公民权的短缺
农民公民权在改革中成长与发展
公民权的制度建设与实践创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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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12月28日第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21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法律法规以及其他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甚至一些省
市区、大中城市的政府和行政部门通过的地方性法规或部门规章，都不约而同地扩大了劳动教养的对
象。
 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的新时期，一个新的趋势是，一些大中城市以维护城市治
安和秩序为名，开始将进城农民工作为劳动教养的对象，而一些农村的地方政府为平息因农民负担而
激化的基层矛盾，也借助劳动教养这一不经司法程序的便利手段制服所谓的“上访专业户”和“农民
抗争领袖”。
现在，全国共有劳教场所310多个，干警职工10多万人，收容劳教人员31万多人。
劳动教养适用对象日益扩大的严重后果是十分明显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游离于刑法之外却又
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劳动教养制度却“长盛不衰”，这充分说明劳动教养制度这一旧体制惯性
力量的强大。
 劳动教养制度：是改还是废？
 对于实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劳动教养制度，学术理论界却存在着众说纷纭的不同观点。
这些观点，大致分为保留、改革和废除三种情况。
 持保留论者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创建四十多年来，累计教育改造了近300万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
人，不仅为稳定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把大量被收容人员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因而这
一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是一些深怀“祖宗之法不可变”之陈腐观念者，他们看不到或不愿看到历史前
进的滚滚车轮，认识不到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人治转向法治的时代趋势，仍然固守传统
的旧观念、做法和体制不变，力图维持既得利益，他们对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宪法知识和观念
十分淡薄。
“只要结果正义，就可不择手段”正是这类人的信条。
在法治化的今天，这种观点已为绝大多数人所摒弃。
 持改革论者中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认为劳动教养制度虽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总体上仍然是合理的，主张通过改革劳动教养制度来
增强劳动教养制度的合理性，使其在新的形势下仍然发挥应有的整合社会秩序的功能。
这种改革论者从总体上维护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适当性，主张从技术性角度从事一些必要的
细枝末节的修补完善。
持此论者相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忽视或不愿意看到劳动教养制度反法治反宪政的一面，更体会
不到公民在非经适当的司法程序就被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非正义性和痛苦性的一面。
这种改革观，看似四平八稳，实则上是对旧体制的修补和完善，是一种逆改革的改革，其消极后果极
其严重，是不足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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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把农民当公民，把国家当人民共和国，“三农”的事就好办。
张英洪先生的著作讲清了这个道理，指出了具体操作办法。
他的书值得一读。
　　——党国英（著名三农研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赋权于民是现代
国家构建的核心，张英洪的著作对农民的公民权发展作了深度思考和探索。
　　——于建嵘（著名三农研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结束专权需要以
权力制约权力，建设民主需要以权利制约权力。
张英洪博士克服种种不利条件，多年专心研究中国大陆农民的权利问题，他的思考和见解，值得学术
界同仁关注，也值得社会大众关心。
　　——李连江（著名中国农村研究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
农民权利不断扩大和地位不断提升的过程，是实现平等国民待遇的过程。
　　——李昌平（著名三农学者，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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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把农民当公民，把国家当人民共和国，“三农”的事就好办。
张英洪先生的著作讲清了这个道理，指出了具体操作办法。
他的书值得一读。
——党国英（著名三农研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赋权于民是现代国家构建
的核心，张英洪的著作对农民的公民权发展作了深度思考和探索。
——于建嵘（著名三农研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结束专权需要以权力制约
权力，建设民主需要以权利制约权力。
张英洪博士克服种种不利条件，多年专心研究中国大陆农民的权利问题，他的思考和见解，值得学术
界同仁关注，也值得社会大众关心。
——李连江（著名中国农村研究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农民权利
不断扩大和地位不断提升的过程，是实现平等国民待遇的过程。
——李昌平（著名三农学者，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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