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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村研究·政治系列：派系政治·村庄治理的隐秘机制》中，笔者首先明确揭示了派系及
派系竞争的概念所谓的派系是指人们通过特定的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现实功能的
非正式组织而派系竞争则是以派系为组织依托，旨在改变现存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集团性竞争行
为在文中，笔者把派系和派系竞争定位为，主导村庄治理运作的隐秘机制而本文的目的也就在于揭示
这种隐秘机制笔者在考察C市县级市市域内的各村庄形态各异的派系和派系竞争的基础之上，依据不
同的分类标准，对派系及派系竞争进行类型划分，并以个案描述为基础，比较了各种类型的派系竞争
对村庄治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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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琼欢，浙江奉化人，1977年生，就职于浙江省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副教授。
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政治社会学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已经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课题一项。
浙江省社科规划常规性课题二项，参与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若干项。
在核心刊物、省级刊物上共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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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村庄治理的双重效应一 多元派系竞争的正面效应（一）派系竞争有助于民主型政治权威的塑造（二
）多元派系竞争有助于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培育（三）派系竞争有助于民主型权力运行机制的构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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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三）村委会选举中出现的无序现象与文本制度间的偏离第九章 派系竞争与农村政治文化变迁一
政治文化及其研究之意义（一）政治文化（二）研究之意义二 派系竞争视角下的政治文化变迁（一）
政治文化之新因子（二）传统政治文化之痕迹三 派系竞争视角下政治文化之走向（一）从情绪型政治
文化走向法理型政治文化（二）从精英文化走向精英主导的参与型政治文化（三）从世俗文化走向价
值理性主义第十章 派系竞争之价值评判一 乡镇干部群体之评判（一）价值评判之内容（二）价值评
判之原因二 普通村民群体之评判（一）价值评判之内容（二）价值评判之原因三 学术群体之评判四 
科学地评价和对待派系竞争（一）科学评价派系竞争（二）科学地对待派系竞争第十一章 派系竞争的
未来趋向及规范一 运作环境的发展趋向（一）村治环境的行政化趋势（二）村庄派系的多元化趋势二
乡镇引导下的多元协商模式（一）乡镇引导地位的凸显（二）多元主体协商三 规范派系竞争之原则（
一）价值主义取向（二）充分参与取向（三）法制主义取向四 规范派系竞争之举措（一）加强国家对
农村派系竞争的宏观引导和调控（二）加强农村社区公共权力运作的制度建设（三）培育和提高村民
的民主素质结束语主要参考文献附录Ⅰ附录Ⅱ附录Ⅲ附录Ⅳ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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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村庄中的派系与政党派系之比较。
如果把派系与政党放在政治学语境下予以考察的话，两者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在近代政党出现初期，派系常常被视为与政党同义。
因为若干政党在其发展初期，其组织与权力运作，在未制度化或公开化之前，事实上只是政治派别而
已。
政党在其产生之初，其雏形曾长期被视为派系。
而政党party一词所承载的“部分”的意思，同派别的意思是模糊而没有明确界限的。
由此，今天的政治学者把宗派期看做政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政党因缺乏制度性、普遍性与稳定性，常依附于少数个人的领导与保护关系的联盟。
因此，又与派系的某些特性有着相似之处。
与此同时，政党制度化后，如组织过于庞大，政策及权力过于集中，无法有效分配时，在社会经济环
境变迁与多元改革、权力分配、制衡的压力之下，即使一个相当大的制度化政党，也可能产生若干政
治派系。
 　　但村庄派系作为一种乡村治理中村庄行动单位的非正式组织，其与政党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如概念的不同。
柏克提出，政党是由派系发展而来，但又与派系不同，由此提出了一个政党的经典定义，即政党是由
人们基于某些全体同意的特定原则，致力于增进国家的共同利益而联合组织的团体。
①而村庄派系则是指在当前中国农村中存在的，以各种因素为纽带联结而成的非正式组织。
前者是在政党政治的语境之下，予以定义的，而后者则是在乡村治理的领域内加以探讨的。
 　　作为村庄治理行动单位的派系与政党内派系也有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政党内派系往往呈现出
一种制度型派系，正如林劲在对民进党内的派系问题研究中所提到的那样，政党派系有正式的干部、
运作规则和程序、名称或政治符号、定期的活动等，竞争也日益趋于公开化、明确化。
政党内派系在长期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斗争、协商、妥协为主的机制，成为党内的政治
生态和运作模式。
比如说台湾的民进党内的派系，党的各项制度的形成、党务改革的推行、党的路线及相关政策主张的
确立及修订，乃至党的重大决策和政党转型的步骤都与派系之间的争议、辩论、协商、妥协密切相关
。
①但作为村庄治理中行动单位的派系，缺乏固定的组织和制度，常以一种潜在状态存在。
派系间虽然也存在着一系列的斗争、妥协和协商，但并没形成较为固定的运作模式，更不用说形成村
庄治理的政治生态了。
 　　村庄派系与政党内派系另一个区别是，政党内派系其结盟的基础，有一部分意识形态的原因。
派系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仍是派系政治运作的一个重要基础。
比如说，像意大利的天民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度国大党的政治派系都受意识形态分歧的影响。
村庄派系间虽然也存在着对具体事件因观点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但这种观念上的分歧与意识形态无关
。
在目前经济导向型的村庄社区，利益成为派系结合的根本和基础。
 　　（2）村庄派系与利益群体之比较。
利益群体来自于英文的Interest—Group一词，它是由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某些共同利益联系起来的社
会群体。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利益群体是以某一方面的共同利益为特征、标志的。
利益群体的出现是中国现阶段社会结构分化和利益分化的结果。
就目前学界的研究尚未形成对利益群体的一致的定义，但有众多学者认同李强所提出来的，利益群体
的核心内涵，即“在物质利益上地位相近的人所构成的群体”或者说“在经济利益上地位相近的人所
构成的群体”。
②经济利益或者物质利益上的相近地位，是其之所以成为群体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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