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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及其行为关系研究》以多元化治理理论为支撑，以大量文献资料和乡村实
地调查笔记为基础，运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相关知识和方法，在多主体协商治理视域下对乡村治理主
体及其行为关系进行学理和实证研究。
我们通过对乡村治理主体基本类型、职能定位、行为方式以及乡村治理的价值取向、影响因素、治理
绩效、资源整合与良性互动等方面的系统梳理和分析，进而深入剖析乡村治理面临的主体关系紊乱、
职责错位与功能冲突所带来的种种困扰。
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共同治理理念下，通过有效整合各种治理资源，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的正态结构，
创新乡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引领主体行为良性互动，以期实现“和谐”“善治”目标的具体思路和
对策。
　　《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及其行为关系研究》为学界进一步研究乡村治理问题提供了一些基本素材
，其对协调、规范乡村治理主体行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可供党政基层部门、乡村干部、农村问题研
究者，以及高校相关专业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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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晓莉，女，1963年生，陕西省安塞县人，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2005年获西安交通大
学人文学院法学硕士，现为西安财经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基层民主与乡村治理研究。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教育部专项研究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
项目等多项课题。
出版专著《政治文明视域中的农民政治参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先后在《学习与探
索》、《社会主义研究》、《民俗研究》、《嘹望新闻周刊》、《文史杂志》、《求实》《理论探讨
》、《理论与改革》、《中国青年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有5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政治》、《中国共产党》、《精神文明导刊》全文转载。
获得多项省部级科研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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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国内治理理论　　当西方现代治理理论研究与实践方兴未艾之时，我国学者则更多地把这
一西方“舶来品”作为中国改革走出困境的一条新途径。
1990年代，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公司治理、社区治理等治理理论的研究和探索成为日渐崛起的一门
“显学”，迅速进入学者们涉猎的理论视野。
　　国内关于治理含义的界定，也是见仁见智，各执一词。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定义如下：　　徐勇早在1997年对“governance”的阐释中指出，“治理主要是指
在管理一国经济和社会资源中运用公共权力的方式”。
他认为，治理着重于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即公共权力的运用形式、方法和手段，而不是统治或管
理的内在依据、原则和规律。
治理与传统的统治的核心都是强调公共权力的占有，但是二者的区别在于对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方
式不同，治理强调的是公共权力与社会的互动。
　　俞可平在其《治理与善治》、《从统治到治理》等论著中指出，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
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
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
增进公共利益。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
对公共资源的管理。
它特别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
　　陈振明等认为，一般来说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多元、合作、协商、伙
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
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
它所仰赖的管理机制不只是单纯的政府权威，而更多的是合作网络的权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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