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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主”一词是由希腊语的“人民”和“统治或权威”等词演变而来的，最初的意思是“人民的统治
”。
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
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拥有参与国事或对国事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
尽管世界各民主政体t.-I存在细微差异，但民主政府有着区别于其他政府形式的特定原则和运作3-式。
现代民主是由全体公民——直接或通过他们自由选出的代表——行使权力和建立公民责任的政府。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享有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最高权力。
在村民自治视野下，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村民享有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己决定自己的
事务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
村民自治这一中国村民创造的基层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创新性贡献，也是中国改
革开放三十年的重大成果。
作为东方的农业大国，中国的村民问题一直是社会各阶层中的重要问题和社会各种问题的核心。
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洞察这一国情，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另辟蹊径，走出了一
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邓小平领导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是从农村开始，然后向城市推进，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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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政是运用宪法合理分配和制约国家权力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
在理想的状态下，宪政表现为以制定宪法为起点、建立民主政治为内容、厉行法治为原则、保障人权
为目的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
村民自治是亿万中国农民的创造，它是党政制度安排之下的法治之治，是法治精神之下的由全体村民
组成的自治共同体之治。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完政制度安排，落脚点是村民个人，归宿是村民权利。
它是全体村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下享有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务和民主
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完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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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纯柱，汉族，1956年11月生。
重庆市人。
1982年大学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
先后在四川省党校系统和重庆市委党校任教多年，担任教授，教研部主任。
现任重庆邮电大学社科处处长、法学院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和重庆邮电大学硕士生导师，重庆市政府
哲学社会科学评奖委员会专家。
司法部法学项目评审专家，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被重庆市政府授予“重庆市名师”称号。
陈纯柱教授主要从事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
主持和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5项，主持国务院三建委、教育部、司法部、中国法学会、信产部
和重庆市重大课题、重点课题多项。
出版个人专著《村庄法人自治论》，主编《宪法政治研究》、《世界政党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研究》
等学术专著12部；在《河北法学》、《北京社会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社会科学研究》
等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有多篇学术论文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心《社会主义研究》、《哲学原理》、《
宪法学、行政法学》等刊物全文转载。
获得：省级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4项、二等奖3项、重庆市政府三等奖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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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论：村民自治的发展与村民权利的宪政主张一、村民自治的成长与村庄民主宪政体制的变革二、村
民权利行使的组织架构三、村民权利在宪政制度中的规范和保障第一编 村民自治的法理基础和权利依
据第一章 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和村民权利的行使一、社区治理的内容规定和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
特征二、中国封建社会乡村自治管理体制的形成及演变三、辛亥革命后乡村治理模式及其特征研究四
、中国共产党对乡村治理模式探索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五、中国村民社会的间接治理规律第二章 村民社
会的社会民主性质和法律适用一、村民自治的社会民主性质理论二、社会民主的直接参与目标三、民
法关系对社会民主的法律适用第三章 村民自治中公共权利的合法性安排一、村民的社会性动员与村庄
权威的合法建构二、村庄治理结构的选择与公开权力运作的合法性三、村庄公共权力与社区权威的建
构第四章 自治体理论与村民权利的运行规则一、村庄法人必然是村民自治合法的自治主体二、村庄按
照自治法人要求进行村民自治三、自治体的开放性和社会责任第五章 村民自治运行的宪政价值一、村
民自治的宪政意蕴二、村民自治的宪政主张三、村民自治的宪政审视第二编 村民自治的主体建设和权
利规范第六章 村民自治中村民的社会分化与组织建构一、村民自治中半熟人社会与村庄社区民主的组
织资源二、村庄社区民主进程中的自治组织资源的开发三、村民自治中的社会格局革命与村庄组织建
构第七章 村民政治参与权利的法律视野一、村民政治参与权利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主制度的本质二、村
民行使政治参与权利面临的现实困境三、村民行使政治参与权利的保障机制选择第八章 村民自治中村
民行为能力的培育与重塑一、主体行为能力的构成与村民素质二、社会转型期的村民政治行为能力审
视三、培养农村中等收入阶层．重塑村庄社区民丰的丰体基础第九章 村民自治中村庄精英的活动机制
一、发挥村庄精英的作用，建立村庄精英的培养和认证制度二、依法发展村庄社会关系联盟，建立村
庄精英的活动机制三、村庄精英的制度化参与是村民自治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第十章 村民自治中“两
委”关系的制度规范一、村民自治视野下要建立新型的“两委”关系二、“主心骨”和“精英库”是
村民自治的两大基石三、构建党的基层组织活动方式转变的社会环境第十一章 村民自治中权利主体的
社会责任和制度保障一、社会责任感是履行村庄法人社会责任的基础二、村庄法人社会责任的法律依
据类型分析三、建立社会责任的监测、评估和预警机制第三编 村民自治视野下村民权利的宪政诉求第
十二章 村民自治中的“四大民主权一、村民“四大民主权”的合法性依据及运行的问题二、村民“四
大民主权”的法制化视野三、规范村民“四大民主权”行使的措施探讨第十三章 村民自治中的治理权
一、村民自治中治理权的主体和权利划分二、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是实现村庄有序治理的保证三
、村庄治理的组织建构第十四章 村民自治中的经济发展权一、村庄经济的动态系统结构分析二、村庄
经济的发展为村民权利的行使奠定基础三、村委会是村庄经济发展中的领袖集团第十五章 村民自治中
的政治发展权一、宪政视野下村庄政治行为的域界选择二、村庄政治权力和政治行为耦合的两个基石
三、村庄政治行为耦合的社会条件分析第十六章 村民自治中的文化发展权一、村庄文化建设的使命：
从认同到归属二、村庄文化发展的平台：社会心理三、村庄文化发展的途径：大众化第十七章 完善村
民自治立法，保障村民的自治权利一、村民自治立法的进程及其特征二、村民自治在立法中存在的问
题和制约因素分析三、完善村民自治立法的路径选择主要参考资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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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什么叫村民自治，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政法司的解释：“村民自治的含义，就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
自我服务。
”①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解释：“我国的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村地区村民在基层社会生活中，依法
行使自治权、实行自己的事自我管理的一种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②中国学者大多数对村民自治是持肯定和赞扬态度的。
安徽省社科院辛秋水研究员认为，村民自治是市场经济深人发展的自然趋势，因为村民自治中的平等
原则和竞争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是一致的。
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徐勇说，村民自治有助于使村民变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有助于解
放无限的首创性和能力。
村民自治为与旧传统、旧习俗决裂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给中国的政治改革搭起了起飞的平台，是国
家权力还给社会的第一步。
徐勇在一篇文章中就村级直选和村民自治得出以下结论：（1）民主选举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
的环境下自然而然的管理选择；（2）民主选举并不总是带来预期的结果，作为权力资源重新分布的
大众参与过程，民主选举受制于现存的利益框架与传统的权力结构；（3）像所有的统治方式与体制
一样，民主选举有其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适用于可预见的权力转移和错误纠正机制。
安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辛秋水说，村民自治是市场经济深入的自然发展趋势。
市场经济代表平等与竞争的精神，它最终将解放人的精神，将中国村民转变为中国新的文明社会的民
主参与者。
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周晓红认为，村级直选和村民自治与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后果相反，
代表了国家从农村地区的大撤退。
这次撤退将为村民自由追求自己利益创造很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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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口，也是中国未来民主发展和法制建设的“希
望工程”。
目前，很多学者对这一重大问题都非常关注，也在多方面进行了讨论。
这些年我也非常关注这一问题，为此也发表了多篇文章，出版过学术专著，申请了重庆市教委、重庆
市社科联和中国法学会部级研究课题。
这次的《村民权利的宪政审视》是这些年在对村民自治研究中的总结，是在中国法学会部级研究课题
框架内，在《村庄法人自治论》基础上进行的一个重大修正，也是在村民自治研究内容上的一个新的
视角。
我虽然生在城市，但也和农村有不解之缘。
1974年6月，我从重庆市第13中学高中毕业后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作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在四川的苍溪县复兴公社农村插队落户，虽然没有做到当时提出的“扎根农村60春”，但至少在这
片“广阔的天地”干了4年多。
在那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提拔为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
在那段日子里，我对中国农村的情况、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村民的心酸、村民的感情都有了比较
深入的了解。
1978年，我虽然离开农村考进了大学，后来又在机关工作和大学任教，但我始终心系养育了我多年的
“父老乡亲们”，关注着中国农村——我的“第二故乡”。
我的这一段丰富和宝贵的经历铸造了我对农村特殊的情感，鞭策着我对农村的问题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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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村民权利的宪政审视》是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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