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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城郊村处在一个特殊的地位。
因处在城市边缘，城郊村在经济、行政和文化上与城市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既能感受城市辐射和
带动提供的发展机会，又会遭受城市的利益侵夺，在这种复杂的利益格局的博弈中，城郊村走上了现
代化和城市化的曲折之路。
    何村是扬州市的近郊村，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何村的经济社会事业获得了长足
发展。
至本世纪初，它已经由一个传统的农业村发展成为新型的工商社区，先后创建成扬州市小康村和全面
小康先行村，其现代化在扬州市邗江区各行政村中位居前列。
    新中国成立以来，何村的现代化经历了三大阶段，即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70年代-90年代、90年代
以来。
在第一阶段，现代化进展缓慢，何村长期停留于传统农业经济的状态，但并非一事无成，主要成绩是
建立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党政组织。
第二阶段是何村工业化阶段。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何村工业化开始起步，80年代村办工业红红火火，90年代初村办企业趋于衰败，
私有化的改制随后掀起。
90年代末以来，是何村城市化显著发展的时期，第三产业取代工业成为何村组织关注的焦点，工业的
地位显著下降。
    在工业化过程中，何村农业变迁呈现出双重趋势，即从外延来看，从量的方面来看，何村耕地加速
减少，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作物产量甚至产值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是不可逆转的。
另一方面，何村在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科技等方面不断进步，农业生产条件获得很大改善，农产品单
产有了大幅提高；通过缩粮扩经，农业生产结构获得优化升级；农业产业化也有了重要进展，这些说
明何村农业在质量方面获得提升。
何村农业上的双重趋势与国家政策和市场经济密切相关。
    60年来何村的土地占有关系和土地用途发生了重大变化。
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是目前中国根本的土地制度，执政党声称要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
土地所有制与用地制度存在内在联系，它方便了国家甚至村组织对土地的征收和征用，国家凭借征地
权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农民手中拿走土地，用于国家建设、乡村建设，甚至用来建造商品房。
由于地处城市郊区，何村土地非农化乃大势所趋，土地非农化对何村村组织和村民的影响是双重的，
既推进了何村的现代化、城市化，造福于村民，同时，利益分配不公又严重侵夺了农民的利益。
欲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限制国家权力，规范市场秩序，防止官商结合，同时还要保障和强化包括农民
在内的公民权利，实现后者对前者的有效制衡。
    企业是现代经济的细胞，也是何村现代化的中流砥柱。
就所有制形式和经营管理体制而言，何村企业发展史可划分为改制前后两大阶段。
在改制前，何村企业为村办集体企业，企业是何村组织的经济附属，也是村组织各项工作的重心。
村组织与企业之间是上下级关系，企业的运作受制于村组织，其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村组织结构是
否合理、运转是否正常、组织内部是否团结，决定村企经营管理水平，决定村企的经济效益。
9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性的企业改制浪潮的席卷下，加之村企管理不善，何村企业也走上了改制之路
。
改制以后，村组织与企业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两者不再是上下、主从关系，而是相对平等的市场
主体之间的关系。
由于改制不彻底，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素质不高，以及政府的放任不管，改制之后的企业日渐衰落。
    经济与政治的演变，必然投射在社会结构上。
新中国成立以来，何村社会阶层分化经历了从政治分化到社会分层的转变。
在毛泽东时代，划分社会阶层的依据主要是阶级成分，而阶级成分又是历史地按照各家户生产资料占
有水平和生活状况划分的，一经划定，很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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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奉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政治化的各阶层之间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高压和政治歧视的退潮，阶层的政治化也日渐淡化。
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以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的推行，何村社会出现了层
化的现象，各阶层在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占有上逐渐拉开差距，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分层为经济分层所
取代。
社会分层既调动了各阶层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但日渐拉大的阶层差距，也加大了社会整合的难度。
     如同执政党之于国家的现代化的关系一样，何村的党政组织在何村的现代化事业中居于核心地位。
这种核心地位主要指村组织是现代化的动员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建国以来，除了少数极端年代，不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化，政经体制如何变革，何村党组织的核心地位
未曾改变。
村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实际发挥的水平，取决于村支部书记的综合素质之高低，以及村组织结构是否合
理，运转是否协调且有效率。
建国以来，何村产生了几位工作能力较强的村支部书记，在他们的带领下。
何村党政组织产生了较强的行政管理能力。
80年代末以来，村民自治制度和“两票制”进乡入村，威权主义的村落政治生活多了几分民主和自治
的活力。
村组织的运转状况以及在它领导下的村落现代化成绩也与村级财务实力及其管理水平有着很大关系。
本世纪以来，以“村财乡管”、“组财村管”等重要内容的农村财务管理体制的改革，在规范了集体
收支管理的同时，也重塑了村组织和乡镇政府的关系。
     “创建全面小康村”是何村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既展示何村现代化的成绩单，又可以让人们窥视
村组织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此次创建活动，基本上是上面的需要，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它不是从村落，从基层自然生发出来的
需要。
或许它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农村的发展趋势和农民的某些需求，但它基本上仍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
运作，村民对创建活动缺乏热情，即为佐证。
在此次创建运动中，何村村组织除了贯彻执行上级的决策外，还能够积极寻找和利用创建活动带来的
良机，游说政府同意村组织征用本村土地建造三产综合楼，为本村增加了大笔收入。
这个事例说明，即使在一个具有强制性的创建运动中，村组织与其上级之间也存在博弈关系。
     90年代末以来，随着扬州城市化步伐加速，何村也日益卷入其中。
何村的城市化不仅包括城市景观的生成和蔓延，更包括组织的转型和村民的素质的现代化。
在城市化的推动下，何村村组织开始公司化。
何村居民身上的乡土色彩也开始退却，他们不再是传统的以务农为生的农民，他们中的大部分以主要
时间和精力从事非农产业。
非农化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对外交往的增加，使何村人的开放意识、法制观念、竞争意识、普遍主义
意识等现代意识和价值观不断成长，何村人的现代化、城市化由表及里，这有助于他们加速融入城市
。
由于宏观环境的改变，以及微观的社区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变化，何村的习俗也发生了变迁，总体趋向
是更加简约，更加文明，但由于有效的公共精神产品供给不足，一些旧有的习俗依然存在，甚至复苏
和发展。
     何村的现代化是中国农村现代化诸多型式之一，它既反映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总体趋势和基本规律
，又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探讨它的生成动因、发展脉络、变迁机制，总结它的经验和教训，揭示它
的共性和个性，对于丰富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经验库和理论库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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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何村的现代化是中国农村现代化诸多型式之一，它既反映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总体趋势和基本规
律，又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探讨它的生成动因、发展脉络、变迁机制，总结它的经验和教训，揭示
它的共性和个性，对于丰富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经验库和理论库均具有重要意义。
　　《城郊农民的现代化：扬州市何村研究》书共分8个章节，具体内容包括农业的发展与没落、农
业底色的退却、改革年代的何村企业、村落社会阶层的变动、“全面小康先行村”的创建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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