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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村民自治研究》的著作，凝聚了全体执笔者的智慧。
其中序言王国锋、李世敏执笔；第一章蒋华勤执笔；第二章舒军执笔；第三章蒋华勤、任旭东执笔；
第四章蒋华勤执笔；第五章丁宏苗执笔；第六章黎绍齐执笔；第七章柯铭涛、丁宏苗执笔；第八章翟
金源执笔；结束语蒋华勤执笔。
　　我们是以农村基层组织工作者的身份编写本书的，知道不能在村民自治的原理上讲得很深很透，
这是我们的不足之处。
所以，我们采用了较多的案例，对村民自治的原理进行注脚，相信能帮助从事农村基层工作的同志，
更好地认识、理解村民自治的意义，更好地掌握村民自治的原理和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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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写说明序言再版序言第一章 村民自治的渊源第一节 剥夺人身自由的“自治”第二节 封建社会早中
期的村民自治第三节 封建社会后期村民自治的实践第四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间自治第五节 国
民党统治时期的“乡村自治”第六节 共产党领导的村民自治实践第二章 村民自治的现状第一节 制约
村民自治进程的因素第二节 推进村民自治的对策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在村民自治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第一节 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第二节 党在村民自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是法定的地
位第三节 改善和加强党对村民自治的领导第四章 村民自治的内容和形式第一节 村民自治的内容第二
节 村民自治的形式第三节 “四个民主”的相互关系第五章 民主选举第一节 民主选举的法定程序第二
节 法定程序之外的环节第三节 民主选举中值得注意的问题第六章 民主决策第一节 村民会议的民主决
策第二节 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决策第三节 村党支部的民主决策第七章 民主管理第一节 村民会议和村
民代表会议的民主管理第二节 民主管理的实体--村委会第三节 村级财务管理第四节 村委会与乡镇人民
政府的关系第八章 民主监督第一节 民主监督的意义第二节 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监督第三
节 村党支部的领导监督第四节 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和民主理财小组的专门监督第五节 舆论的社会监督
结束语附录：1.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3.村党支部领导
下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研究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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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节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乡村自治”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最初十年，尽管与前代相比，中国
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现代化的因素有了快速的发展，但相对与世界而言还是非常不起眼的一些小变
化，只有在沿海和沿江的大都市里，才能看到一些比较成规模的纺织和轻工业，还多半具有半殖民地
色彩。
中国在这期间并没有真正的统一，虽然战争的频度和烈度从总体上讲要小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但战
乱依然是社会生活的一大威胁，而且战争与从前一样，基本上是在农村进行的。
自清末以来的农村经济的破产，社会的瘫痪依然如故，农民的生活没有丝毫的改善，为兵为匪种鸦片
等等非正常的谋生手段依然是农民的不得已的选择。
　　当然，国民党内也不尽都是暴君和独夫，庸人和马屁虫。
他们的“党内精英”也意识到了农村问题的重要性，甚至还有人想要重提当年国共合作时的农村减租
减息政策，并通过了相应的法案。
但是，成功地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却不得不经历一场流产的革命，残酷清党的结果，不仅清掉了
国民党内最有生机的力量，而且使得国民党不得不与中国最保守反动和落后的军阀和武化的豪绅结盟
。
这个结果显然未必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核心的初衷，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吞下这个苦果。
而这个流产的革命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国民党再推行任何农村的改革都要面临非常大的难度，等于用
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手。
实际上，国民党政府统治一直到在大陆上垮台，也没有能在农村改革上有所突破，认真切实地改善农
民生活和境遇。
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从来没有关注过农村。
　　真正让国民党政府关注到农村现状的是共产党在农村的红色割据。
在军事围剿红军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开始重视农村问题，一方面组织了一些专家学者研究解决农村破
产、乡村重建的问题，另一方面着手加强对农村的控制，出台的乡村改造方案，就是所谓的乡村自治
或者地方自治。
　　国民党的乡村自治首先的内容是行政意义上的乡村政治清理，其中包括清理和健全乡村行政系统
，重新划分县以下的行政区，建立健全各级机构，清查户口，健全和完善地方武装。
以浙江省为例，县以下设立区，区下设村，村下为闾，闾下为邻。
这里的村就相当其他地方的乡。
浙江乡村自治的主持者为半政客半学者的朱家骅，他当时做了浙江省的民政厅厅长。
兴办的时候至少在形式上还有点讲究，每县的各个区和区下的村都为此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委员会由
当地的乡绅组成，筹备完了，自然这些人就摇身一变成了新的“乡官”。
在新的乡村建制建设完毕以后，浙江规定区长的遴选必须由各村村长、村副推举符合条件的三人，然
后由县政府确定一个，再报省民政厅备案。
由此看来，浙江比较注重尊重地方精英的势力。
当然也可以就此得出结论，说明浙江的地方势力比较强大。
自然，浙江省的乡村自治操办者对地方精英也不无担心，因此，在自治运动中非常强调国民党“党义
”的学习和培训，规定各区、村长都要定期到县里进“党义训练班”，省民政厅还不定期地派“党部
学术家”到各地巡回演讲，似乎是希望通过党义的灌输，使得那些地方精英自觉服从国民党政府的指
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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