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村现代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农村现代化>>

13位ISBN编号：9787010083049

10位ISBN编号：7010083045

出版时间：2009-10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王立胜

页数：69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村现代化>>

前言

　　友人著书，嘱我写序，这是一份荣幸。
　　王立胜既是一位思忧天下的学者，又是一位努力造福一方的官员。
正是这种双重角色给他带来体验理论与实践之间复杂关系的便利，从而形成了独特而又深刻的切入问
题的视角，增添了一份一般书斋型学者通常缺乏的强烈现实感。
众所周知，自严复以来，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全部来源于西方。
这些源自西方社会的概念与理论不仅要求执行认识中国经验的使命，且要求成为评判中国现实、指示
未来的价值标准。
为了推动古老中国的加速现代化，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
然而，由此形成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知识界的大问题：名实相怨。
这不仅指通常意义上的名不副实，更指学得西方理论的书斋型知识分子与实践者（尤其是政治、行政
管理领域的实践者）之间的分裂。
试看近代中国，有哪一位政治实践者不获骂名，而学术领袖们大抵获芳名于当今。
唯一的例外大概是孙中山，原因是他并没有真正执过中国的政。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虽然频频发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呼吁，但用王立胜的话来说，“官员与学
者的对立状态”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这种状况是极其有害的”。
要改善“名实相怨”状况有两种途径：一是实践者从直接遭遇到的现实问题出发，上升到理论思考，
这便是王立胜所走的路。
二是学者进入社会生活场域进行调查与研究，这个“社会生活场域”应包括县市域官场。
对中国而言，县域是社会学调研的一个最有意义的“单位”。
现在的问题是，官员的防范与行政不透明给学者进入县域设置了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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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立胜既是一位思忧天下的学者，又是一位努力造福一方的官员。
　  正是这种双重角色给他带来体验理论与实践之间复杂关系的便利，从而形成了独特而又深刻切入
问题的视角，增添了一份一般书斋型学者通常缺乏的强烈现实感。
    ——著名农村研究专家  曹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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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立胜，1963年生，山东菖南县人，法学博士，中共山东青州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
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山东省拔尖人才称号，曲阜师范大
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区域经济研究和中国农村问题研究，出版有《
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  《重新认识毛泽东》、《中国发展大战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作
为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的邓小平理论》等专著。
2009年出版《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提出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概念体系及分析
框架，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农村研究领域精深理论与实践经验完美结合的学术典范，对
于理解和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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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乡镇的绝对服从也就有了逻辑上的必然性和民间话语上的合理性，村干部作为乡镇代理人的身
份也就愈加明显起来。
这构成了乡村关系的重要变化。
　　其次，与以上所述形成悖论的是，在村级对乡镇依附性越来越强的同时，乡镇对村干部的控制能
力却越来越弱。
这是难于理解的。
在乡镇具备了对村级进行全面控制的体制性条件之后，如果有足够的资源发挥这种体制性力量，当然
是可以对村干部以及村庄事务实施直接的管理和控制，而村干部通常也会服从这种安排。
但问题在于，税费改革之后财政方面大伤元气的乡镇政府自顾尚且不暇（韩俊，2004；陈锡文，2005
），对村一级的资金支持在多数时候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和口头上。
根据对山东A市的调查，对村级转移支付资金到位率不足5％（何况各级之间的转移支付的额度、规则
本来就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土地收益的完全失去，也使村集体失去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村干部
失去了最主要的额外收入的渠道，这样，村干部的工资、办公经费和村级其他开支就成了“无米之炊
”，村级的财政缺口较乡镇一级要严重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的普遍说法是“没有自己带着干粮去干活的”，意思是有钱就干，没有钱也就
干不了多长时间了。
乡镇干部的体会是对村干部“没有拿手了”，也就是说失去了控制村干部的资源，“人家听你的也是
这样，不听你的也是这样了”，“手中无米，叫鸡鸡不来”成为乡村关系的常态，遇到种树、拆迁等
难度较大的工作时，很多村干部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不干了”，有些村由于债务的压力，办公场所都
卖了或是抵押给债主了，这种状况使许多乡镇干部产生了“村级瘫痪”甚至“村级崩溃”的感受，并
对乡村关系前景做出极为悲观的估计。
　　但是，毕竟多数村干部还是或勤恳或敷衍地“守”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们可以将村干部的“坚守
”行为归因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经济收入的预期。
村干部们明确意识到，没有村干部的支持，乡镇任何意图的贯彻、任务的落实完成都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只要乡镇还不是完全无所作为，或者只要乡镇还以某种形式继续运行着，就需要村干部的支持
和配合。
但这种支持又不可能是没有代价的，“上面”必须要以某种方式支付一定的报酬，或者容许村干部以
某种方式获取一定的收入。
工资是一部分，工资标准的高低与当地的平均收入水平相关、与干部个人的期望相关，也与工作的难
度相关，如果工作开展的难度太大，干部的要求就会随之水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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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立胜既是一位思忧天下的学者，又是一位努力造福一方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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