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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库作者是在全国“三农"问题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和专家。
文库汇编作品是各作者在多年研究“三农”问题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精心编著的高水平学术著作，反映
了作者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和学术成果。
本文库是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力作，展示了我国新时期“三农”问题研究的新走向。
　　选入本文库的作品，表达了理论界、基层工作者对“三农”问题的各自思路。
有的观点新锐，凸显改革情结；有的看法不同，可能见仁见智，本文库编者　　对此均未加评述，只
是构建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平台，从而给理论界、基层工作者的研究和思考提供丰
富多彩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学术思想。
相信读者会根据自身的理论底蕴和实践经验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和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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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毅，1982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历史学学士），1996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
学专业（法学硕士），200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专业（法学博士）。
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乡村中国评论》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与中国农村研究。
在各类权威和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或转载论文50多篇，独著、合著、主编学术著作多部，个人代表作
为学术专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
主持和参加多项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研
究。
曾获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省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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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上篇　历史变革中的乡土权威农村衰败与晚清现代化的受挫宗族权威的变异与经纪模式的消
解——四川双村20世纪上半叶二重化权力形态变迁的个案研究从革命到后革命：一个村庄政治运动的
历史轨迹——兼论阶级话语对于历史的建构村政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一个小村庄的百年大历史人
民公社时期农村政治稳定形态及其效应——对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一项因素的分析村民自治的成长：
国家进入与社区内生——对全国村民自治示范第一村及所在县的个案分析新规则是如何演绎的——一
个村庄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解读记述村庄的政治——田野札记中篇　现实语境下的乡村政治村治中的政
治人——对一个村庄村民公共参与和公共意识的分析去政治化的村庄生活：对川东肖村的观察．缺失
治理资源的乡村权威与税费征收中的干群博弈——兼论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双重边缘化：村干部
角色与行为的类型学分析税费改革中乡村利益张力下的村级财务困境——对中部某省T乡的观察农地
征用中基层政府的角色——田野札记农民“种房”与弱者的反“制“诱民致富”与“政府致负”——
田野札记下篇　主位基础上的研究探讨村治研究论纲——对村治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尝试性揭示村民
自治：理论资源和运作绩效——对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及党国印《“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
的起点吗?》两文的评议此集体并非彼集体——读《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不同语境下的乡村关
系农村政治研究：缘自何方，前路何在附录村民自治架构下的公共权力变迁——湖南省白鹤村村治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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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统保甲的控制功能未能有效发挥，但是，它作为基层政府行政权力向基层村庄延伸的作用却得
以凸显，以至于到了抗战期间，“举凡征兵、征工、征粮、征税等人力物力的动员和汲取，莫不凭借
保甲这一管道”，“保甲逐渐由一个单一的社会控制工具演变为全能的行政工具。
”（王奇生，1997）在磐石乡，又呼应政府倡行的融“自治”与“自卫”于一炉，及“管教养卫”并
举的政策，举凡整编户籍、组训民众、召开保民大会及户长会议、调解纠纷、组织代耕队在农忙季节
为出征军属代耕土地、兴办保国民学校、修筑村道与公共水利设施、督完田赋、垦荒造林、改良蚕桑
、组织国民兵、出征义壮、维持治安、推行卫生保健等一应举措，皆交由保甲办理或由其协办（张子
履等，1945）。
　　若按照吉登斯的理论，这无疑是一个现代民族一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不断扩张的过程。
若按照杜赞奇文本，这也无疑可以称为起自于晚清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
不过，我们在借用这样一些西方的解释模式时，必须谨慎地注意到中国历史本身所固有的发展逻辑。
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与西欧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官僚化国家机器自秦以来对于社会的统摄力度与
深度远较同一时期的西欧社会为甚，包括保甲在内的传统乡里制度从来就是官治系统在乡村社会的承
接。
虽然说这一制度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代里都不是一级行政政权，但它作为官治系统之下的基层行政单
位，却也并不可能是真正自治的组织（赵秀玲，1998）。
即使在20世纪上半叶，受西方地方自治风气的影响，从晚清到国民党政府都力图将乡村基层组织抹上
一层“自治”的色彩，但是，国家对乡村不断加大的汲取态势，20世纪的经济社会发展所要求的基层
权力组织的结构化和正规化，尤其是因战乱而增长的加强基层控制的需要，却“使那些本应成为自治
载体的单位蜕变成官僚政府用以对地方进行更深渗透的单位。
”（费正清，1992）由此观之，无论是吉登斯抑或是杜赞奇的理论，都既可以帮助我们透视，但却又
不能完全帮助我们解读双村保甲的官治化过程。
应该说，这是一个集中国大历史的遗产，20世纪内渗的现代性因素（包括权力结构和权力话语）以及
战时环境等多项要求为一体的复合物。
　　那么，如果暂且撇开对保甲制专制主义的价值评价，仅从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之于村庄社会作用与
功能转换的角度考察，是否可以认为国民党政府已经通过保甲重建，实现了对村庄社会的有效治理，
抑或哪怕仅仅只是实现了对村庄的有效控制，以至于可以如吉登斯在描述民族一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
系时所解释的那样，实现了基层社会从传统的地方性中不断地“解放”出来，直接面对国家的全民性
规范、行政监视、工业化管理、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从以往较为自主的区位变为全民社会的行政
化细胞呢（安东尼·吉登斯，1998）？
简言之，内渗了现代性权力与功能因素的保甲制是否真的已经成为国家治理村庄社会的有效工具，或
者反过来说，重建的保甲制是否已经承载起了历史一战争及20世纪上半叶不断生长的现代性需求所赋
予它的行政功能呢？
从双村的经验看，答案无疑是否定性的。
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作为保甲权力人格化代表的保甲人员的权威能量、自身素质，更为重要
的是他们所面临的时代困境，使其不足以完成对上述角色的扮演。
相反，战争和政治腐败所导致的国家和农民利益的尖锐对立，却使得这些人物的活动空间愈益狭小，
其作为官民两大系统双重边缘人的角色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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