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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转型与压力型动员》以相关学科研究成果为起点，从行政学的视野出发，在规范与经验的
层面上，对改革后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制度的变迁过程、运作机理、内在逻辑及其制度后果进行考
察与分析。
同时，本书把对农村义务教育供给制度的研究置于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治理方式的历史演进之中，
力图通过义务教育的个案研究，探寻出诸如此类的农村公共物品治理的普遍规律，为理解和分析当前
中国农村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本书从考察和分析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历史入手，以分权化和市场化改革为背景，以供给责
任体制和供给方式变迁为主线，对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问题进行了深度研究。
研究认为，自义务教育制度确立以来，“城乡有别”、“以基层政府为主”、“农民负担”一直是我
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过程中一个不变的传统，但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具体的微观制度设计可能会有
所不同。
与改革前一元化的政治空间相比，改革后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以及组织方式的变革极大地改
变了我国农村治理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在制度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农村义务教育供给制度的
变革势在必行。
　　从供给责任配置的纬度来看，改革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责任体制发生了两次显著的变迁：一是改
革初期“以乡为主”的责任体制的确立；二是税费改革中“以县为主”责任体制的建构。
但无论是“以乡为主”还是“以县为主”，改革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筹资责任主体与管理责任主体始
终是统一化、基层化的，而且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责任的划分也始终是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尽
管这一过程中有着不同层次政府之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博弈，但中央政府发挥的是一元化的建构作
用。
　　而从供给方式的纬度来看，在改革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仍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国家采
用行政垄断的方式来供给农村义务教育，而90年代以后，伴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我国农村义
务教育市场逐步形戚；市场的机制及其相关的运作方式开始介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领域，公立学校自
主权的扩大、新的供给主体的出现及学生自主权的增长等使得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由完全的行政垄断
走向了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局部参与。
但在穷国办大教育和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责任基层化的背景下，尽管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市场化改革也
存在着对供给质量和效率的追求，但大多数地方政府对它的热衷更多的是对让渡义务教育筹资责任的
渴求，这显然与通过市场机制的引进来全面改善和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和效率的动因是不一致的，正因
为如此，使得我国教育市场化改革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与困境。
　　　基于上述的分析，本书认为，一方面，在我国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教育始终只是边缘性而非
核心化的结构，有关这一物品治理的制度会不会发生变迁或会发生什么样的变迁主要取决于中央政府
对现实政治、经济生活的考量而非义务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
所以，改革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制度的变迁不仅始终都只是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工
程”和“附产品”；而且所有的变迁也始终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尽管在变迁的过程中不乏各
种诱致性因素的诱导，但行政权力才是其中的支配性力量，整体的制度变迁过程呈现出强制性变迁的
特点。
另一方面，在经济分权已经发生、但行政集权没有根本改变的条件下，改革后我国的行政体制仍是一
个压力型的体制，行政权力在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治理中仍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其不仅是我国不同
层级政府问事权与财权范围划分的依据，而且是支配地方政府及其其他社会主体行动的主导力量，横
向的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动员、纵向的上级对下级的动员大都是依靠行政权力、通过行政方式来进行的
。
所以，在压力型的体制下，政治结构与行政权力仍是主导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以及诸如此类农村公共物
品治理及其制度变迁的支配性力量，与之有关的事权的划分、供给机制的建构以及所需资源的筹集与
动员主要是由高端的政府通过行政的方式来确立和推行的。
而从制度实施的后果来看，这种治理机制在国家资源或体制内资源比较匮乏的条件下，不失为一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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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路径选择，但同时其也存在着内在治理激励缺失的缺陷，并由此导致了诸如基层政府财政危机、
农民负担增加、干群矛盾激化等非预期的负效应的产生。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体制已经成为诱发当前农村治理困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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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改革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诱因与方向　　制度是经济社会生活中一个至
关重要的因素，它规定着当事人的思维方式，制约着当事人的行为，构成了经济博弈基础的博弈规则
以及博弈当中当事人最终达到均衡的交易范围。
如果经济中制度缺失，则社会成员的互动将不可能发生，人们将会为了其自利性的效用最大而陷入到
无休止的争斗之中，所以，制度是不可或缺的。
但由于制度的稳定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三者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制度
均衡就成为了偶然现象，即使是合理的制度沿着时间展开后也会逐渐变得不合理，人们唯一的选择就
是改变失去了合理性的制度，创造新的合理制度，即在约束条件改变的条件下对制度进行重新求解，
因此，制度变迁成为了经济社会生活的必然和常态。
用这一逻辑来观察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每一次社会形态的变化、政权性质的更迭以及
其他相邻制度的变迁都会引起农村义务教育供给制度的变革。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迁，持续性的分权化和市场化改革赋于了地方政府、
市场主体、社会组织以及公民越来越大的自主权，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改变，为农村义务教育供
给制度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与之相邻制度安排的变化，如农作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等方面的变
革，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均衡，为农村义务教育供给制度变迁提供了直接的诱因；而新旧制度交替过程
中存在的大量制度短缺现象，则为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变迁留下了极大的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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