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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视野中的中国农村精英：关系、团结、三农政治》以对农村精英的关注为主线，深入系统
地研究了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中国村庄社会资本、经济发展水平与乡村治理的关系。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共八章内容。
第一部分作者根据在中国农村获得的田野调查材料，讨论农村精英和农村社区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
则试图掌握整个中国的政治环境，并重新对夹在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农村精英进行定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视野中的中国农村精英>>

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田原史起  田原史起，日本广岛县人。
一桥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社会学博士，现任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科副教授。
长期从事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农村研究、社区研究。
有多部与中国农村研究相关的目文著作出版，主要著作有《中国农村の权力结构》（御茶の水书房
，2004年）、《二十世纪中国の革命と农村》（山川出版社，2008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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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农村精英与中国乡村治理
  ——田原史起著《日本视野中的中国农村精英：关系、团结、三农政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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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农村精英的定位
  四、关系、团结、三农政治
第一编  从“关系”到“团结”：公共建设、基层治理与农村精英
第一章  公共建设与精英带头：从农村修路事件谈起
  导言
  一、作为“事件”的道路建设
  二、修路与精英带头作用
  三、公共建设与社会关系资本
  小结
第二章  蔬菜交易市场与“村级外交”：北京远郊菜村
  导言
  一、正式精英的领导能力
  二、正式精英与外部的关系脉络
  三、正式精英与非正式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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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记】
第三章  农田灌溉与“社区经营”：山东半岛果村
  导言
  一、根植于市场经济的村庄社区
  二、“村落自足型”农地灌溉系统
  小结
第四章  修路事件与“微观动员”：赣东北花村
  导言
  一、村落社区与打工经济
  二、花村的修路事件
  三、精英带头的规定因素
  小结
第二编  “发展”与“制约”：中国革命、三农政治与
  农村精英
第五章  中国革命与农村精英
  导言
  一、革命前夕的宽松型农村统治
  二、现代化的启动与乡绅
  三、跃进在革命道路上的新精英
  四、人民公社精英与“自由的缝隙”
  小结
第六章  三农政治与农村精英
  导言
  一、农村政治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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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农村精英的作用
  三、制约农村精英的政治
  小结
第七章  “征地”问题与农村精英：兼论中央政府的政治风险
  导言
  一、“征地”问题的角色分析
  二、“征地”与三个政治风险
  小结
第八章  农业产业化与农村精英：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的社会脉络
  导言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巡礼
  二、农村精英与国家、地方社会、地方政府
  三、“内发的”农业产业化与“外发的”农业产业化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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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单一的村落社区 一个村落社区走向复杂化，大概有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
种是以宗族、自然村等传统或自然条件为主要依据的复杂化过程，可以将之称为“分节（segmentation
）”；另外一种是改革以来经济环境变化所导致的职业、阶层的多元化过程，可将它称为“分化
（differentiation）”。
两种复杂化过程若更进一步深化，组织化程度更高，最终将形成“中间集团”与较有力的非正式精英
。
 “分节”机制 由复数自然村构成一个行政村的农村地区，不论同族结合、自然村、公社时期的生产
队、当下的村民小组等组织范围大体一致，因此容易看出在此范围内形成的共同利益，和基于利益关
系的组织化形式。
关于公共建设，在村民之间经常引起争论的，就是如何调整小组之间的受益和负担的问题。
这些问题在复数自然村构成一个行政村，且自然村之间在空间上、社会关系上存有距离的农村社区最
为明显。
在此，居住在每个小组的非正式精英可能会发挥其作用。
特别是采用村民集资方式进行公共建设时，如何让每个小组之间受益和负担达到平衡，就成为村落政
治的焦点。
在反复开会讨论的过程中，正式精英提出的建设方案很可能被修正，甚至也可能遇到村内阻力而无法
进行。
 在菜村，至少在2000年前后，如此的“分节”机制极为不明显。
一来是规模较大的自然村界，大体一致于行政村；二来是杂姓混居状态使得家族意识变得淡薄。
再者，菜村没有设置村民小组，只设八个“区”，但不过是一种方便户口管理的人为区划。
每户耕地配置与“区”无关，也不会产生以管理耕地为纽带的村民互助关系。
灌溉用的水井管理由村委会统一进行，也没有产生用水户之间类似于“水利共同体”的组织。
由于菜村“分节”机制薄弱，包括“市场”在内的公共设施建设，几乎都无须经过复杂手续来调整中
间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
以村道建设为饲，首先，菜地中间如果新修一条田问路，可能导致只对承包路旁边菜地的农户受益。
对此，菜村采用独自的分地政策，在较短期之内调整耕地分配，农户的受益程度就反映在承包地的使
用费上。
比如，原来一年承包费280元的耕地，修通了田间路之后可能涨至300元，其费用随着每年该地生产条
件的变化进行调整。
其次，若紧靠着自然村修通一条村路，每户房屋离路的距离是否发生受益不均？
而这个问题亦相对不明显，因为菜村基本上由单一自然村构成，修通路后的使用程度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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