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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华等编写的《南农实验(农民的民主能力建设)》是“中国农村研究实验与创新系列”之一，全书分
为南农实验背景；报道选摘——媒体眼中的南农实验；普通村民的表达与合作能力；着重于能力建设
的“南农实验”等数章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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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勇，1955年生，湖北宜昌人，博士生导师，全国首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
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
究院院长。
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
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政治学会会长。
长期从事政治学与城乡基层治理研究。
2006年11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时就“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作了
专题讲解。
主要学术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1992）、《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997
）、《包产到户沉浮录》（1998）、《流动中的乡村治理》（两人合著2003）、《乡村治理与中国政
治》（2003）、《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构建》（2009等）。
　　马华，1981年生，河南驻马店人，政治学博士，南农实验总干事，2009年度中国十大农村治理创
新人物，现为许昌学院特聘教授，中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曾先后就读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华r中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
近年来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有：《农村资源资本化：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动力》、《“小农”改变国家
：村民自治发生的另一种视角》、《村民自治中的草根式权力平衡与民主能力培育》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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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部分  南农实验之缘起
第一章  南农实验背景
  第一节  华中师大的村治研究与实验
  第二节  着重于制度建设的“水月实验”  
  第三节  着重于组织建设的“岳东实验”  
  第四节  着重于能力建设的“南农实验”  
第二章  南农实验素描
  第一节  选点依据
  第二节  实验理念
  第三节  实验原则
  第四节  操作步骤
  第五节  村情概述
第二部分  南农实验之过程
第三章  需求评估调查：农民的民主能力现状
  第一节  乡镇人大代表的代理能力
  第二节  普通村民的表达与合作能力
第四章  建设方略第一步：农民的表达能力
  第一节  政治能力训练：新型农民培训
  第二节  知识能力提升：乡村书屋工程
  第三节  权利意识转变：妇女权益论坛
第五章  建设方略第二步：农民的合作能力
  第一节  道德救村的尝试：欧村合作社
  第二节  精英主导的合作：上能理事会
  第三节  农民自发的参与：广育曾坑路
第六章  建设方略第三步：农民的监督能力
  第一节  村务监事会：草根权力与公民道德
  第二节  媒体监督力：媒体功能与公民意识
第三部分  南农实验之反思
第七章  经验及反思：对南农实验的进一步讨论
  第一节  集体行动：农民参与能力如何提升
  第二节  外力引导：农民监督机制如何完善
  第三节  规则异化：农民议事权利如何保障
  第四节  送书下乡：农民学习意识如何内化
  第五节  主体博弈：多维互动模式如何建立
第四部分  南农实验之影响
第八章  报道选摘——媒体眼中的南农实验
  第一节  村庄篇
  第二节  村官篇
  第三节  研讨篇
  第四节  志愿者篇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一：驻村日记——志愿者眼中的南农实验
附录二：南农实验大事记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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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同时，由于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农村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农民的民主意识还
有待增强，加上一些农村干部没有充分重视和认真贯彻，村民自治的现状还不是很理想。
但是，村民自治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建立起一系列民主规则和程序，为农民运用
民主方式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构建一个平台，最终使农民能够真正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
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
农民要实践这“四个民主”，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开会议事是其基本的运作方式，
而开好会、议好事，需要合理的规则做支撑，需要由程序民主作保障。
　　议事规则是在民主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英美国家源远流长。
早在16至17世纪，英国议会就形成了一系列沿用至今的基本议事规则。
美洲殖民地移植了英国的议事规则，《独立宣言》和第一部美国宪法就是根据这些程序和规则制定通
过的。
1876年，美国人亨利·罗伯特更是出版了一本通用的议事规则--《罗伯特议事规则》，至今已累计推
出多个版本、销售500余万册，它不仅有助于规范议事程序、提高议事效率，而且也有助于提高普通公
民的民主素养并培育社会的民主精神。
　　中国对于“议事规则”这一概念还比较陌生，是近代以来才从西方引入的。
孙中山先生基于中国缺少议事传统，中国农民议事能力欠缺的现实，借鉴西方的议事制度，于1917年
拟定了《民权初步》。
他指出：“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
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
、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
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
。
是中国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①　　目前议事规则只是应用于《村委会组织法》等法律制度，还主要停留在制度设计层面，学界
至今还没有人从村民自治视角来专门研究议事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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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南农实验就是由基层党政机构、学术单位、新闻媒体和试验村四方合力推动的一个项目。
该项目旨在训练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意见表达能力，通过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完善对村委会权力的
监督。
这种为农村治理和发展寻找方向的实践行动，需要政府、科研机构、媒体、基层农村乃至整个社会各
界的关注和参与。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主编（江艺平）　　　　蕉岭县纪委是南农实验项目的积极推动者，同
时也是该项目的受益者。
蕉岭县的农村民主实践从民主制度创新开始，逐步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等方面进行创新，这是它独
特的地方。
蕉岭县探索的监事会制度，在多个村庄里面已经初现成效，有效预防腐败，增强了群众对于干部的信
任，实现了群众放心，工作舒心，上级省心，这是它可持续性的一个保证。
　　——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所长（何增科教授）　　　　蕉岭的监事会制度是一个分权的民主模
式。
蕉岭县纪委的做法很复杂，但深入地看，其实是很无奈。
在社会治理系统中，最好的监督制度就是把监督的必要性降到最低，最好的监督就是不要监督。
我们现在看到更多的乡村民主是所谓“被民主”，而不是民主。
究竟什么群体需要民主？
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是好东西，我们在乡村搞民主是不是要一刀切呢？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究研究员（党国英教授）　　　　南农实验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对中
国农村现实状况最深刻的理解和对未来农村社会最坚贞的追求。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固守和现代的张力；在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努力
和无奈。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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