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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简介：“百村观察”项目的目标有二：1.政策目标。
通过深入、扎实和持续的调查，为国家决策提供事实依据，努力成为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决策“智库
”。
2.学术目标。
通过深入、扎实和持续的调查，为中国农村学术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努力创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中国农村研究，改变历史形成的“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调查在日本；中国农村在
中国，中国农村研究在美国”的学术格局。
3.历史目标。
通过深入、扎实和持续的调查，为中国农村的变迁积累历史资料，建立“中国农村博物馆”，记录和
保存中国丰富灿烂的农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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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大才，男，1970年10月出生在湖南省汉寿县，毕业后先后到湖南常德市委办、市委研究室、湖
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2003年调到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工作。
2003年评为副研究员，2006年师从徐勇教授攻读政府经济学的博士学位。
长期从事粮食、土地、制度等方面的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已发表研究报告、经济评论、学术文章300
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省部级课题五项。
徐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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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
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法学博士，全国首
批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全国首批教育部“长江学者”文科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政治学与农村问题研究，基层治理与群众，自治研究成果较为显著。
代表性学术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流动中的乡
村治理》、《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等。
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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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社会兼职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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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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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散居到聚居：农村牧区社区建设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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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与民主
文化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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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上面政策对着哩，政策是好政策，下面实行起来就不行了！
”不少人说自己听了中央的惠农政策后是“热血沸腾”，而现实的落差使他们毫不犹豫地断言是“歪
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不过有些人的说法也比较审慎，他们认为中央、省级政府“天高皇帝远”，没打过交道，并且各级政
府各司其职，不宜做好坏之评价，近年来农民也得到了惠农政策的好处，一些温和的人常说：“都好
着哩。
”　　2.意见较大的低保。
笔者在走访中发现，在低保户的评定上，不少村民意见较大。
有人认为，“动弹不得的老人、残疾人、双女户不能享受低保，干部想给谁就给谁，他的朋友啦、亲
戚啦、关系好的人⋯⋯年轻的人等着吃低保，七八十岁的老人享受不上⋯⋯我们这地方太普遍了⋯⋯
钱不多，弄不公平，真个心里不平衡”。
想吃低保而没评上低保的人普遍认为，低保户都是关系户，要吃上低保就得给村干部送礼。
有户人家说他多次申请都未评上低保，周围人都说：“像你们的情况，该吃低保了”，并告诉他直接
去民政局反映，不过他害怕村干部得知此事后，反而评不上低保，没去反映。
而有些吃了低保的人，同样也有不满，原因是他听说“别的地方的低保户拿的钱多，都是一个敦煌人
，为什么我拿得少？
”　　低保户评定的分歧就在于除确实特别困难的家庭外的一批“比较贫困”的家庭。
都说自己贫困，都想争取低保名额，于是评定标准变为：老人的年龄。
家里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且没有拖欠水费的家庭就有可能成为低保户。
当地一官员的说法是，这样的低保“造成了新的不平等⋯⋯把淳朴的民情、纯美的道德一扫而光了！
”一村组长也说，“人们都希望优惠多一些，拿了钱还感觉太少，给他一二百，他觉得怎么才给一二
百，好像国家你应该给我钱⋯⋯一些人眼巴巴地等着低保，哎，人的意识都成这个状杰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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