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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村研究书系·政治系列：农民改变中国》主要由历史性研究论文构成。
通过个案、对策和理论研究，作者意识到对历史源头的追溯特别重要。
当今的现象及发展历程都可以在历史中寻求其源头，也只有从历史源头着力才能找到有解释力的答案
。
本书提出“回到原点”的思路。
它包括回到历史事实原点和学术发展原点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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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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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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农民中国农民改变中国：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一 农民政治行为的经典模式及其限度二 农民
的首创行为对体制障碍的突破三 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一种解释框架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
”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一 对传统经典理论的挑战及其新的解
释框架二 农民理性扩张怎样造就“中国奇迹”三 农民理性的嬗变：“中国奇迹”的限度与持续四 小
结以中国大历史为视角看农村改革——纪念农村改革30周年一 生存与发展：农村改革解决了“天”大
的问题二 融入与分割：农村改革将农村纳入国家的一体化体系三 传统与现代：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
深化改革从“以农立国”到“统筹城乡发展”：中国发展道路——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一 “以农立国
”的历史起点及发展路径二 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创新“宣传下乡”：中国共产党对乡土社会的动
员与整合一 “宣传下乡”：阶级、政党和国家意识二 改造与重构乡土意识形态的机制“服务下乡”
：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兼论乡镇体制改革的走向一 “服务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渗
透及问题二 “服务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及走向农业生产能力与农户生产能力提高的非均衡
性——以社会化小农为分析视角一 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及其相关因素二 农户生产能力的相对萎缩及
其限制三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两个提高”多层次把握“三农问题”及其特点 第二篇 基层治理国
家化与地方性背景下的双向型县域治理改革“接点政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县域分析——一个分析
框架及以若干个案为例一 “接点政治”：一种解释框架二 县级政治：群体性事件的政治“接点”三 
县域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接点”四 应对群体性事件必须高度重视“接点政治”在乡镇体制改革
中建立现代乡镇制度——对税费改革后乡镇体制改革的思考一 基于财政压力的乡镇改革二 超越财政
压力的制度构造延伸与扩展：乡镇民主的启动与突破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机制研究——从强化
基层人大代表的功能着力一 从“板块式治理”向“网格化治理”转变二 通过人大代表保障基层行政
权力的合法性三 通过人大代表保证基层群众自治的自治性“防震圈”、自治秩序与基层重建“组为基
础，三级联动”：村民自治运行的长效机制⋯⋯第三篇 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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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向来认为，民主不过是政治统治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就如市场是经济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一
样。
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政治统治权为全体公民所有，即政治统治资源为全体民众所有
，它属于政治权力的所有权问题。
用西方话语说是“人民主权”，用中国话语说是“人民主人”，用宪法语言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只有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国家的全体国民才能成为享有政治权利的平等公民而不是仅仅作为被统治者
的“臣民”、“草民”。
主权在民可以说是民主的核心价值，涉及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安排。
　　第二个层次是政治统治权的配置，即治理国家的权力为谁使用，它属于政治权力的使用权问题。
这种权力资源的配置形成一定的政治体制，如集权制和分权制。
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有所不同，如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议会制”，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
泰国的君主立宪制等。
　　第三个层次是政治统治权的运行，即治理国家的权力如何使用，它属于政治权力的经营权问题。
这种权力资源的经营形成一定的政治运行机制，包括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政治运行的一系列环
节。
通过这一系列环节使政治机器运转起来。
　　以上三个层次是相互关联的。
没有最高层次的民主制度，就无所谓民主体制和机制。
没有民主体制和机制，民主制度也会被“悬空”，只是一纸空文。
而三个层次的实现程度和次序也不一样。
一般而言，国家首先是建立民主的基本制度，这种制度在现代国家都以宪法的形式所规定。
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将民主作为旗帜，是从民主的基本制度而言的。
正因为如此，民主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坚持和追求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会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后建立的国家才被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西藏地区所进行的改革也被称之为“民主改革”。
近些年，中国共产党在其党代会报告都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做
主。
所以，从民主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制度看，民主是不可挑战、质疑和否定的。
否定民主也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近百年的奋斗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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