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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村调查书系·民主和谐论：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基层民主与社会和谐》以基层民主和社会
和谐的基本关联为研究对象。
《中国农村调查书系·民主和谐论：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基层民主与社会和谐》旨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即在面临现代国家构建、市场体制扩展和社会阶层利益冲突增加等多重压力下的当代中国，怎样才
能实现国家构建、民主扩展和社会和谐的相融共生，从而走出一条中国的现代民主发展道路，实现民
主转型与社会和谐。
本书通过对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经验的理论梳理和归纳，在结合民主理论和国家理论的基础上，探求以
民主构建社会和谐的理论架构。
　　本书结合基层民主发展机制与社会和谐构建问题，建立了民主和谐论的理论命题；认为社会和谐
的实质是社会各主体权利的平衡和协调，治理导向的强民主是实现主体之间平等协商和沟通、实现治
理优化的最优选择，发展民主则促进和谐。
我们也将这一命题简称为民主和谐论。
由此，我们提出以民主巩固解决既有民主机制中出现的问题、以民主创新突破僵化停滞的制度和规则
、以民主治理改善国家与社会治理状况以及以民主共识形成社会和谐的凝聚力等四个中层命题，作为
以民主构建和谐的基本机制。
　　本书运用规范分析方法，在民主和谐论的理论命题之下，建构了民主巩固论、民主创新论、民主
治理论和民主共识论四个中层命题，并结合基层民主发展的实际经验和案例对我国基层民主发展机制
和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
　　本书主张，在构建现代国家的进程中，通过国家能力建设与民主发展的结合，发展治理导向的强
民主，是通过基层民主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选择。
本书认为，和谐社会的构建途径是发展民主，基层民主具体机制的研究证明了通过发展民主促进社会
和谐是可能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深刻理解所要推进的是什么样的民主、以什么现实机制推进民主，这才是民主和谐论
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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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以民主构建和谐一、研究的缘起与问题（一）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不和谐（二）民主的
争议（三）国家构建与民主的关联（四）为什么选择基层民主二、文献综述（一）民主与社会和谐的
经典论述（二）现代国家、民主转型与社会和谐（三）和谐社会及其发展机制的讨论（四）基层民主
与社会和谐三、提出论点与答案（一）作为政治发展目标的和谐社会论（二）作为国家制度构建的民
主和谐论（三）作为社会和谐基本机制的基层民主四、研究方法、资料来源与基本框架（一）研究方
法（二）资料来源（三）本书框架第二章 问题的解释：现有理论及其替代选择一、和谐社会：本质与
发展机制（一）和谐社会：概念本质与现代性核心难题（二）社会和谐的中国诉求：社会分化与政治
整合（三）社会和谐的评判标准：制度、权利、治理与共识二、现代民主的发展与发展中的民主（一
）西方现代民主发展的基本经验（二）发展中国家（地区）民主转型的复杂故事（三）摒弃“民主弥
赛亚主义”，从基础行动构建民主三、国家构建：民主与和谐的基本框架（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
径的多维探讨（二）国家构建与基础结构能力扩展四、基层民主：发展现状、特点与范式创新（一）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及其内容（二）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主要特点和问题（三）民主范式创新：治理导
向的强民主五、核心命题、基本观点与概念（一）核心命题（二）基本观点（三）基本概念第三章 民
主巩固论：民主和谐的基础平台构造一、民主巩固：理论背景和基本经验（一）民主巩固的理论背景
⋯⋯第四章 民主创新论：民主和谐的制度创新机制第五章 民主治理论：民主和谐的国家能力构建第
六章 民主共识论：民主和谐的社会共识达成第七章 结论：现代国家构建中的民主和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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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景州大厦业主委员会的建立，就是业主权利受到侵害后权利意识觉醒的产物。
之后，基于共同的权益，业主之间逐步从分散的个体，组成具有公共性的组织--业主委员会。
在维权积极人士的带动下，该业主委员会从最开始的利益诉求发展为权利的诉求，也就是希望参与形
塑住宅区共同生活的权利规则。
正是景洲大厦业主委员会于2003年全国《物业管理条例》实施后，依靠公民行动成功实践该条例规定
的“业主拥有商品住宅区物业管理公司自主选聘权”的规定，在全国率先成功行使了这一权利，还产
生了真正通过谈判而形成的责权利平等明确的物业管理合同。
这一行为不仅中断了原有的禁止业委会自主选聘物业管理公司和不合理的物业管理合同等规则背后的
地方政商非法利益链条，而且引发了全国各地商品住宅区业主的积极反应。
而景州大厦业主委员会在2002年针对住宅区业主人身安全问题，将物业公司的责任列入业主与物业公
司的合同中，改变了原来由地方相关部门规定的不合理的格式合同。
这一来源于生活实践的规则创造被2003年颁布实施的《物业管理条例》所吸收，这说明公民社会的权
利诉求和行动与国家的规则创制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
①无独有偶，由石发勇先生研究的A城绿街街区业主围绕保护街区绿化而进行的长达10年的维权运动
，不仅改变了地方当局传统上在公共决策和建设中很少严格依法办事的习惯，也维护了法规的严肃性
和规则之治的实现。
作者发现，鉴于这样的教训，在近两年，绿街街道办事处在建设公共项目时，开始重视相关法规，并
尽可能听取相关居民意见。
一方面，业主的维权运动改变了街区公共事务的决策机制，促进了地方治理的规范化，另一方面，业
主的维权运动推动了国家政策和法律能够在城市基层社会贯彻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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