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村民自治的生长>>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村民自治的生长>>

13位ISBN编号：9787560424507

10位ISBN编号：7560424503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时间：西北大学出版社

作者：黄辉祥

页数：21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村民自治的生长>>

内容概要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是正在被亿万农民群众实践着的重要制度安排。
开展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是在深入梳理20多年来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运用“国家一社会”的分析
范式，从现代国家与农民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视角出发，分析村民自治的发生与发展逻辑，剖析村民
自治在实践中遇到的难题与问题，探讨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及必需着重解决的四个问题。
具体来说，本文分为两个部分，上下两篇。
在上篇中，文章运用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将村民自治置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下，来理解其发生背景
、生成原因、成长逻辑和发展困境，并试图向读者清晰地呈现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下篇中，文章从乡村社会发育与社区重建的视角出发，来探讨村民自治的未来发展问题；文章认为
今后村民自治的发展，有赖于乡村社会发育，应着重于乡村社会的内部建设，尤其是要解决好村民自
治的组织基础、财政基础、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等问题。
　　本文分为导论、上篇和下篇、结语四个部分。
　　在导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的缘由与意义，检索了既有的研究，介绍了本文的分析思路和相关概念
。
　　上篇为国家建构篇。
本文运用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将村民自治置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下，来理解其发生背景、生成原因
、成长逻辑和发展困境，并试图向读者清晰地呈现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上篇共分为4章，即第一至第四章：　　第一章试图向读者呈现一幅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图景，
以此构成我们理解村民自治的历史背景。
在这一章中，我们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出发，对传统社会时期、晚清民国时期、人民公社时期三个
历史阶段的乡村治理结构进行了“回顾”。
　　第二章立足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视野，梳理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和村民自治制度萌生的历史路径，
寻求对村民自治在中国乡村社会发生的理论解释，以此回应有关村民自治萌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问题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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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三、分析思路与相关概念四、叙述框架与主要
内容上篇 国家建构篇第一章 村民自治的背景：现代国家的乡村整合一、“皇权止于县政”二、“政
权下乡”三、“政党下乡”四、小结第二章 村民自治的萌生：现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再蔓合一、“公
社解体”二、“制度萌生”三、“民主下乡”四、小结第三章 村民自治的生长：现代国家的行政推动
一、“法制建设”二、“达标示范”三、“机制创新”四、小结第四章 村民自治的困境：现代国家建
构的内在紧张一、乡村整合：“控制”与“放权”的悖论二、乡村博弈：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冲突三、
“两委”矛盾：领导权与自治权的对立四、小结下篇 社会发育篇第五章 村民自治的组织基础一、村
民自治的组织载体：村民委员会二、村民自治的徘徊：村民委员会的限度三、走出困局：村级组织的
自主性与多元化四、小结第六章 村民自治的财政基础一、村治变迁与村级财政二、财政新格局与村治
新困境三、制度创新与财源拓展四、小结第七章 村民自治的文化基础一、传统文化资源与村庄共同体
二、传统文化资源流失与村民自治三、文化重建与村庄秩序⋯⋯第八章 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结语参考
文献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村民自治的生长>>

章节摘录

　　农村实行分户经营后，促进了农民的分工分业，外出做工、经商的村民很多，定期召开村民会议
也较难。
正因为以上原因，造成初期的村民会议多流于形式。
为了有效地解决问题，一些地方肯定了村民代表会议的做法，并在实践中推广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
有的省份还在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实施办法”中规定了村民代表
会议制度的内容条文。
　　“海选”也是人民群众在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伟大创造。
所谓“海选”，是指一种产生村委会候选人的方式，其特点是放手让有选举权的村民自由提名自己认
可的候选人，上级部门的领导、村党支部不加干涉①。
“海选”的产生，首先是缘于村委会选举引入竞争机制后，人民群众对农村社会由上面指定和安排干
部的惯习的挑战。
1988年初，辽宁省铁岭市所辖的铁法镇胡家村村民李春保等4人，针对村干部的“终身制”，联名向铁
法县政府写信，提出通过竞争选举村委会主任的要求。
李春保甚至提出愿意以万元的家产作抵押，自荐竞选村委会主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精神，也考虑到胡家村的实际，铁法县和铁法
镇领导采纳了这一提议，在该村实行民主竞争选举的试点。
结果，李春保没有竞选成功，原村委会主任以微弱优势当选。
这件事的成败本身姑且不论，最重要的是它第一次向“铁板一块”的村干部指派制度发起挑战，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
村委会选举竞争机制的引入，打破了乡村社会长期僵化不变的干部任用制度，使村委会选举进入了一
个不断创新的局面，为村民自治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实行竞选的地方，以往由领导干部指派村干部的积习已荡然无存，歪风邪气也大为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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