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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的重心放在“三农”发展进程中地方法律调整机制转换这一较少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之上，其
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章“新农村建设的法治内涵”首先对现有新农村建设战略决策偏重经
济发展的基本思路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并认为，从促进“三农”发展的基本立场出发，新农村建设战
略应当以社会重建为着眼点，注重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中的制度改革与组织建设，尤其是突出政治
制度改革的重心地位；以此为出发点，作者提出需要以“三农”治理模式的建立作为新农村建设视野
中的社会重建目标得以实现的技术平台。
为此，作者主张“三农”治理模式的确立及其效能的发挥，又要以新农村法治建设的推进尤其是要以
“三农”法律调整模式由法制向法治的过渡为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地方法律调整机制转换
的必要性和基本要求。
    第二章“地方法律调整机制转换的宪政基础”主要是从宪法作为“法规范金字塔”最顶端的基本理
念出发，强调新农村法治建设和地方法律调整机制的转换应当以宪政建设领域中的相关制度改革或调
整作为合法性前提和规范化基础，主张推进宪法所确认的包括农村土地产权、地方政权体制、农村基
层群众自治组织等基本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领域中的改革和完善，强化“三农”利益主体尤其是农
民的基本权利的确认和保障的社会意义及其制度措施，为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地方法律调整机制的转换
奠定宪政基础。
    第三章“地方立法模式的调整”立足于这样的前提性认识，即我国“三农”问题的日渐突出，尤其
是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与居民权益保障和实现上的差距日趋加大，其根源并不在于地方执法或司法机关
或其人员的权力滥用或权力懈怠，而在于作为地方执法或司法的合法依据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在其权利
义务分配上的不合理。
要消除这些法律规范层面上的不合理因素，除了要实现某些方面的宪政制度改革，以作为普通法律改
革的合法基础之外，更直接的和关键的要求在于改革和完善地方立法制度。
本章从维护利益分配上的公平、立法过程中的民主参与和立法产品的科学有效三个层面出发，探讨了
有助于促进“三农”发展的地方立法体制、立法过程和立法监督等方面的制度改革问题。
    第四章“地方执法制度的完善”主要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地方执法体制完善、地方执法过程控制
三个角度探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地方执法制度改革的着眼点。
无论是从法律运行过程来看，还是基于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政权机关作用发挥的角度考察，作为行政机
构的地方政府的执法活动，都应当成为制度改革和建设的重心。
本章着重探讨了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变、地方执法权的合理配置、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机构设置
、非政府组织的执法权能的确认及其执法行为的规范、执法程序与执法监督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与完善
。
    第五章“地方司法制度的改革”主要立足于农村基层的这一特定的社会背景，突出农村基层社会对
司法制度建设上的特殊性要求，诸如国家法与民间法在司法过程中的关系处理、基层法官的职业化、
人民法庭设置的合理性、司法所功能的合理定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性、农村基层法律服务
体系构建的紧迫性等等。
为此，本章着重讨论了基层司法体制改革、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体系的健
全等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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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 新农村建设的法治内涵 自从庞德发现法律可以被当做一种“社会控制”工
具之后，法律对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变革所起到的突出作用，得到了研究者和各国立法决策机构和领
袖的认同和重视。
尽管有研究者并不认同以法制手段推动有目的、有计划的社会变革是现代化的基本机制和主要特征的
理论观点，[1]但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以来，各国政府通过构建一定的法律秩序来解决社会问题，“
有意地（尽管通常是错误地）适用法律来改变行为，并进而改变了制度”，[2]正成为一种趋势。
中国也不例外，尤其是在学者所谓的政府推进型或“变法”型的法洽建设实践中，通过法律领域中的
改革和建设，引领和推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变革，正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常态。
[3]具体就新农村建设而言，仅仅从一般理论层面上看，新农村建设要想真正促成“我国农村的又一场
伟大变革”，其间的法律保障功能和法洽促进作用的发挥，不可或缺。
尤其是在倡导“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或“依法行政”等理念，建设“法治国家”或‘‘法治政
府”成为执政党和政府施政基本目标的今天，从规则之治的角度，探寻新农村建设的法治内涵，尤其
是从法制建设的角度和层面上，对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施政行为进行规范，并为
其提供国家权威性的保障和依法治国理念指引下的规束，是确保新农村建设战略决策有效与有序推进
的必由之路。
 第一节 新农村建设之于“三农”发展： 经济的还是社会的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农村建设的经验与
教训 在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新农村建设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可以追
溯到建国初期。
20世纪50年代初，在刚刚开始的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农业供给不能满足工业化的需求，以及小农
经济的分散与落后构成了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工业品市场扩大的严重制约，党和国家开始了以农业生产
合作社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其目的在于“期望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将农民组织起来，将
农民的个体劳动转变为集体劳动，变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为集体的土地所有制，以农村所有制变革为核
心，带动整个农村社会的变革，造就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1]。
 总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是一场以“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为指
导思想的农村改革运动，从实施过程来看，这场运动主要是以建立合作社以组织农民、变革所有制以
带动农村社会的变革、建立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减轻“三农”对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压力等措施作为切
入点。
很明显，一方面，这种通过在农村社会实行基本的和宏观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的变革而推行的新农村
建设运动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是极其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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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农"发展与地方法律调整机制的转换》所讲述正是新农村建设视野中，地方法律调整机制转换应
当遵循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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