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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困的治理》

内容概要

作者选择了华中乡镇从事个案研究，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搜集了丰富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完整的
再现了一个典型乡镇所面临的国家公共规则与地方性规范之间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给乡镇治理所带
来的困境。
作者通过翔实的案例资料解释“简约治理”理论的不足，提出了更能有效解释乡镇治理现实的“复合
治理”概念，用以概括乡镇治理的实践形态。
作者展示了扎实的田野调查能力和驾驭田野资料的功底，显示出独到的与现有文献进行对话、并运用
经验研究提炼乡镇治理理论的水平。研究结论具有原创性，深化了对乡镇治理复杂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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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狄金华，湖北当阳人，1982年10月出生，社会学博士。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暨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
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乡村治理与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曾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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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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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则变迁、制度激励与合作困境
第六章  规则多元、策略行为与消极治理困境
一、  生活实践中的村庄纠纷
二、情理与法律：家庭内部纠纷调解的规则博弈
三、情理、暴力与法律：家户间纠纷的调解规则与情境博弈
四、生存伦理与政治话语：农户与集体纠纷的规则博弈
五、规范体系混乱与纠纷调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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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结语：复合治理、社会主义国家与治理转型
一、情境建构与规则选用：对农户行为的再认识
二、复合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
三、复合治理的困境：话语／规则混乱、治权丧失与
合法性消解
四、乡村治理中的国家基础权力
五、社会主义国家与治理转型：一个刚刚开启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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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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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通过解剖河镇这个麻雀，对农村治理历史、治理困境的深度观察，从中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一项
实践于中国农村这样一个复杂、传统而又快速空心化、极具被现代化的治理对象的公共政策，其效果
如何，真是难以预测。向扎实做博士论文的作者致敬。
2、此书原稿为博士论文。似乎和别的博士论文改成的书不同，此书改动较小，所以读起来有深厚的
论文气息，关于各种研究方法论的比较，前人的论述和对比太多，偏学术，所以阅读不是很流畅。讲
述的是湖北中部一个小镇上近几十年的乡村治理，对农村税制改革前后的基层政权运作方式有较多对
比，以法律形式下渗的国家意识对农村治理和农民策略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大。新形势下扁平化的信息
沟通渠道和集权式的治理之间的矛盾，必然无法和谐啊
3、典型的社会学个案研究论著，扎实的田野调查经验资料，跟极度丰富、全面的文献阅读与征引结
合在一起，成就了一本有一定理论建树和重要现实意义的佳作。作者跟过往经典文献的对话能力，对
于社会个体化时代（阎云翔语）基层乡镇治理多元面向的如实展现，都让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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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很多时候，读者与书，以及书的作者之间，总是会有某种奇妙的缘分存在。蓑翁之于这本《被困
的治理》同样如此。最早认识本书作者狄金华老师，是在周晓虹老师的周门读书会上。那天，作为南
大社会学院访问学者的狄老师，在读书会上作关于基层多重治理的学术报告，其思维的敏捷和表述逻
辑的严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没过几天，我去南图借书。按照规定，每次在南图只能借四
本书，而当时我已经挑好了其中三本，随即在社会学门类的书架边徘徊，这本《被困的治理》一下子
映入了我的眼帘。该书出自国内我最喜欢的出版社——三联书店，又属于“田野深描”系列，而这个
系列里，谭同学的《桥村有道》和萧楼的《夏村社会》我之前都读过，受益良多，于是便决定借这本
书前来阅读。抽出该书一看，发现作者一栏写的正是“狄金华”的名字，一时间非常惊喜。书借回来
，我大概花了十天时间阅读完毕。这本书里扎实充分的田野调查素材、详尽丰富的各类征引文献，以
及作者治学的严谨、朴实、认真的态度，都带给我非常多的启发。我甚至觉得：这本书完全可以作为
未来自己的博士论文的写作范本。经过几天酝酿，现将自己阅读这本书的心得感受，向狄老师和各位
书友汇报如下，欢迎大家批评指正：从研究方法上来说，《被困的治理》采取的是类似费孝通先生《
江村经济》那样的个案研究方法，而具体调查过程中，则秉承田野实地调查的方式，因此，这样一本
书，也可以称为是用社会学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完成的著作。河镇是作者爱人的老家，跟作者自己
的老家也仅仅只是一河之隔；尽管如此，作者在调查和写作过程中，还是努力地做到了“我者的他者
化”（范可老师语），尽可能规避自身的熟悉感对调查研究的干扰，把河镇的发展变迁，置于整个中
国基层社会的转型进程中加以考量。作者的核心观点是：经过中共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这三十
多年里的变迁，中国的基层乡镇，既深受国家法律和规则的制约，也仍然受到包括宗族、传统伦理、
潜规则等在内的地方性规范的重要影响，因此对于基层的治理，不能单方面强调国家与社会这两者之
中的任何一项维度，而应该把国家规则和地方性规范综合起来加以考量。这也就是所谓的“复合治理
”。应该来说，对于中国基层社会的“复合治理”界定，是符合实际状况的。建国之初，出于保证政
权对基层控制力量的考虑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要求，中共将原本主导乡村治理的宗族和士绅力量消
灭殆尽，代之以在每个村庄建立党支部。如果说这样的制度变迁在毛泽东时代，还能确保政权对于村
民的组织调动的话，那么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开始，由于集体耕种的不复存在，广大村民已经
面临着“原子化”的境遇。这种个体的“原子化”跟社会生活的去政治化同步进行。改革开放以来，
普通民众，只要不触犯国家法律法规，不从事政治色彩浓厚的活动，其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会受
到政治力量的干扰。这种趋势，在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之后，体现得更加明显。正如狄金华在书中
引用经济学里的“委托—代理”理论论述的那样：农业税取消的初衷只是减轻农民的负担，然而它的
一个意外后果就是：随着政府跟农民之间这种经济契约关系的不复存在，国家和政府在广大农村地区
的“在场”感被进一步削弱，这种“在场”感的削弱，也让中国村民的“原子化”倾向更加严重。如
果社会中仍然有共通的主导性信仰和意识形态，那么民众的“原子化”，可以说仅仅只是针对基层范
围内而言的，就整个中国来说，主导性信仰与意识形态，仍然能让民众有一种集体感和共同的身份认
同感。问题恰恰在于如上所说：民众的“原子化”跟社会生活的去政治化是同步进行的。中国民众的
信仰与意识形态状况，早已经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化发展态势，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
义、国家主义、官方口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均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
而伴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商业主义、消费主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祛魅”，社会主义的名与实之
间，已经存在着很大的落差；而当今中共统治的所谓合法性，与其说是来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如
说是来自于经济发展带来的民众生活改善。在“原子化”和“去政治化”的共同作用之下，正如狄金
华在书中所说，“农民行为中极端实用的个人主义开始膨胀”，“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
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从而变成无公德的个人”（阎云翔语）。民众对私利的普遍追逐和对国家、
政府认同的日渐淡漠，给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更为棘手的问题在于：尽管官
方意识形态在普通民众当中的认同感已经明显淡漠，但在各种成文法和官方口径中，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仍然占据不可动摇的主导性位置。正基于此，当普通民众摆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消解法律
和地方性规范的正当性时，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就会面临这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在官方层面，仍然是维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在很多普通民众眼中，仅仅只是用来实现自身
利益诉求的“大帽子”，或者所谓工具理性。这种名实分离的落差，进一步加大了基层治理的难度。
正是在这样一种治理困境面前，宗族力量在部分地区的复兴，以及基层社会组织的初步兴起，就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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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困的治理》

完全具备逻辑自洽性，因为如果任由民众的“原子化”状况蔓延，政府单独面对这成千上万、而且利
益诉求千差万别的个体博弈，显然是力不从心。基层民众的再组织化，就成为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出
路之一。然而“再组织化”之后，政府和社会自组织之间，如何重新进行权力分配，民众个体面对政
府和社会自组织，会采取什么样的新的博弈策略，都非常值得玩味。最后，谈一谈我对狄金华这本书
的两点小小的建议。第一，书中多次引用基层政府的官方宣传材料作为论证素材，然而细读这些材料
的具体论述，会发现官样文章色彩比较严重，其中对当事人的直接引语，有明显修饰化、宣传化、套
路化的感觉，不排除材料撰写人在写作过程中，有歪曲和美化事实的嫌疑。这样的材料，个人认为可
靠程度，比不上作者直接面向当事人的访谈素材，以及通过亲身参与获得的鲜活田野资料。正如葛兆
光先生所言：学者们对于历史学的研究，往往是以史料作为基础，问题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东西，
是否能跟当时的现实状况一一对应？这一点还需要考证。第二，狄金华在书中将“复合治理”界定为
当下中国基层治理中出现的新态势。但实际上，国家法律与地方性规范之间的博弈，早在中国前现代
社会里就普遍存在。孔飞力先生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就曾经把税收掮客的普遍存在，
视为晚清时期，国家与控制基层乡村的地方士绅力量博弈的重要矛盾所在点。如果说在晚清时期，国
家与地方力量的博弈，主要还在于税收这样的经济利益的话；那么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博弈就从单纯
的经济利益，扩大到政治与文化层面。这一点，在关于民国时期保甲制度推行状况的诸多文献中，均
有详细论述。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将地方上这样一种倡导自治、主张地方财政和治理独立化的力量
，称之为“乡团”。他甚至认为，中国应该以各地的“乡团”为主导力量，构建一个联邦制的自治性
共和国。而历史后来的发展，人们一目了然。富强目标带来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的建立，跟自治驱
动主导下的地方力量的兴起，在孔飞力眼中，是构成中国现代国家建立过程中的三大主导性矛盾之一
，而这一矛盾的演化直到今天，仍在继续。由此可见，指望培育社会自组织力量，就能解决中国基层
治理的困境，是不切实际的。如何找到兼顾各方利益的基层治理方略，还需要各级决策者的反复探索
。就此搁笔。2016.7.7晚作于竹林斋本人原创公号二维码，欢迎关注。

Page 8



《被困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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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