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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的再造》

内容概要

本书描述了宝安地区万丰乡从村域集体地向非农转化的过程中，外来力量与村庄内在的社会结构如何
相互作用、推进该地区发生巨变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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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的再造》

精彩短评

1、雁阵理论的精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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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的再造》

精彩书评

1、读折晓叶这本书，最开始的感觉是自己看到一种纷乱的社会关系和局面。但是作者却依照其分析
的主线，将这些关系理得比较清楚了。作者的整个问题在于家庭承包责任制施行以后，珠三角的农民
何以组织起来利用整个外部大环境去和市场对接。如果从分类的角度来看的话，万丰村何以能够做到
再组织，何以能够实现自然城镇化的过程。作者分析的重点转到村庄内部，真正以村庄作为一个分析
单位，试图探求村庄内部的结构如何提供了这种条件与便利。也就是分析的终点站在村庄内生的力量
上了。这样的角度是很好的。村庄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有其自在的逻辑和结构，外部力量的
单纯介入不但会作用不大，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就像怀特《街角社会》中展示给我们的那样，社区
工作者和多克那样的社区天然领袖在社区建设中所分别发挥的作用。这使得我们每一个单纯试图通过
外部力量介入来解决农村社区问题的人感到汗颜。当然这部分人的动机又是需要做区分的。在折晓叶
看来，股份公司等一些具有现代外部形态的组织之所以能在村庄生根发芽，关键在于村庄本来就有其
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文化基础与心理基础。经济基础在于产权模糊的土地制度和集体资源，社会基
础在于人民公社的遗产大队组织和生产队组织，文化基础在于家族文化的持续发挥作用，心理基础在
于农民的平均主义心态和农村社会的生存伦理（个人增添）。村庄的变迁很多时候是路径依赖的结果
。作者认为，万丰模式的根本和核心在于共有体制。一句话可以概括为尊重个人产权的集体所有制形
式。我们知道，经济学有一个分析的角度认为，公有制有一个不很难克服的局限，即是哈丁所谓的【
公地悲剧】，也就是搭便车问题，或者称之为作者所采用的经济的外部性问题。在这种体制中，个人
的收益被别人分享不可避免，个人的成本由别人分担不可避免。但不说这种理论模式多么局限（奥斯
特罗姆已经给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参考其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只是作者分析的万丰村通过其村支
书所称的共有体制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个人的土地和均分的集体资源入股，还有后期真正股份制经
营中的个人资金投入，还有集团性的资金投入，这样很大一部分解决了个人的激励问题。也就是村庄
集体的效率能够实现了。而这种共有体制的最根本的支撑就在于土地产权，强有力的集体组织和以血
缘亲缘地缘重合的家族组织。另一个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村庄为了适应经济边界的开放性特征，立足于
村庄内部既有的规则进行的调整。如各种拟亲缘关系的建构，对既有经济合作制度的调整。我们再一
次看到结构是实践出来的，村庄和公司的分离。这里我们看到作者称为{公司办村庄}的现象。也就是
为了适应外部环境，村庄内生结构也开始变迁了，也就是规则的变化。读者本书还有一个感觉就是，
村庄能人的重要性，当然此处我所谓之的能耐人不单纯是经济意义上的，他还必须有某种公心，功德
，也就是他的更多的权威来自于村装内部而并非是行政的授权。这也就是我们称的村庄领袖的村庄基
础。在这个个案中，作者认为是一种家族内涵的规范使得潘强恩这样的能人，受到多重角色的束缚和
制约，并且在多种期待中进行平衡。但是这样一个个案，或者说是一种类型，并没有普遍的意义，我
们可以多问一下，如果没有这种家族规则作用，家族文化如果没有这样持续作用，那么怎样使能人成
为复合意义上的，而非是单向度的呢。我觉得作者似乎给了我们答案。但是尚不明朗。作者将之称为{
村议}和{草根民主}。这里对我们的最大启示可能在于，怎么样去寻找一种我们追求的正式民主形式的
村民自治的基础。通过这样一种结构造出村庄领袖来。当然我么也许考虑外部大的环境，那就是农村
的人力资本源源不断的流亡农村。流亡一词一是为了说明地理空间的流动，理方面是要说明这些人力
资本在流入地的边缘地位。当然不是说他们没有什么能力，而是一种结构性制约和因生活环境不同而
作为后果的不同经验。最现实的意义莫过于怎么样在农村人力资本上做一做文章。这实际上是我个人
的一种分析背后的理念的转换，我们过去太多关注于结构了，虽然结构并不是不重要。但是这种过多
的关注背后实际上是对于农民主体地位的不重视，对于农民话语权力的剥夺，农民并不总是弱者。万
丰村虽然是一个个案，却给我们一个转变思维的机会。万丰村给我们的另一个冲击是被作者称之为自
然城镇化。过去我们的对于城镇化的概念在于农村人口流到城市，或者伴随着小城镇的研究，丰富了
这一解释。但是我么却无视了软的实力的生活方式的转变，甚至更没有想到农民内生的一种城市化。
相比起来，硬指标和软指标哪个重要呢，或许不同人会有不同解释，但是社会主义体制下应该是人人
共享城市生活文明，这种城市化的模式总比城中村要好得多。虽然二者都是在不公平社会制度下的结
果，都可以在称之为创造，但是前者或许主动性更多一些，而后者无奈更多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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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的再造》

章节试读

1、《村庄的再造》的笔记-第三章

        今天读到村民们如何在村干部的组织下运用股份制办厂搞经济的，还有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
动力市场的区别以及服务于打工仔的商贸经济的出现。

2、《村庄的再造》的笔记-第6页

        有一句话是说城乡二元分化阻碍了农民进城，但也提供了把城市的资源引进农村的可能。这话读
起来如当头一棒，猛然觉醒。农民在城乡二元分化的体制下也是可以主动出击获得比城市更巨大的成
就的。但是那也是有其区位条件的，放在西部的农村就不一定可以了。

Page 5



《村庄的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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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