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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权利研究(套装共4册)》

内容概要

本书是探讨农民问题四本书的合集，包括《给农民以宪法关怀》《给农民以宪法关怀》《认真对待农
民权利》 《农民、公民权与国家》。
《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将农民与宪法联结起来，以宪法视角集中讨论了当代中国农村和农民诸问题，
拓展了农民问题研究的新视野，提升了农民问题研究的新境界。
《农民权利论》将国际人权宪章引入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比较系统全面地探讨了农民应当享有的平等
权、生命权、人身权、居住和迁徙自由权、结社权、参政权、自治权、信访权、社会保障权、健康权
、文化权和环境权等基本权利和自由，是早从国际人权法视角研究农民问题的学术专著。
《农民、公民权与国家》以公民权理论为分析框架，以湖南省溆浦县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土地制度和
农民身份的变迁为主线，考察和分析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农民公民权演进逻辑。
《认真对待农民权利》提出了农民问题的“双核”理论，认为当代中国农民问题有两个核心，土地产
权问题是农民问题的“双核”之一，农民问题的另一“核”是平等权利问题。在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
中，认真对待农民权利，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护和实现农民的土地权利和平等权利这两个基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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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英洪　出生于湘西农村，研究员、法学博士，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已出版的
主要著作有《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农民权利论》、《农民、公民权与国家》、《认真对待农民权
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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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给农民以宪法关怀》目录
序⋯⋯⋯⋯⋯⋯⋯⋯⋯⋯⋯⋯⋯⋯⋯⋯⋯⋯⋯⋯⋯⋯⋯⋯⋯⋯⋯⋯⋯⋯⋯赵树凯
自序：建设保障农民权利的公正社会⋯⋯⋯⋯⋯⋯⋯⋯⋯⋯⋯⋯⋯⋯⋯⋯⋯⋯⋯⋯张英洪
再版序⋯⋯⋯⋯⋯⋯⋯⋯⋯⋯⋯⋯⋯⋯⋯⋯⋯⋯⋯⋯⋯⋯⋯⋯⋯⋯⋯⋯⋯⋯⋯郭书田
初版序：被平均的大多数⋯⋯⋯⋯⋯⋯⋯⋯⋯⋯⋯⋯⋯⋯⋯⋯⋯⋯⋯⋯⋯⋯⋯⋯⋯王跃文
绪论
解决农民问题的权利视角
农民权利研究的基本方面
给农民以宪法关怀的意蕴
第一篇　二元结构与农民歧视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破除二元社会结构
“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二元社会结构
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和演变
统筹城乡发展，尽快改变二元社会结构
户籍制度的历史回溯与改革前瞻
短暂的自由迁移
严格限制农民进城
小城镇户籍改革的突破
户籍改革的认识障碍
恢复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
中国的农民歧视
农民歧视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农民歧视的主要表现
尽快消除对农民的歧视
城市化滞后与农民歧视
严重滞后的中国城市化
制约城市化发展的农民歧视
城镇化战略与制度创新
加快实施城镇化战略
我国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补上城镇化这一课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突破口
加快我国城镇化的政策取向
城市化：让农民说说
我们太擅作主张了
农民最有发言权
让农民自由选择
二元户籍制：半个世纪的“城乡冷战”
神州大地悄然筑起“户籍墙”
谁的大城市？
大城市其实并不大
城镇化中的误区
万众一心推倒“户籍墙”
第二篇　解放农民与农民自由
解放农民
将农民从二元结构中解放出来
加快改革束缚农民的旧体制
城市化是农民的一条解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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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由发展与乡镇体制改革
权利缺失：农民的三重困境
权力扩张：基层政权构建的本质特征
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乡镇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
自由迁徙：离我们还有多远？
自由迁徙是一项基本人权
计划经济排斥自由迁徙
市场经济呼唤自由迁徙
给农民自由
消除对自由的错误理解
破除二元社会结构
取消三级利益共同体
解读《户口登记条例》
农民的迁徙自由是怎样失去的?
苏联模式
中国需要现代政治家
恢复迁徙自由正当其时
正视迁徙自由权
迁徙自由的阙如
恢复迁徙自由正当其时
促进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
农民的生存境况：数字的视角
制约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为因素
构建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制度环境
从梁漱溟到李昌平：欲说农民好困惑
敢为农民说实话
为农民说话的“风险”
关键是要给农民以宪法关怀
武文俊与李昌平：谁更悲壮？
为农民说话的武文俊
写给总理的信
“反动者”与先知者
第三篇农民负担与村民自治
宏观视野中的农民负担
关于农民负担问题的几个认识误区
农民负担沉重的主要人为因素
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关键性对策建议
公共品短缺、规则松弛与农民负担反弹
问题的提出
投资配套、约束失灵与“二次维权”
公民权、村民权与乡村治理
简短结论
党群关系：“刀把”在干部手中
问题本来就简单，是干部搞复杂了
虽然不都是乡干部的错，但主要责任在干部
转变作风与体制改革：双管齐下的对策
三级利益共同体：县乡村权力运作与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从二元社会结构说起
三级利益共同体：概念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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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利益共同体的游戏规则
三级利益共同体的权力漩涡
能否打破三级利益共同体？
村民自治：困惑与依赖
“两委合一”能否推广？
村民自治的困惑
路径依赖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缺陷及其完善
“两委”关系界定不清
对乡镇干预村民自治的法律责任未作规定
没有设立村民会议的机构和班子
废除村干部职务终身制
能否废除“村官”职务终身制？
村庄成为终身制的最大乐园
废除终身制还缺乏制度化
“村官”终身制的政治后果
废除“村官”终身制的基本设想
第四篇弱势阶层与宪法关怀
弱势阶层与社会稳定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
保护弱势阶层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诉求
农民为何弱势化？
保护弱势阶层的“两大步”
“打工仔”基本权利的保护
“打工仔”是新兴的工人阶级
“打工仔”基本权益面临挑战
僵化的认识与滞后的政策
重新认识“打工仔”
农民工与“民工荒”
为什么会有农民工？
“民工荒”凸显政府缺位
分配不公与“民工荒”
新旧体制交织下的农民工
与农民工同吃同住
新旧体制的交互作用
农民工是当代新兴的工人阶级
权利缺失与制度供给
农民工欠薪责任在政府
促进社会进步和体制完善
给农民以宪法关怀
二元体制的枷锁
“压力型体制”
在宪法之母的注视下
扩大基层民主
宪法关怀：解开农民问题千千结
农民问题：再次印证历史性怪圈
百计千方：屡屡跌入人治大陷阱
宪法之母：露出您神圣的威严和慈祥的笑容
农民问题呼唤宪政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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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在瞎子摸象
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遗产
二元社会结构和三级利益共同体
人权与法治：农民的新需求
走上良宪治国的轨道
宪法到底是什么？
现行《宪法》的局限性
修宪与宪政
只有宪法才能救农民
绕过真问题的伪学问
农民的不幸缘于旧制度
除了宪法，农民没有救世主
张英洪：给农民宪法以关怀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解决“三农”问题的里程碑
拓宽农民增收的新视野
从宪法上关注农民
勇气比智慧更重要
一个农民之子的精神反哺
第五篇权利保障与社会和谐
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权利
当代中国农民政治权利概述
当前中国农民主要政治权利评析
日常抵抗、依法抗争与宪法关怀
当代中国农民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农民问题实质上是权利问题
国际人权宪章与中国农民权利
当代中国农民主要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评析
农民维权抗争与宪政体制改革
统一社保是“短视国策”与“洋跃进”？
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是短视国策？
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势在必行
当代中国农民的社会保障权
社会保障权：农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二元社会结构中农民社会保障权利的缺失
和谐社会构建与执政能力建设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农民权益保护
农民维权抗争进入当代视野
农民为什么成了弱势群体？
农民权益保护与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农民增收的制度环境
以制度公正促农民增收
“切好蛋糕”
构建公正的制度环境
以扩展农民权利加快农民增收
农民权利的短缺
在农民权利上实现突破
以扩权实现增收
第六篇社会正义与政治文明

Page 7



《农民权利研究(套装共4册)》

劳教制度：是改还是废？
劳动教养制度产生于非法治的特殊环境
劳动教养制度的惯性运行
劳动教养制度：是改还是废?
孙志刚之死与制度之恶
“谭颂德困惑”
孙志刚之死
公民的权利
警察暴力与人权保障
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何要滥施暴力？
引入人权观念
政治家是干什么的？
孙志刚事件催生制度之变
中国需要伟大的政治家
政治家是干什么的？
李昌平为什么成功？
是失败，还是成功?
说实话难的体制因素
“权力漩涡”
勇气比智慧更重要
降低社会转型的痛苦指数
关注痛苦指数
弱势阶层的痛苦类型
提高生活质量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文明
党的以人为本的施政方针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要内涵
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和措施
农村党支部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主要任务
中国：走向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集中体现
破除建设政治文明的旧观念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行为的公开化、平等化、非暴力化
不失时机地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关注对政治文明的专门研究
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问题
在行动中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新农村建设与公民权建设
公民权是现代国家的基石
农民问题根本在于公民权的短缺
农民公民权在改革中成长与发展
公民权的制度建设与实践创新
《农民权力论》目录
序⋯⋯⋯⋯⋯⋯⋯⋯⋯⋯⋯⋯⋯⋯⋯⋯⋯⋯⋯⋯⋯⋯⋯⋯⋯⋯⋯⋯⋯⋯.赵树凯
自序：建设保障农民权利的公正社会　⋯⋯⋯⋯⋯⋯⋯⋯⋯⋯⋯⋯⋯⋯⋯⋯⋯.张英洪
初版重印序⋯⋯⋯⋯⋯⋯⋯⋯⋯⋯⋯⋯⋯⋯⋯⋯⋯⋯⋯⋯⋯⋯⋯⋯⋯⋯.朱启臻
初版序⋯⋯⋯⋯⋯⋯⋯⋯⋯⋯⋯⋯⋯⋯⋯⋯⋯⋯⋯⋯⋯⋯⋯⋯⋯⋯⋯⋯.党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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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以权利看待农民
（一）农民问题实质上是权利问题
（二）国际人权宪章与中国农民权利
（三）农民主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评析
（四）农民主要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评析
（五）农民维权抗争与中国政治发展
一 农民的平等权
（一）平等：人类文明的基本信条
（二）二元社会结构中农民的不平等地位
（三）反歧视：国际视野与中国选择
二 农民的生命权
（一）生命权的涵义
（二）生命权的立法保障
（三）农民生命权面临的几个问题
（四）以人为本，尊重生命
三 农民的人身权
（一）人身权的涵义及立法保障
（二）转型期农民人身权保护失灵
（三）中央、地方与农民的博弈
（四）底线权利与社会正义
四 农民的迁徙自由权
（一）迁徙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
（二）农民迁徙自由权的丧失与复归
（三）以自由看待发展
五 农民的结社权
（一）结社自由与法律保障
（二）中国农会的历史考察
（三）公民社会、利益集团与农民组织
（四）重建中国农会的几个问题
六 农民的参政权
（一）政治参与和参政权：概念辨析与界定
（二）农民政治参与：方式和趋势
（三）农民参政权：特征及张力
（四）新世纪、新农村、新农民
七 农民的自治权
（一）自治与自治权
（二）地方自治及其历史发展
（三）中国地方自治的演变
（四）村民自治与自治权生长
八 农民的信访权
（一）信访权：中国特色与宪法渊源
（二）信访制度的缺陷与政治认受性流失
（三）信访制度改革与信访权利保障
九 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一）财产权利、个人自由与国家繁荣
（二）集体所有、家庭承包与产权变迁
（三）产权残缺、利益博弈与社会冲突
（四）农民参与、宪法秩序与农地改革
十 农民的受教育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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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和受教育权
（二）农民受教育权的危机与转机
（三）基于权利的教育变革
十一 农民的社会保障权
（一）社会保障权：农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二）农民社会保障权的缺失与生长
（三）和谐社会构建与执政能力建设
十二 农民的健康权
（一）健康权及其法律保护
（二）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演变
（三）城镇医疗体制改革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构
（四）农民健康安全面临新挑战
（五）世界医疗制度与中国医改方向
十三 农民的文化权
（一）文化权：人权法渊源与国家政策
（二）农村文化状况调查的基本情况
（三）农民的文化生活与文化消费
（四）农村文化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比较
（五）农村文化体制改革：农民与干部视角
（六）农村文化建设与文化权利保障
十四 农民的环境权
（一）环境危机与环境权的提出
（二）环境权的概念和内容
（三）国际社会保护环境的努力
（四）中国环境保护的历程
（五）农村环境恶化与农民环境权
（六）以环境权为中心改善农村环境
结语 不断提高中国农民享受人权的水平
（一）农民权利的宪法保障
（二）走出兴亡百姓苦怪圈
（三）从农民权利到公民权利
《农民、公民权与国家》目录
序⋯⋯⋯⋯⋯⋯⋯⋯⋯⋯⋯⋯⋯⋯⋯⋯⋯⋯⋯⋯⋯⋯⋯⋯⋯⋯⋯⋯⋯⋯⋯赵树凯
自序：建设保障农民权利的公正社会⋯⋯⋯⋯⋯⋯⋯⋯⋯.⋯⋯⋯⋯⋯⋯⋯⋯⋯⋯张英洪
再版序　当代农民和现代中国的成长⋯⋯⋯⋯⋯⋯⋯⋯⋯⋯⋯⋯⋯⋯⋯⋯项继权
初版序  对政治学研究的新拓展⋯⋯⋯⋯⋯⋯⋯⋯⋯⋯⋯⋯⋯⋯⋯⋯⋯⋯⋯徐勇
摘  要
⋯⋯⋯⋯⋯⋯⋯⋯⋯⋯⋯⋯⋯⋯⋯⋯⋯⋯⋯⋯⋯⋯⋯⋯⋯⋯⋯⋯⋯⋯⋯⋯.
第一章 导  论
1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1
二、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12
三、理论假设、分析框架和叙述结构
37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40
五、有关概念的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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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地改革、阶级划分与农村政治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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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政权的建立：嵌入性政治与强制性变迁
51
（一）共产革命的胜利
53
（二）南下干部
56
（三）建政征粮
59
二、划成份：农民身份的阶级化
63
（一）阶级理论的输入
63
（二）早期的阶级划分
65
（三）土地改革与阶级成份
68
三、斗地主：革命专政和暴力再分配
77
（一）诉苦：预热革命斗志
78
（二）批斗：宣泄阶级仇恨
81
（三）没收：瓜分胜利果实
92
四、怨恨：阶级敌人的武器
95
（一）仇杀
96
（二）哀求
98
（三）色诱
100
（四）泄愤
103
（五）自杀
104
（六）转移
107
五、小结
109
（一）两极社会催生社会暴力
110
（二）革命专政排斥人权法治
114
（三）阶级成份取代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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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集体化、城乡隔离与农民结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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