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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

前言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实施了30年，但基本是以经济领域效率导向的改革和开放为主线，社会
、文化尤其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明显落后。这不仅导致了经济领域的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开放步履维艰，
而且阻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进程。未来的中国应该是与世界先进文明高度接轨
，而且更加开放、民主、平等和自由。显然，目前和未来的中国公共政策在制定的过程中，将面临更
加复杂的选择。这是因为经济政策的边际创新动力已经枯竭，而上述其他领域公共政策的边际创新才
刚刚起步。我们开始进入一个航向尚不完全明确的深海区域。全面配套的转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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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

内容概要

《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分析和解释乡土社会的改造和建设，认为
传统乡土社会是自然成长的，而当代乡土社会则是国家建构的。国家建构乡土社会就是根据国家意志
将国家制度渗透到乡土社会的过程，由此形成“制度下乡”。国家建构、乡土社会和制度建构形成当
今中国乡土社会变动的内在逻辑。当然，当代中国乡土社会并不是国家制度、政策的复制品。一方面
，国家建构乡土社会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乡土社会的历史、传统和现状，才能有效贯彻国家意志；另
一方面，乡土社会也会按照自己的意志，以自己的行动改变国家行为。乡土社会实际是国家改造与乡
村自我塑造的双向运动过程。《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运用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和方法，对当
代中国的“三农问题”、土地问题、村民自治、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自
己创新观点，对于深入认识当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变动具有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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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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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

书籍目录

引论  “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    一、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民族－国家    二、现代国家的制度
体系：民主－国家    三、“回归”抑或构建：现代国家在中国  政治学研究：从殿堂到田野    一、实证
方法在中国政治学的进入    二、实证方法在中国政治学的运用    三、实证方法在中国政治学的走向  当
前中国农村研究方法论问题反思    一、方法论问题的发生    二、经验研究的方法论限度    三、转换和
丰富研究视角第一篇  现代国家与“三农”问题  现代化视野中的“三农”问题    一、“三农”问题何
以发生：现代化进程    二、“三农”问题何以表现：国情与特点    三、“三农”问题何以解决：现代
化取向  阶梯性社会与“三农”的提升  “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    一、小农之“小”与社会
之“大”    二、“小农”与“社会化”的张力  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    一、小农经典
理论的经典与力所不逮    二、社会化小农：定义界定与条件分析    三、社会化小农：理论假设与分析
框架    四、社会化小农：理论与现实意义  如何认识当今的农民、农民合作与农民组织    一、是“组织
农民合作”还是“农民合作组织”    二、是“原子化小农”还是“社会化小农”    三、是“农民善分
不善合”还是“农民善分也善合”    四、是封闭的“集体合作”还是开放的“专业合作”第二篇  现代
国家与土地问题  现代国家建构与土地制度变迁    一、“土地归公”：民族－国家的逻辑    二、“地权
属民”：民主－国家的逻辑  土地问题的实质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  防止无地青年“农民”游民化
第三篇  现代国家与村民自治  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    一、政权—政党—群众：村民自治
的背景    二、吸纳—参与—主体：村民自治的发生    三、制度—示范—创新：村民自治的成长    四、
沟通—整合—草根：村民自治的走向  村民自治的成长：行政放权与社会发育    一、村民自治的成长空
间：行政放权    二、村民自治的成长基础：社会发育  村民自治的深化：权利保障与社区重建    一、从
组织重建走向权利保障    二、从乡村改造走向社区重建  村民自治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    一
、村民自治对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二、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领
导村民自治的能力    三、在发展村民自治中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基层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基
础性工程    一、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动因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总体态势    三、基
层民主发展的特点和经验    四、基层民主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问题与趋向第四篇  现代国家与乡村治理  
“政权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    一、“无根的统治”：“政权下乡”的表象化    二、国
家扎根：政权下乡的深化  “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    一、组织与动员：政党下乡    
二、政党整合的精英制与社会化    三、政党整合的民意基础扩展  “行政下乡”：动员、任务与命令    
一、动员：行政机制的渗透    二、任务：行政机制的介入    三、命令：行政机制的扩张  “政策下乡”
及其对乡土社会的政策整合    一、伴随“政党下乡”的“政策下乡”    二、“土政策”与政策整合的
复杂性  “法律下乡”：乡土社会的双重法律制度整合    一、伴随“政权下乡”的“法律下乡”    二、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同一、冲突和整合  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农民权益维护  农产品的国家性建构及其
成效    一、统一征购：产品的国家化    二、“瞒产私分”：无权者的抵制  论农民劳动的国家性建构及
其成效    一、统一调配：劳动的国家化    二、“出工不出力”：弱者的武器第五篇  现代国家与新农村
建设  国家整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整合：城乡分化    二、国家与社会的一
体整合：建设新农村  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城市带动乡村”    一、世纪之变：从农村到城市的战略
转移    二、城市带动乡村的机制    三、城市带动乡村的条件：新城市建设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
进农村社区建设    一、农村社区：建构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    二、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基层管理体制创
新  现代国家的建构与农业财政的终结    一、现代国家建构与乡村整合    二、庞大的政府体系与弱小的
农业财政    三、城乡统筹与农业财政的终结  农村微观组织再造与社区自我整合    一、乡村治理体系中
社区民间组织的缺失    二、杨林桥社区建设的动因及自我整合机制    三、社区自我整合的效能与启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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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

章节摘录

　　经济社会的理性化必然要求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一国家。资本的私人性要求通过作为公共性权力
的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和私人利益。而这种国家是有特定的领域边界的，并能在其领域范围内成功地
垄断暴力，进行持续不断的制度化统治，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公共秩序。因此，现代民族一国家的建立
是一个将分散的互不联系和依赖的地方性族群形成一个统一的主权整体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国族化
。现代化进程同时是国族化的过程，是民族与国家的融合过程。“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
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国族得以在主权国家内被建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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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

精彩短评

1、对于当前中国农村问题具有深刻的观察，值得当政者品鉴。
2、国家社会模式研究又一例证
3、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那么乡村则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难题，那么乡土的中
国是如何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的呢，究竟会为我们提供怎样的学习视角呢？
4、了解现代政治制度模式。研究乡土政治，把握时代脉搏。
5、这本书出乎我意料，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农村问题的佳作，吸引人，有说服力。作者是华师的，
英雄不问出处。
6、本书是徐勇教授的论文集，他认为我国的乡村社会的建设要由国家来引导，建立一个制度化的乡
村社会。他的观点可以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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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

章节试读

1、《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的笔记-第11页

        民族国家是由统一的中央权威在其领土边界内实行自主治理，并共有民族利益和国民文化的主权
国家。

如果说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是主权原则，那么民主国家建构的核心就是人权原则。作为现代国家，二
者是相互一寸的统一体，民族国家提供领土平台，而民主国家产生平等的人民权利。

由于现代化的国家的建构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空中展开的，能够给予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达到相
对均衡条件的国家，实在太少。大多数国家都经历着或者正在经历着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不均衡
的过程，这也使得现代化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民族国家的建构尚是一个未完结的过程，而且
更缺乏对民主国家的深刻理解。

中国可不可以说是一个封建国家？也有道理，但是不像西方，在分散孤立的家庭村落之上有一个庞大
的君主专制官僚体制。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通过居住在地域性城市的官僚实施统治。只是王权止于县
政。中央官僚统治权力从未直接深入到广阔的乡村社会。正如韦伯所言，政权领域的各个部分，里统
治者官邸越远，就越脱离统治者的影响，行政管理技术的一切手段都阻止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他认
为，在传统中国，城市是没有自治的品官所在地，乡村则是没有品官的自治区。因此，传统国家更主
要的是文化国家，而不是政治国家。

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国家的建构都是在外国入侵的情况下发生的。现代国家的建构首先是以民族主义
为旗帜，要求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
但是1949年以后的现代化国家建设十分不平衡，由于多重原因，民族-国家的建构远远快于民主-国家
的建构，也就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设，没能够及时地建构一整套民主制度。脆弱的民主政治体制，难
以节制领袖的能量（领袖凭借自身魅力迅速建构起民族-国家，但也使其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扩张
，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说明，没有民主-国家的建构，民族-国家缺乏稳固的基础。

与民主主义消退（民主建构过程中充满曲折，民主主义的理想不再具有广泛的号召力）相映照的是民
主主义的重新复兴，其深刻的背景：意识改革开放后致力于经济建设，大大提升了国家的实力，中国
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世界舞台上崛起，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另一个就是科学技术进步和资本力
量的进一步扩张，全球化浪潮更加猛烈。因为强烈的历史记忆和正在生长的实力，使人们对国际碰撞
特别敏感。人们试图寻找自己的国族性，自立于世界之林。
作者观点：认为不应当寻找回归传统国家，而应当寻找民主-民族的平衡点。这样才能在世界竞争中占
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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