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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民的政治》作者赵树凯长期从事农村政策的起草和制度，这是他的一组乡村研究笔谈，收录文
章27篇，这些文章均曾公开发表并被广泛转引。作者认为，在当下国内语境中，“农民”并不是讨论
政治体制的主要考量，但人们又无法忽视其在政治中的分量和作用，尤其是，“三农”的各种问题和
现象都不断地指向“政治”。讨论“农民的政治”，不仅是研究“三农”问题的关键，更重要的，也
是探索中国政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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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罢此书，启发良多，读到最后一页时，仍意犹未尽。整本书都在为农民说话，为农民争取权利
，令人敬佩。
农民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建国60多年来亦如此，尤其在城市发展、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贡
献了太多。但是，农民在整个社会中却缺乏话语权及平等的谈判能力。
农民缺乏组织性，这是主流研究对农民的评价。若要建立真正的民主，提高农民的组织性是关键。对
于农民组织的建设，不应有畏惧心理，这在政府层面尤为重要。
提高农民组织性，任重而道远。
2、中国研究必读书目，呵呵。
3、内容上政治倾向性太明显，主要是讲基层民主，而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等关键性问题论述很少，
基本都属于官方统一说法，没有自己太深刻见解，基层民主这方面太空泛，说半天其实也没有多少新
意，所以这本书一般吧，
4、好书，值得去买。
5、关注农村，关注农民，期待改革
6、中国语境下的实证写作，比起那些只会站队，凭荷尔蒙和情绪骂人的左派右派来，有地气多了，
无奈，这样书没人看，这样的话没人听。
7、从政的学者和纯学术学者是不一样的。
8、不关心占人口基数70%以上的人群利益，这个政权是站不稳的。。
9、对农民深切的关怀与尊重，万里和作者都做到了。
10、写的很深刻，看问题很全面，很有思想，很符合中国农村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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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农民的政治》的笔记-第26页

        农民上访已经成为观察中国基层矛盾和社会冲突的一个窗口。农民上访原因也在发生变化，早期
的负担过重，今年来的征地冲突等作为农民上访的主要原因，都与国家的政策和制度紧密相关。上访
的势头却在不断的上升，农民选择上访，表明他仍然和接受现有的体制，尤其是信任更高层级的权威
能够有效保护其对于“公正”的诉求，是以为喜。但是，需要重视并观察的是，如果大量冲突不能通
过上访有效化解，那么，将有许多问题发生在体制之外。

从目前的具体上访诉求看来，农民的诉求往往是从经济权益的诉求开始，由于这种诉求得不到满足，
农民转而会衍生出政治权利的诉求。以征地为例，矛盾往往从最初的征地补偿问题开始，发展到对集
体的决策机制、干部的工作方法或者品德不满，进而发展到对整个村级组织班子不信任，进而提出重
新改选村级组织。这种诉求如果在县乡政府得不到满足，则农民又进一步会产生对县乡政府偏私、袒
护的不满，使得矛盾进一步提升。

2、《农民的政治》的笔记-第13页

        亨廷顿分析认为，传统社会内的农民是一种恒久的保守势力，他们禁锢在现状之中；而现代化给
农民在两个方面带来冲击：一、使农民劳动和福利的客观条件恶化；另一方面，导致农民的渴望上升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启蒙传到了农村，农民不仅意识到自己正在受苦，也认识到能够想办法来改
变自己的苦境，他觉得自己的命运是能够得到改善的。从传统社会向社会的转型；既加深了农民的苦
难，也提高了农民的期望值。于是，农民开始寻求参与政治的过程，通过影响政治来争取资源。

竞争型指在资源占有类似的群体间为了争夺同一样资源而发生冲突。像传统农村村庄之间为了争夺资
源而进行的械斗。
反应型抗争是人们以权力收到威胁的名义展开的行动，卷入冲突的各方在资源上是不平等的。
主动型抗争“断言群体的主张在先前并没有得到实施”，因而积极要求权力的落实

3、《农民的政治》的笔记-第3页

        村庄内部的选举还不足以解决中国农村的政治问题。如人们看到的，更多的问题不是来自村庄内
部，而是来自乡镇或者更高层政府。

4、《农民的政治》的笔记-第6页

        就农民与政治的关系而言，或者说农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基本方式，有三种主要的行为选择：其一
、接受既定的政治统治，或者接受既有的政治秩序。在这种秩序下，“管理者”的政治获得了农民的
认可，或者说，没有受到农民的反对，政治统治得以顺利进行。其二、如果存在着可以选择的其他国
家，那么农民可以根据统治者的政治管理情况，选择接受自己满意的政治统治。农民尽管看似没有参
与政治过程，但是，其实他们在“用脚投票”表达自身的同意或默许。其三、如果无法接受现有的政
治统治，而且又缺乏其他的政治体可以避而趋之，那么他们还可以选择“揭竿而起”，对现有统治者
进行反抗。

5、《农民的政治》的笔记-第1页

        人们在讨论“政治”时，往往将注意力更多投向中产阶级、市民社会等ing的社会力量。农民成为
“沉默的大多数”，即缺乏纵向的政治参与，又缺乏横向的自组织，对于政治体制的影响显得无足轻
重。在这个意义上，许多政治讨论即便覆盖了“农民”，也往往是作为政治管理对象加以"处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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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政治动员对象加以"争取"。

6、《农民的政治》的笔记-后记P337

        宋人欧阳修读史，曾感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于我
而言，不论是置身乡间，体察农村发展，还是伏案书斋，沉思古今之变，兴奋不已的事情是，从农民
生活中探究“盛衰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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