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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民主建设研究》

前言

　　自1996年来，我们一批有着共同志趣的中青年学人先后走到一起，以乡村问题为中心展开一系列
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如今，我们汇聚于西南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与
国内外学术机构合作，进行地方治理与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学术交流。　　中心关注的
核心问题为：理解和分析中国地方社会与政治发展和转型的基础与动力，以及条件与路径。过去，我
们解剖得更多的是乡村基层治理的实态与逻辑，从宗族到村庄、村民委员会、再到乡镇，从农民到村
干部再到乡镇干部，皆是如此。不过，从微观上观察和理解基层社会运作和底层群体生存的实态，并
不是我们惟一的或主要的目标。我们的主要目标乃在于以此为基础，更好地透视和分析中国的宏观体
制与整体社会，期望通过研究、培训、实验等方式推动其发展和转型。经过十余年来的辛勤耕耘，如
今我们已有足够的信心，将中心研究的视野从乡村内部扩展到其外部，从微观社会扩展到中观和宏观
社会，从基层社区扩展到县市和省区及其外的层面，期望因此而得到对地方社会与政治运作实态及其
变迁的贯通性理解和把握。　　本中心人员尽管有着共同旨趣，但广泛地分布在正式体制的内外，且
学科背景迥异。无疑，这种学术资源的组合，十分有助于我们观察、分析和理解当今中国地方社会与
政治运作的实态及其变迁。我们研究的立场，既有体制内的体验，也有体制外的旁观。我们调查与研
究的工具和方法，将体现多学科的交叉和综合，既有政治学、法学的方法，也有社会学、人类学的方
法，还有经济学的方法等等。对自身研究的具体领域，我们主要定位在以下方面：①乡村建设与治理
研究；②社会政治发展与稳定研究；③公民文化与干部队伍素质分析；④民主宪政的实践与理论分析
；⑤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分析；⑥都市管理与社区建设研究。这些领域也即本丛书选题的范围。　　在
这些年对本地域社会与政治变迁的研究中，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尴尬：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
找到可资参考的可信史料。反观学界对二十世纪上半叶华北和华南社会的研究，它们之所以能兴盛，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其史料的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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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民主建设研究》

内容概要

《基层民主建设研究:基于全国10省14村的村级民主管理调查与分析》内容简介：本中心人员尽管有着
共同旨趣，但广泛地分布在正式体制的内外，且学科背景迥异。无疑，这种学术资源的组合，十分有
助于我们观察、分析和理解当今中国地方社会与政治运作的实态及其变迁。我们研究的立场，既有体
制内的体验，也有体制外的旁观。我们调查与研究的工具和方法，将体现多学科的交叉和综合，既有
政治学、法学的方法，也有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还有经济学的方法等等。对自身研究的具体领域
，我们主要定位在以下方面：①乡村建设与治理研究；②社会政治发展与稳定研究；③公民文化与干
部队伍素质分析；④民主宪政的实践与理论分析；⑤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分析；⑥都市管理与社区建设
研究。这些领域也即本丛书选题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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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兴佐，1964年出生，西南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
国政治和乡村治理研究，在《管理世界》、《开放时代》和《中国农村观察》等刊物发表论文六十佘
篇，出版专著《治水：国家介入与农民合作——荆门五村农田水利研究》，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和省部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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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上篇 理论研究村民自治进程中的村级民主管理农村民主管理实践的现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
民主管理制度下篇 个案报告户族认同与村庄治理——陕南卢村调查土地制度与乡村治理——川西年画
村调查圈子、选举与村级民主管理——闽西涧村调查离散型村庄的选举与治理——吉林枣子河村调查
税费改革后的村级选举与治理——湖北L村调查派性竞争与村庄治理——湖北艾村调查宗族、村庄权
力与治理——江西竹村调查派性、选举与村庄治理——浙江古村调查村庄选举与治理——湖南黄村调
查大院认同与村庄治理——河南大河村调查宗族性村庄的选举与治理——江西路东村调查联合家庭、
门子、社区共同体与村庄治理——河南洹村调查无须法律的秩序——陕西毛王村调查积极分子治村—
—安徽宅坦村调查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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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信访负责人的职责。对此，1995年《河北省信访条例》做了最为详细的规定：“（一）受理来信
，接待来访；（二）承办上级机关转办、交办的信访事项；（三）向有关责任单位或者下级机关转办
、交办、督办信访事项；（四）调查处理领导交办的重要信访事项；（五）协调处理有关信访事项；
（六）向信访人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七）调查研究信访情况，及时向国家机关及其
负责人提供信访信息；（八）指导、检查下级的信访工作，审查下级处理的信访事项；（九）总结交
流信访工作经验，组织培训信访工作人员；（十）对信访工作不负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单位及其负责
人，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建议。”　　处理信访事项的原则。1995年《河北省信访条例》与1997年《
江苏省信访条例》做出了一致的规定。“处理信访事项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依照宪法、法律、
法规、规章和政策办事；（二）分级负责、归口办理，谁主管、谁负责；（三）实事求是，重证据，
重调查研究；（四）处理实际问题与思想教育相结合；（五）及时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或者基层”。　
　信访的范围。各地依据不同的信访处理机构来划分信访的范围。信访处理机构有：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法院以及各级人民检察院。因此，各负责机构担负相应
的信访处理任务。　　信访的注意事项。各地法规中均对越级信访、信访人对处理决定不服、集体信
访、信访人患有精神疾病等特殊情况做出了相应规定。在上述诸方面，各地规定基本一致，只存在少
许差别。如河南省规定“复查机关应当在接受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复查意见书”（《河北省信访条例
》，1997），而河北省规定“情况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但不得超过2个月”（《河北省信访条例》
，1995）。还有，1990年《贵州省信访条例》规定“反映群体意愿的访问，应当推选二三名代表”，
而1995年《河北省信访条例》规定不超过4人，其他很多地方对此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Page 6



《基层民主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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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