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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乡村治理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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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体系下的乡村治理,从来都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探讨的重点

命题。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以来,紧紧围绕“乡村社会发

展、公共治理、农业经济、农业史冶等主题,推出主打栏目。 2015 年第 3 期,学报联合南京农

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适时推出“乡村治理冶研究专栏,以回应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农村社会

治理与社会建设的当代现实。
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证研究作为重要的田野观察方法,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本

期论文《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村干部角色及“无为之治冶》以江西东部 D 镇为例,对村干部角

色提炼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冶分析框架,这种“精致冶尤其体现在村干部的心理动机和行为

选择上,表现为他们善于在政府和农民面前不断变换脸谱,更善于利用职务之便和体制漏洞

实现自身的利益。 但由于角色尴尬和素质所限,村干部又难以有效地施展拳脚;工作叫苦叫

累,但又希望能够连任;“聪明冶的头脑,却又实施“无为之治冶,在其“精致冶的面具背后,隐

含着“利己冶的目的。 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是乡村社会走向“善治冶过程中亟需破解的难题。
论文《虚置与重构:村民自治的主体缺失与制度干预》以我国东部地区的某县为例,对乡村

治理的主体结构,即基层组织的虚置状态做了全面分析。 作者认为,在城乡差距现状尚未根

本扭转的现实下,农村大规模的人口流出是导致农村基层组织出现“虚置冶状态的首因。 由

此导致了诸如村干部权力来源合法性缺失、权力日常运作缺乏农民的有效监督、公共事业建

设缺乏农民有效参与等问题。 为此,论文提出政党下乡和干部下乡为主要途径的建议,以期

实现村干部的专职化,达到政权建设和治理供给的目标。 论文《农业治理困境与分利秩序

的形成》同样以中部地区为实证选择的样本,紧紧围绕农业发展中政府的制度设计目标与

实际的农业治理效果所存在的差异问题。 论文认为,农业治理是由政府主导,政策执行的对

象主要是农民,但以干预为特征的政府行为方式以及农民本身的内在特征共同影响了农业

治理的效果,并产生政府扶持弱质性的农民难以实现规模农业、政府与高度分散的农民对接

出现了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
本期“乡村治理冶所推出的这三篇论文具有较好的直面现实意义。 无可厚非,村干部对

于乡村治理具有绝对重要的主体性存在价值,但乡村社会内在的结构性特征却不尽一致,正
如已故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指出的: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乡土性的。
“乡土冶的结构性特征赋予了熟人社会中乡村治理的内涵和方式,而当前的市场化体制环境

对于乡村治理而言,其复杂性更是不言而喻。 尽管如此,本期论文所探讨的主题还是为我们

提供了较好的思考价值,关心乡村治理的读者亦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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