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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新时代农民讲习所运行机制的三维构建 

——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视角 
程守艳 

（贵州开放大学（贵州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省贵阳市  550004） 

摘要：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视角，从制度、环境、制度相关人三个新基点出发，对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运行机制进行分析。“三

位一体”既定体制下“讲政策”“讲思路”“讲方法”是制度运行的政治调节机制，政治、经济环境下农民群众的介入是制度运行的

社会黏合机制，农民群众对政党、国家、干部“三元认同”的同构则是该制度得以顺利运行的文化润滑机制，三者并存发展呈现出

新时代农民讲习所运行的真实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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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在推进“三农”工作中，创新性地兴办了“新时代农民讲

习所”，创造性地运用于实际工作，促进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习

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强调，新时代的

农民讲习所是一个创新，党的根基在基层，一定要抓好基层党建，

在农村始终坚持党的领导。2017 年 11 月 11 日，贵州省兴办新时代

农民（市民）讲习所工作推进会在贵阳举行，会议要求，各地各部

门要高度重视“新时代农民（市民）讲习所”兴办工作，明确目标

任务，强化措施，精心组织，通过扎实有效的举措，推进工作落地

落实。2018 年 4 月 19 日贵州新时代农民（市民）讲习所省级讲习

员全省大讲习活动正式启动，258 名省级讲习员在 4 月至 10 月分三

轮赴全省各地开展讲习活动。截至 2018 年 6 月 8 日，贵州兴办新时

代农民（市民）讲习所 2 万余个，全省各级讲习员共 10 万余人，累

计开展讲习近 15 万场次，受众 1600 余万人次。通过设立讲习所，

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地方各级政策措施、脱贫思路、农业农

村发展举措、农业科技及农村现代技术等内容进行讲解，此举对激

发贵州基层干部和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

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视角出发，依靠制度、环境、制度相关人这三

个视角探讨构建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运行机制。 

一、政治调节机制：“讲政策”“讲思路”“讲方法”是制度运行

的“调节剂” 

根据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制度或者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可以

是正式或非正式的。正式规则是设计出来，并依赖正式的、有组织

的机制来实施。正式规则主要指现实中人们较易识别的、一般是与

人们的生活直接相关的、各种正式的、成文的、微观的制度。通过

贵州农村地区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实践，可以看出贵州新时代农民讲

习所中的讲政策、讲思路、讲方法是贵州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实践的

政治调节机制。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党员看支

部。各小组支部和合作社支部大力开展讲习，尤其是通过院坝会式

的分散讲习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密切党支部和

群众的血肉联系，使讲习活动取得实效。各县区充分利用村部、村

综合文化活动服务中心、闲置校舍等场所，在每个村建立一所新时

代新农民讲习所，群众在哪里，讲习就开办到哪里：农村文化礼堂、

活动室、田间地头、温室大棚、农业园区都是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

课堂，组织农技专家现场传授农业技术，帮助农民解决具体问题，

还可以借助互联网工具搭建“网上讲习所”，让党和政府的好声音、

好政策通过微信、QQ 等新媒体第一时间传达到农民群众中。在这里，

大家可以向镇村干部反映自己生活、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寻

求支持和帮助。尤其是讲习所宣讲的国家大政方针、政策通俗易懂，

其中的惠农政策更是让农民吃了“定心丸”。笔者认为，对新时代农

民讲习所的考察具有双向维度，从国家结构角度上讲，新时代农民

讲习所意味着一个与国家政权相对应的秩序与价值的空间存在，并

且国家之整体性政策必须受到地方习惯法之过滤方可顺利实施。因

此，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关于“制度”的理解我们可知，“三位一体”

既定体制下“讲政策”“讲思路”“讲方法”是制度运行的政治调节

机制。 

二、社会黏合机制：农民群体介入是制度运行的“黏合剂” 

根据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制度因能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

改变，吸收新势力的加入，改变政治力量对比，才不断获得合法性

并顺利运行下去。通过对贵州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群众会、报告会、

院坝会、田坎会等形式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组织的完整呈现，农民自

发形成的一些非正式组织作为正式制度安排运行的“黏合剂”，参与

到贵州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发展过程中。例如，为了提高广大农民群

众的学习效果，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因地制宜，除了集中专用场地的

“课堂式讲习”外，还大量开展田坎会、院坝会、群众会等“便民

化”流动讲习和上门讲习等不同讲习方式，把“讲习所”的培训场

地搬到群众家门口，在农村生产生活场所的第一线把群众组织和动

员起来。这不仅方便了群众的学习、提高了群众的参与度，更重要

的是这种“讲习”场所的丰富，改变了传统农村公共空间的单一性

质，将田坎、院坝等生产生活空间变成了农民再组织、再教育，甚

至是集体大事商议的公共空间。通过这一“空间”或“组织”在精

神上把群众重新组织起来， 大限度地激发出他们的内生动力和创

业激情。一定程度上初步建立了政治动员机制，充分调动和发挥了

被动员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了他们身上所蕴藏的政治能量和

政治热情。 

可以说，在农村公共生活中，农民群众是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平

稳运行的社会黏合机制。在农村地区公民社会尚未发育成熟的前提

下，农民群众嵌入社会的政治动员，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提高农村治

理绩效与增强执政合法性的方向性路径选择。因此，现代化进程中

农村地区治理的完善是“国家建构”与“农民成长”有机统一的互

动过程。通过新时代农民讲习所来推动“农民成长”，推动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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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鼓励农村地区社会组织的发育与成熟，增

强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使农民群众向自我管理方向发展，形成社

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即要从更微观的角度关注农民群众社会内部

不断兴起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力量，发展出一套各种社会主体都能自

觉遵守的“自律性权力”。可以说，政治、经济环境下农民群众自发

的介入能提供制度之外的社会支撑，是新时代农民讲习所运行的社

会黏合机制，成为制度运行的“黏合剂”。 

三、文化润滑机制：“三元认同”同构是制度运行的“润滑剂”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个流派都认为制度相关人对制度的认知

和遵守是制度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制度相关人观念的变化影响着他

们对制度本身合理性的认知，影响到制度有效性的发挥。如果新制

度得到了制度相关人的认同、接受和遵守，那么制度的有效运行才

可能得以实现。在新时代农民讲习所运行过程中，农民群众这一群

体成为关键制度相关人。新时代农民讲习所是离不开农民积极参与

的，新时代农民讲习所本来就是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讲”和“习”

工作，农民应该是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参与者和 终受益者，而不

是成为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旁观者，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工作想要全

面展开和彻底贯彻，就必须坚持农民在新时代农民讲习所中的主体

地位，农民群众对国家、政党和干部的“三元认同”的同构是制度

得以平稳运行的文化润滑机制。 

首先，国家认同是新时代农民讲习所运行的现实表现。国家认

同是指公民确认自己国家归属的心灵性活动，是一种抽象性的、哲

学性的思考，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

道德价值观念、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国家认同的现实表

现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决心和勇气，在“信

心、信念、信任”方面决不动摇。“新时代农民讲习所”作为跑好基

层党建“ 后一公里”的生动实践，主要针对基层开展落实、落地、

入脑、入心的讲习宣传。通过丰富多样的“讲习”形式，搭建起了

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在此背景下，制度平稳运行的现实表现就是

农民群众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认可、对体制的支持以及以公民行动自

觉参与到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实践，这些都是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得以

顺利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 

其次，政党认同是新时代农民讲习所运行的合法性基础。政党

认同是一种心理认同，即人们对于某一政党或其它政党的依恋之情。

换言之，政党认同是社会成员对某一政党及其纲领、政策等的拥护

与支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领导核心，人们对党是否认同对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至关

重要。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组织体系的“神经末梢”以及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的“ 后一公里”，其建设质量直接关系党的各项制度

能否 终实现。新时代农民讲习所是在政党国家体制下的一项制度

安排，农民群众如果对自己的政党没有较高的认同感，就会对本党

派缺少忠诚度，不利于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运行。 

后，“干部认同”表示群众对干部的归属感，是新时代农民讲

习所文化建构的重要内容。基层干部处在落实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

策的 前沿，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党和国家

事业兴旺发达的宝贵财富，基层干部的好坏更是关系着党执政的根

基，关系着千万群众的切身利益。“干部认同”是所属地区农民群众

对干部的心理归属和情感肯认，这一心理基础使得在新时代农民讲

习所运行过程中，农民群众从内心深处认同“干部”，认同政策，它

是维护农民群众权利和利益的制度安排，是为特定群体所设计的，

具有特殊性意义。通过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讲”和“习”，农民群

众这一群体拥有政策理解力，势必对制度认同度相对高，特别是既

定制度下对政党、国家、干部的认同度比较一致，他们的认同是制

度能否顺利运行下去的关键因素。同时这些制度相关人还会利用制

度安排下的权力非对称性来迫使其他相关人接受并服从既定制度，

使既定制度得以存续。他们对政党、国家和干部“三元认同”的同

构是制度运行的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起着“润滑剂”作用。 

四、三个维度：新时代农民讲习所运行的整体图景 

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视角来看，新时代农民讲习所运行机制包

括三个方面：政治调节机制、社会黏合机制和文化润滑机制。政治

调节机制的基本路径在于“三位一体”既定体制下以干群关系为基

础的讲政策、讲思路、讲方法是制度运行的“调节剂”；社会黏合机

制的基本路径是政治经济环境下农民群体的介入塑造公民行动，农

民群体的介入则在大部农村地区广泛存在，并且在有些地方已经成

为政府政策制定必不可少的参与者；文化润滑机制的基本路径则是

农民群众对政党、国家和干部三元认同”的同构形成制度运行的文

化和心理基础。审视农民群众认同的三元取向，可以清楚看到，农

民群众对政党、国家、干部“三元认同”的同构是新时代农民讲习

所平稳运行必须秉承和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通过基层干部宣讲政

策，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考虑问题，在思想上尊重群众，在感情上

贴近群众，在工作上依靠群众，始终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

心，把人民群众 关心 直接 现实的切身利益、迫切希望办又有

条件办的实事，科学合理地办好办实，让人民群众切实得到实惠，

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来满足农村群众社会认同交流的需求；通过对

政党的认同增强政治信任和对党的忠诚，对国家的认同合为一体。

“三元认同”的同构也在不断增强着制度的合法性，夯实制度运行

的文化心理基础。政治调节机制、社会黏合机制、文化润滑机制三

条路径并存发展，构成了新时代农民讲习所运行的整体图像。 

诚然，贵州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运行呈现出这样的图景：一个

讲习所就是加强群众沟通交流的“交流园”，一座密切干群关系的“连

心桥”，一条通往群众脱贫的“致富路”。我们可以预见这三种新时

代农民讲习所运行机制并存混合现象在较长时期内会一直存在，三

种运行机制并存发展的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已经为农村地区构建以权

利为基础的新社会整合秩序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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