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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发展的根基也是基

础，随着 90 年代末期实施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三十多

年过去，农村社会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基

层治理也需要不断改进。通过对目前农村基层民主制度

的调查研究，发现了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根据这些

相关的问题，我们也提出了恰当的解决方案。

一、当前农村基层治理的现实困境

自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新局面，

现代化事业迅速发展，农村治理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但也正是在这种新局面下，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基层治

理遇到了极大的现实困境。

1. 农村的自治发展机制尚未得到完善

1998 年，村民委员组织法修订，正式形成了基层群

众自治组织，由此也打开了我国乡村治理的新局面。在

当时的情况下，这个政策的颁布符合世界民主潮流的发

展，也与我国国情相适应。这种治理方法虽然在实施中

有很大的优势，但同样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在基层自治

的过程中，村民自治面临着极大的约束。在解决问题时，

村委会作为基层政府的执行机关，解决问题的能力往往

遭到了基层政府的削弱。尤其是财政领导权，往往掌握

在基层政府手中。所以在村民自治组织中，往往难以发

挥出实际有效的作用。其次，受到农村知识结构的影响，

农民的知识水平有限，甚至有些农民根本就不识字，他

们对参与村庄事务的发展提不起兴趣，只关注于自身的

个人利益。村民们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使农村制度内部

发展缺乏动力。这就需要政府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制

定合适的自制发展机制，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让他

们成为村庄的主人 [1]。

2. 乡村环境问题严重，农业发展面临压力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业环境也在不断的发展，

从传统的农业转向现代的农业。这个过程虽然促进了农

村经济环境的发展，但同样不能忽视，这个过程也给农

村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影响。首先是一些生活垃圾，在传

统的农业社会，农村产生的垃圾大多数都可以被环境分

解，不会对环境和土壤资源造成一定的影响。而随着农

村居住地的不断集中，生产环境的不断转变，农村中又

缺乏大型的、统一的垃圾处理中心。所以一些塑料产品

等难以分解的产品，就污染了农村社区中的生活环境。

随着越来越多的乡镇企业兴起，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在农

村进行发展，提高农村经济水平的同时，也污染了地区

的环境，加大了地区生存的环境压力。有些城市甚至将

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农村地区，对乡村城市的环境造

成了极大的影响。最后，不可否认，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的确推动了农药、化肥等生产要素的使用，提高了农业

生产化的效率，但在使用的过程中，这些残留物遗存在

土壤和水源中，从长远上来看，降低了土壤的活性，危

害农村居民的健康。正是因为这些日趋严重的乡村环境

问题，农业的发展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影响农村基层治

理的现状。

3. 农村家庭之间矛盾激烈，家务事难以处理

传统的乡村社会也就是一个个小型的集体，这个集

体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不断发展，除了需要外界政府

的维护，同样也离不开村民们个人遵守的礼仪秩序，但

在当前的农村中，这种状态的平衡性却被农民自身打破。

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

从而出现了三个主要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空巢老

人的问题，人口流动是空巢老人的现象越发严重，根据

相关部门的估算，到本世纪中叶，每三个中国人就会出

现一个留守老人，形势非常严峻。而在中国人的传统养

老观念中，老人希望家庭养老，而年轻人则更加倾向于

利益追求，这两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矛盾。第二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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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相比于空巢老人显得更加

严峻，孩子是祖国的希望和发展的未来，目前我国的农

村中有六千多万留守儿童，他们的学习、生活以及未来

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难以得到保证。长期以来，父

母对留守儿童往往只有物质上的满足，在他们的心灵健

康以及其他发展上没有尽到义务。第三个就是可能会带

来婚姻、爱情上的问题。男子作为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

往往会首先外出打工，将妻子留在家中照顾老人。但夫

妻之间天各一方，空间上的隔离使婚姻失去了共同生活

的基础。此外，作为留守妇女，她们也面临着极大的压

力。在这种情况下，又是否会影响到婚姻的牢固呢？

二、当前农村基层治理的改进路径

通过上述对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和困境的分析，

我们对目前农村基层治理现状有了一个更加系统地了解。

立足于当前农村基层社会的具体情况，为更好地进行乡

村治理，促进农村基层治理建言献策。

1. 创新基层自治，增强农村内部的治理整合能力

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城乡一体化进程飞速发展，

城乡内部的流动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以行政村为单位

的自治组织发挥了极其微弱的作用，要想增强自治组织

的能力，就必须创新基层自治新模式。以利用村庄资源，

形成“两级自治”的基层治理格局为例。这种方式使自

治的重心下沉，化小自治单元，村落内部的公共事务进

行集体讨论，而村落以外的事务由行政村进行解决，分

清不同的事件，化大为小。村落既不会受到行政村的干

预，行政村也能合理有效地开展相关的工作，一举多得。

湖北省秭归县在农业社会的改革中，为了更好地实现发

展目标，就采用了这种特殊的基层治理方式。而实践也

证明，这种改革方式的确促进了农业社会的发展，既解

决了当下的难题，也推动了基层治理新模式的创新 [2]。

2. 整合社会资本，重构乡村价值

根据目前对我国农业社会的调查，在我国农村，有

两种不同的社会资本，一种是现代乡贤制度，另一种就

是宗族规范。它们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根

本上都是通过某些特殊的权威，凝聚农民共识。尤其是

在社会秩序受到冲击时，也能利用这种方式凝聚乡民共

识。以现代乡贤为例，乡贤本身对现代社会的认识以及

价值观念有一定的了解，对传统的社会风貌也有深入地

了解，因此，这类人也就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

而他们也以自身的威望，将这种方式传递给更多的农民。

与现代乡贤类似，宗族规范同样也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让乡村治理在农村有序进行。但在利用这两种社会资本

进行乡村治理时也要格外注意，部分宗族规范中同样也

会出现有违法律和社会伦理的相关条例，对于这类内容，

要合理处理，既不能伤害了村民的感情，也不能听之任

之 [3]。

3. 丰富供给模式，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相比较，农村的基

础设施建设相对于落后，公共服务水平也较低。在这农

村基层治理进行改革时，也要丰富农村的供给模式，完

善多元化供给体系，除了政府提供的单一化的供给模式，

也要充分调动企业和民间团体的力量，实现供给主体多

元化。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主动发挥主体作用。除此

之外，政府也要充分考虑到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

财政补贴的方式引入金融投资，改善农村地区的经济发

展环境，吸引人才回流，必要时也可以成立相关的农业

合作社，主动吸纳相关的投资。在对农业现状进行改善

时，了解农民当下的迫切需求以及相关的财产状况，提

供更加精确的公共服务产品 [4]。

三、结束语

在我国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人曾经提出，要大

力关注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不断提高基层社会的治理能

力和水平。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在我国有非

常重要的地位，只有农村地区现代化水平不断发展，基

层社会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才能更好地实现我国未来

社会的发展目标。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除了根据上述

的问题以及解决策略进行改善外，也要根据不同农村发

展的实际情况，合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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