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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一）研究缘起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甘肃省农村的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

城市，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明显落后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

速度，城乡之间的各项经济指标持续扩大，这一现象已经严重

制约了甘肃省现代化的进程。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目前最有效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农

村现状，加快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其中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属于经济建

设和社会建设，管理民主属于政治建设，乡风文明属于文化建

设，村容整洁属于生态建设，各部分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缺少其中的任何一部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都无法实

现。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将彻底改变过去我们建设农

村的传统思维，把农村的文化发展、社会发展、政治发展和生态

文明建设同经济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通过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必将推动甘肃省农村新一轮的伟大变革。

绪 论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会治理创新

① 资料来源：2013 年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研究意义

2006 年， 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 20

字方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

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了“三农”问题的重要

性并提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 三农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全局。甘肃省地处西北内陆，贫困县 58 个，2013 年末全省常

住人口为 2582.18 万人 ， 其中 ， 城镇人口 1036.23 万人 ，占

40.13%；乡村人口 1545.95 万人，占 59.87%，城镇化比率持续提

高。 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964.78 元， 比上年增长

10.54%；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14020.72 元，增长 9.14%；城

镇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 36.82%，比上

年提高 1 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5107.76 元， 增长

13.34%；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4849.61 元，增长 16.97%；

农村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 37.09%，比

上年降低 2.67 个百分点。 ①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

出的比重被称作恩格尔系数，城乡恩格尔系数相差不大，反映出

农村居民家庭支出结构继续优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消

费性支出的增速都低于农村，这些都表明，甘肃城乡发展的绝对

经济差距进一步缩小，然而相对差距仍然很大，且会存在很长一

段时间，加快新农村建设任重道远，实现城乡一体化任务艰巨。

本研究是一项应用性对策研究，旨在通过对甘肃农村社会

发展状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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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可行的针对性政策建议。 因此，本研究的意义集中体现在

通过规范的实证研究，准确把握甘肃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

现状与突出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针对性策略，为政府决策提

供参考意见。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提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说”，

并以此为基础，认为甘肃省的新农村建设在政策设置上也应该

实行梯度设置，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新

农村建设任务目标和社会政策，逐步实现保障型政策向发展型

政策的过渡，通过激发农民自身的“权能”，使其远离“无权”“去

权”状态，走向自我发展、自我管理，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良性

运行和协调发展。

二、文献综述

社会学传入中国以来，老一代社会学家就对当时中国的乡

村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开展了许多调查研究，如费孝通的“江

村研究”、李景汉的“定县调查”，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研究”、

李安宅的“拉卜楞寺藏传佛教的调查研究”等；在农村开展乡村

建设实验，如晏阳初主持的“河北定县乡村建设实验”、 梁漱溟

主持的“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形成了“差序格局”理论（费孝

通）、“中国文化失调与重构”理论（梁漱溟）、“愚穷弱私”论（晏

阳初）等乡村社会建设理论理论。 这些早期研究是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宝贵的思想资源。

国外对于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在理论和政

策两个不同层次上展开。 在理论研究层面，许多汉学家和研究

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学者对我国和东南亚、非洲、印度等发展中

绪 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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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地区的农村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形成了一

些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著述。 如詹姆斯·C·斯科特对东南亚农

民反抗的研究，提出了“弱者的武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等

解释性概念； 克利福德·格尔茨对印度尼西亚农村发展的研究

中，用“农业内卷化”来解释其发展困境；以及杜赞奇对文化网

络在基层政权建设中地位的强调、黄宗智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

和社会发展的研究和对“内卷化”的新阐释等。 这种理论研究

中，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是如何解释农村发展的状况。 在政策

研究层面，与我国现阶段新农村建设具有大致相同或相似的社

会历史条件和历史文化背景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从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陆续进行了新农村建设或改造，通过对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政府

出台工业反哺农业、农村的各项支农政策、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等政策措施，切实提高了农村发展水平。 这些成功的经验和政

策措施，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可资借鉴。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目标之后，新农村建设又一次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 目

前我国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方面：①新农村建设的一般问题研究，把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社会建设等研究结合起来，关注新农

村建设和农村社会发展的总体状况（陆学艺、孙立平、张晓山、

徐勇、刘敏等）；②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问题研究，主要关注工

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发展问题（费孝通、周飞舟、冯尚春

等）；③农村社会治理问题研究，主要探讨村民自治、基层民主

等问题（贺雪峰、徐勇、张静、景跃进、等）；④农村土地流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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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温铁军、李昌平、秦晖等）；⑤农村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问

题研究（陈在余、王俊华、邓燕云等）；⑥农民收入问题研究（林

毅夫、蔡窻、李树茁等）；⑦城乡关系与城乡一体化问题研究（林

刚、张果等）；⑧农民维权问题研究（于建嵘、张英洪等）；⑨民族

地区农村社会发展研究（高云久、岳天明、鲁刚等）。

国内外农村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研究的丰硕成果为本研究

提供了很好的文献支持，是本项目顺利进行的基础。 总体来看，

仍存在以下问题和不足：①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论研究不足。 目

前已有的农村研究中，针对农村具体社会问题的区域性政策研

究比较多见，但很少形成比较系统的农村社会发展理论。 在已

有的理论中，解读性的比较多（如斯科特、格尔茨等），解释性的

比较少；②现阶段国内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对东部和中部地区

关注较多，对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关注较少。 甘

肃作为西部内陆省份，其自身的区域文化、特殊的地理位置、相

对滞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交互影响，使国外的已有理

论和东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成功经验在西部地区的适用性大

打折扣，因此，必须从西部自身的实际问题出发，寻找切实可行

的发展策略；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对医疗、低保、扶贫等基本生

活保障层面具体问题的研究较多，而对新农村建设政策实施效

果的评估及如何激发农民的权能感与权能力、充分发挥农民自

主性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通过文献和档案资料查阅、向甘肃省有关部门和相关领域

绪 论 5



//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会治理创新

研究专家咨询等方法对甘肃省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状况进行总

体性把握；然后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经济发展程度

不同行政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 运用 STATA 社会统计软件进

行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和处理，对甘肃新农村建设中的成绩予

以总结，对普遍性问题及其成因进行统计分析和理论概括。 再

以信息饱和原则选取若干村民和村干部进行深入访谈，深入研

究农民的生活现状、 主要困难及其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和看

法。 最后，针对甘肃省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政

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

1. 扎根理论研究法

本课题将综合运用该方法来分析我省新农村建设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与面临的问题，尝

试构建地方政府、市场企业、民间组织、公民个人在新农村建设

中的分工合作机制。

2. 文献研究法

本项研究将借鉴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念和

方法， 充分检索阅读国内外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的论著、论

文、研究报告、统计年鉴、统计报告、新农村建设方面政策文件

以及相关网站等。

3. 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

通过规范分析说明在我省新农村建设中为实现社会治理

机制创新应该如何去做，也结合具体的案例实证分析论述政府

在已有实践中是如何进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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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内涵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村建设

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生

产力水平低下，物质生活匮乏，产业结构单一，以农业为主，只

有少数人从事手工业、商业、服务及其他行业，经济活动简单落

后，对土地有着很强的依附性，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活动。 费

孝通先生将传统中国称为乡土中国，认为中国社会的特性就是

乡土性，农民依附于土地，乡村的人口似乎是黏在土地上，一代

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因此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从本质上说

是封闭的、稳定的。 整个社会阶层少，初级群体多，组织单位间

的结构关系较为松散， 农村居民无论从内在心理或外在表现

上，均趋向于同质化，以血缘为纽带构建社会关系，田园农耕式

村落结构布局，以礼治为主，礼法兼治来维持农村秩序，社会文

化结构呈现出差序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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