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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社会学视野下的先富参政与民主恳谈现象研究》以浙江乡村治理的创新与发展为背景，就
“先富参政”和“民主恳谈”这两个最为关注的治理模式，从现象到功能两个维度进行实证研究，阐
述了它们在走向善治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制度困境与行动者困境，以及相应的对策分析，并以此为基础
提出一组涵盖“先富参政”和“民主恳谈”两种现象的、阐明农村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之间“因果式
”关系的经验性命题。
本项研究在理论上提供了一定的创新性知识增量，在实践上对浙江乡村社会治理改革的路径选择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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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柏华，教授，浙江慈溪人，1981年人人民大学国政系，先后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
现为人民大学国关学院博士生，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主任、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导，浙江省哲学
社会科学“十一五”学科组专家、浙江省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科社学会副会长。
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和国际政治理论，出版《国际关系格局一理论与现实》、《政治学：理论与现实
探析》等著作多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等各类学术杂志发表论文多篇，获各
类教学科研奖项多项，主持完成浙江省重大招标课题及其他各类课题多项。
　　董明，女，1966年3月生，浙江上虞人。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省151人才，第十届
浙江省政协委员。
浙江省科社学会、省政治学会、省统战理论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政党制度及比较）、政治社会学（社会阶层）的研究与教学。
独立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项、省规划课题多项。
获得包括省政府奖、省党政系统优秀调研成果奖、中央统战部和省社科联等省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等
近20项。
出版独著《政治格局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合著《社会主义与公平正义》、《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党
建工作》、《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外国政党体制》等多部，发表学术论文近6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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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节 问题意识第二节 文献综述第三节 创新与价值第四节 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第五节 章节安排
第一章 浙江乡村治理方式的嬗变第一节 中国乡村社区治理方式变迁的基本脉络第二节 近现代以来浙
江乡村治理的主要特征第三节 市场化转型以来浙江乡村治理方式的新变化第二章 先富参政分析（上
）：现象与功能第一节 促成先富参政现象的制度环境分析第二节 先富参政的类型学简析第三节 先富
参政对乡村治理的功能分析第四节 先富参政：地方权威的再造？
第三章 先富参政分析（下）：困境与对策第一节 先富参政的制度困境第二节 先富参政的行动者困境
第三节 走向善治的先富参政：对策分析第四章 民主恳谈分析（上）：现象与功能第一节 民主恳谈的
制度环境分析第二节 民主恳谈的主要制度安排与实践第三节 民主恳谈的价值分析及乡村治理功能第
四节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民主恳谈第五章 民主恳谈分析（下）：困境与对策第一节 民主恳谈的制度困
境第二节 民主恳谈的行为困境第三节 走向善治的民主恳谈：对策分析第六章 民主恳谈中的公共决策
与公民参与第一节 问题与类型第二节 案例分析第三节 小结第七章 先富参政与民主恳谈：浙江乡村治
理的再调适第一节 村民自治后的乡村政治格局第二节 乡村政治格局中的不确定因素：集体经济转型
及其影响第三节 先富参政、民主恳谈与乡村政治格局的调整第八章 先富参政与民主恳谈的治理逻辑
第一节 相关概念说明第二节 命题阐释第三节 小结第九章 结语：浙江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第一节 分
析框架与方法第二节 治理模式的“公共性”分析第三节 小结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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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文武合一，甚至包括各种公益事业以及婚丧嫁娶等。
①　　秦统一中国后，伴随郡县制的诞生，村社会中产生了新的而且有据可查的乡里组织架构。
这种组织架构在《史记》等经典著作中均有大量的佐证，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代中国还能够找到当时的
“县（郡县）一乡一里”乡村治理方式痕迹。
当代中国社会基层社会治理结构采取“县一乡一村”，从其基本形态看就是秦汉政治架构的一种延续
。
　　发轫于秦汉的乡里治理方式一直延续至隋唐。
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民事调解和征收赋税，游徼掌“缴巡禁盗贼”。
由此可见，当时乡政权功能相对简单，主要是经济上征收赋税、政治上维持社会秩序。
除此之外，秦汉乡政权具有一个现在乡政权所不具有的重要功能，即进行道德教化。
在秦汉时期以及此后王朝体制中，乡三老在乡村社会乃至整个王朝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是乡
村和封建王朝道德价值的守护者和承担者，因此也是封建社会施仁政或人治的道德基础。
乡下设里，里正掌一里百家事务。
里下设亭，置亭长。
但是亭不是秦朝的乡村组织，是设置在重要关隘的军事、治安性质组织。
汉沿秦制，但亭开始作为基层政权组织。
　　关于乡里亭制度，有两种说法：一是以距离为标准，所谓“十里一亭”，另一是以家庭数量为标
准，大致百家为一里。
盖因秦汉文献中，里常与伍、什一起使用，而且宋之后所实行的保甲制度就以家庭数量为标准，因此
里亭以家庭和人口数量为标准具有较大可信度。
　　分析秦汉乡里亭组织架构，初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乡村采取乡一里一亭一什一伍这一结合家
庭与人口数量的组织架构体系，以道德教化、征收赋税和维持社会秩序为目标，以军事征伐为手段，
维持王朝统一和完整。
　　北宋王安石变法开始引入保甲制和乡约。
宋初沿用秦汉的乡里制度，只是这一制度在唐末藩镇割据和农民战争中受到破坏，至北宋中叶社会矛
盾激化，包括乡里制度在内各项制度已经名存实亡。
王安石主持变法，对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了颠覆性变革，其中保甲制和乡约是典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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