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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民党农民与农会：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研究（1924-1949）》共分七章，内容涵盖传统乡村组织
与新式农会的兴起；革命化政党与农民组织化道路；国民党执政后的农会重建；农会的组织结构及其
运作；党政、乡绅与农会中的权势转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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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文享，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国社　会经济史
方面的研究。
先后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主持
及参与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多项。
出版著作有《中间组织：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专著)、《话说汉
商》（中华工商联出版社2008年版，合著）、《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与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9年版，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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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绪论一 问题缘起二 学术前史三 基本思路第一章 传统乡村组织与新式农会的兴起一 传统中国的乡
村组织二 重农思潮与晚清农会的兴起第二章 革命化政党与农民组织化道路一 政党一农协：中共的早
期农运模式二 中国国民党的农民组织观三 国民党农会政策的转向第三章 国民党执政后的农会重建一 
训政体制下的反思与重建二 农会法令及政策之演变三 农会组织发展状况第四章 农会的组织结构及其
运作一 组织体系及治理结构二 会员群与领导层三 经费问题第五章 党政、乡绅与农会中的权势转移一 
乡村权力网络中的农会二 农会中的“党团”三 乡绅与农会第六章 农会与农政：农会与国民党的农业
建设一 政府农政体系中的农会二 减租、农贷及合作社事业三 农业推广与技术改良第七章 农会与乡村
秩序及民众教育一 农会与乡村政治秩序二 减租与秩序：浙江平阳县农会解散案解析三 抗战时期的农
会与乡村社会动员四 乡村民众教育及公益结语一 国家及农民视野下的绩效评估二 “权力依附”下的
组织困境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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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帝制时代的中国乡村，虽然国家的正式官僚机构仅止于县一级，但在县以下的广袤空间里还存
在着准官方性质的基层组织和各种类型的非官方组织。
其中，非官方组织类型尤为丰富，它们多由乡绅或者乡村社区民众自发组建，或以血缘、地缘为分界
，或以特定利益、目的事业为标准。
这些组织很难用现代社团的标准或观念去加以认定，但确是构建乡民日常生活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维系社会运行与秩序的重要力量。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此类非官方的乡村组织可以在君主专制体制之下进行抗衡国家的集体性活动
。
在乡村组织、乡村绅民及　国家政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制约和互动关系。
通常说来，社会组织的运作并非是单纯的团体内行为，而是与其所存在的社会体制乃至社会观念都有
着紧密的关联性，这也正是为何不能用现代社团的属性去判定传统乡村组织进步与否的原因所在。
在前近代，国家并不允许民间建立全国性的社会团体：但到晚清时期，朝廷开始改变历代禁止结社的
惯例，并动用国家权力引导民间建立商会、农会等着意于经济进步的新兴社会团体：这是国家及社会
精英结社意识发生转变的重要表现，也是社会结构发生转型的重要表征。
在一定程度上，晚清农会的发展为新式农民组织植人乡村培育了社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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