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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公民权理论为分析框架，以湖南溆浦县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土地制度的演变和农民身份的
变迁为主线，考察和分析当代中国农民公民权的演进逻辑。
作者提出当代中国农民的身份经历了阶级化、结构化、社会化和公民化四次重大变迁，认为中国农民
问题的解决程度最终取决于国家发展公民权的进度。
该书作为第一部以公民权为视角研究农民问题的专著，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见解，具有
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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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英洪，出生于湘西农村，研究员，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尤其关注农民
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尊严。
主要著作有《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农民权力论》、《农民、公民权与国家》、《认真对待农民权
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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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农民公民权的短缺，与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定位密切相关。
1949年以来，国家的角色和政府职能大概每30年就会发生一次较大的调整，每一次调整都会对农民公
民权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从总体上说，1949年以后的第一个30年，中国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革命专政的阶级
国家，这一时期的政府可称之为“阶级斗争型政府”或“专政型政府”。
要进行阶级斗争，就必然要划分出阶级身份，分清“敌”和“友”，然后对“敌人”实行“专政”。
“敌”与，“友”的身份是一种政治性的阶级身份。
存在着明显政治差别的阶级身份必然与要求平等的公民身份格格不入。
“阶级斗争型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分清敌友”，以“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
②“阶级斗争型政府”不可能产生出公民权，这不单对于“阶级敌人”是如此，对于“人民”也是如
此。
“人民”作为整体性的政治概念，虽然享有比“阶级敌人”优越的政治特权地位，但其与“阶级敌人
”一样并未获得法律保障的公民权利。
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扩大，“人民”中的任何一员，都可能随时被划为“阶级敌人”中的一分子而成
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1978年以来的改革，使中国农民的公民权得以成长。
第一代改革者放弃了几乎使人人都可能成为专政对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代之“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理念，政府的首要职能被界定为经济建设，这一时期的政府可称之为“经济建
设型政府”或“发展型政府”，要进行经济建设和实现经济发展，就要追求效率和利润。
国家吸取了阶级斗争时期的教训，重新颁布了宪法和法律，但公民权建设并不是政府工作的主要关切
。
“经济建设型政府”或“发展型政府”对追求经济增长特别感兴趣，崇尚“发展是硬道理”，这导致
其走向GDP崇拜，最终以牺牲环境和人的价值为代价。
在追求GDP增长和单纯的经济发展中竞赛中，各级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行为普遍市场化、功利化，政府
官员则企业家化、自利化。
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被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硬指标所遮蔽。
　　在现代社会，作为公共机关的政府，其职能既不应该是鼓动阶级斗争，实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
级的专政，也不应该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17世纪的英国政治哲学家洛克就提出政府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人们的“生命、自由与财产”。
①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称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每个人不可转让的“生命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认为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
，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制度经济学家们也认为“政府存在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确保所有人都能够得到保护，以免受到权势的
个人或集团的强制”。
⑦1993年6月25日，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载明了国际社会的共识：“人权和基本自由
是全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保护和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各国政府的首要责任。
”2008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罕有地指出：“政府的任务就是保护人民的自由、财
产和安全。
”③看来，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第三代改革者的执政理念与思想观念，正在逐步与世界主流文
明及人类普世价值相汇合，中国政府的角色定位正趋于“服务型政府”的重新定位。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或许将成为第三波改革中政府自身转型的基本取向。
从阶级斗争型政府，到经济建设型政府，再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中国政府的职能定位经历了一个不断
提升与拓展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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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公民权建设上的严重不足，导致了农民公民权的严重短缺。
说也奇怪，在传统社会中，国民没有平等的公民权尚可以维持下去；而在现代社会，国家如不赋予国
民平等的公民权，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整合都将面临深刻的危机。
农民公民权的短缺，突出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没有获得完整的土地产权，二是农民没有获
得平等的权利；三是农民没有获得国家宪法规定的各项宪法权利保障，四是农民没有分享改革发展与
社会进步的共同成果；五是农民没有享有人类社会促进人权保障国际化的新水平。
　　当代中国农民公民权的严重短缺，孳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执政党曾经充分运用“权利的革命理论”而夺得政权，现在，中国最需要创建一种“权利的建设理论
”来推动公民权的发展，促进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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