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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陶学荣、陶叡编著的《走向乡村善治——乡村治理中的博弈分析》运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对
我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基本现状进行梳理，对我国乡村治理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建立了乡村治理模型，
提出了完善我国乡村治理的对策建议，主要内容包括乡村治理的历史与逻辑、乡村治理中的政策介入
、乡村治理中的社会拒斥、乡村治理中制度变迁的博弈分析、乡村治理中解决政策介入与社会巨斥的
对策、未来乡村治理模式——走向乡村善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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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学荣，南昌大学MPA中心首席教授，江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全国行政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
长期致力于地方政府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近年来，共主持或参加国家级课题3项、省部级课题10余项，出版著作18部，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50
余篇，计500余万字，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研奖多项。

陶叡，1973年出生，江西南昌人，现任嘉应学院公共管理副教授。
南昌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管理（MPA）硕士，吉林大学公共治理与公共政策
专业在读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访问学者（2008年9月至2009年7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教学研究会理
事。
主要从事行政管理、公共政策学、公共事业管理、公共行政学、公共组织学等教学及研究工作。
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农村问题研究，在地方政府治理、政府绩效管理、公共政策等方面均有研究
。
主要参与国家级课题2项、省部级课题4项，编著与参与撰写著作4部，曾在《中国行政管理》、《河南
师范大学学报》、《甘肃社会科学》、《生产力研究》等学术杂志上独立或参与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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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新中国的国家政策介入　　（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及人民公社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
后，为了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目标，国家以新的面貌开始了国家政权建设。
此时的国家政权从完成土地改革开始，变革乡村的生产关系，进而国家对乡镇体制进行了一系列变革
，把乡村纳入国家政权体系中，以实现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乡镇体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初到1958年为第一阶段，是政府机
构“管理式”控制模式的发展时期；从1958年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到1982年是第二阶段，是社会生产
动员式的社会运动模式；1982年以后，人民公社逐渐取消为第三阶段，是第一种模式的恢复和强化。
　　在第一个阶段，政务院于1950年颁布了《乡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规定乡是基层的行政区域。
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发布了《关于健全乡政权组织的指示》，规定“乡人民政府应设立生产
合作、文教卫生、治安保卫、人民武装、民政、调解等工作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乡的行政体制建设
”。
最初实行的是小乡制，户数比较少。
后来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小乡逐渐合并成大乡。
我国乡镇体制处于由小乡制向大乡制过渡的时期，而且由于当时我国处于三大改造时期，乡镇体制还
没有完全定型。
　　从1958年开始，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展开，全国除了云南、四川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外，普遍
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
在1958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要建立农林牧副渔、工农兵学商
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1962年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改草案》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开始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
础”的体制。
这是一种立足以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制度。
　　从总体上看，人民公社体制的特点是“政社合一”、“党政合一”，即生产组织和政权组织的一
体化。
具体地说，在经济上，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把农户的生产经营、物品分配纳入公社体制中来，农
民的财产权利和各项经济权利都收归公社。
在政治上，实行党政合一和行政命令的体制。
人民公社时期，在生产队普遍设立了基层党组织，从而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的政治领导。
在社会领域，通过实行群众动员的方式，从事水利的兴修和对于阶级敌人的批判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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