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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村民自治发展中的地方创新：基于浙江经验的分析》主要内容包括：村民自治地方创新：含义
与特征、创新的环境：宏观背景与地方因素、村民自治地方创新的宏观背景、嵌入浙江村民自治制度
创新的地方性因素、创新的动因：内在矛盾、社会需求与上级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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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福营，男，1962年出生，浙江嵊州市人，博士、教授。
1983年本科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政史专业，留校任教，曾担任浙江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原
法政经济学院）副院长、院长。
2006年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专业博士毕业，2010年调入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工作。
兼任浙江省社会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中国乡村史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公共管理学会副会长、浙江省
社科规划专家组成员，先后入选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第二
层次）培养对象、浙江省政治学教学名师，并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浙江师范大学兼职
硕士导师。
近年来，主要从事当代中国农村问题，特别是乡村治理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农民流动与分化、中国
农村社会变迁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和参与了1f1多项国际合作、国家和省部级相关科研项口，出版专著
（含合著）10多部、主编和参编教材3部、发表论文和调研报告100多篇。
　　　　应小丽，女，浙江永康市人，博士、教授。
2008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曾先后就读于杭州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分别获得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
现为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3项，参与国家社科规划项目等8项；出版专著《草根政治：农民自主行为
与制度变迁》。
近年在《政治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中国农村观察》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目前主要从事基层治理、中国农村政治发展问题、地方政府等研究。
先后入选浙江师大，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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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 研究的缘由二 村民自治制度创新的研究三 研究方法（一）研究思路与方法选择（二）研究的
局限与不足上篇 总体分析一 村民自治地方创新：含义与特征（一）地方创新的内涵（二）村民自治
地方创新的界定（三）村民自治地方创新的特点二 创新的环境：宏观背景与地方因素（一）村民自治
地方创新的宏观背景1．正在探索的村民自治制度2．迅速发展的农村经济社会3．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
与宏观政策的调整（二）嵌入浙江村民自治制度创新的地方性因素1．民营经济的发展与经济能人的
崛起2．有限理性的有为政府3．务实创新的区域文化4．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三　创新的动因：内在
矛盾、社会需求与上级要求（一）创新的根本原因1．日益扩大的民主参与需求与制度供给不足之间
的矛盾2．不断增长的民主发展需求与相对滞后的民主发展环境之间的矛盾3．逐渐提升的服务需求与
自我服务发展落后的矛盾（二）创新生成的直接原因1．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需求2．上级
政府的号召与要求四 创新的主体：多层次结构、多元性协同（一）创新主体的构成（二）见识与动机
：创新的启动者（三）权力与能力：创新的领导者（四）合作与知识：创新的组织者1．创新组织者
应当是一个具有较强合作性的团队2．创新组织者需要具有特定的专门知识（五）多元与协同：创新
的参与者五 创新的过程：运作环节、关联因素（一）创新的运作环节1．创新的提出2．创新的生成3
．创新的实施4．创新的总结5．创新的推广（二）影响创新活动的主要因素1．创新主体的个人特征和
组织状况2．创新的项目特征3．创新的环境因素4．创新承受者的情况六 创新的结果：绩效、影响与
扩散性（一）创新的绩效1．创新的效果2．创新的效率（二）创新的社会影响⋯⋯下篇 个案调查参考
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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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次，环境是创新生成的重要动因。
如前所述，村民自治的地方创新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上级政府的号召与推动，地方政府或村级
组织及其官员做出主动性响应；二是重大、急迫的社会问题及其提出的创新需求，地方政府或村级组
织及其官员做出针对性回应。
在现阶段浙江省的村民自治地方创新中，后者占绝对多数。
可见，环境是村民自治地方创新生成的重要动力源。
　　再次，环境制约创新活动的过程。
任何一项创新活动的开展均会受其复杂环境的影响，或顺利进行，或陷于困境，或中途夭折，不同的
创新项目的活动过程因环境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各不相同的运行状态。
从一定意义上说，村民自治的地方创新过程是推动创新的动力的强度、阻碍创新的问题的难度以及用
于克服障碍和困难的资源的可利用度等相互作用的结果。
　　最后，环境是决定创新结果的重要因素。
创新是创新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具体复杂的创新环境积极互动的结果。
在创新实践中，我们时常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创新制度和创新方案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会出现各种
各样的偏差和变形；一致性的创新制度和创新方案在不同村庄环境中实施，最终形成了极不相同的、
多样化的创新结果。
　　村民自治地方创新的环境是复杂、具体的。
或许，同一区域的村民自治地方创新所面临的宏观背景和区域性因素是共同、的，但每一个创新项目
的具体环境是多样性的。
共同的宏观背景和区域性环境因素决定了同一区域的创新活动具有一定的类似性，呈现出一些共同的
倾向。
而多样化的具体环境遭遇又决定了不同创新项目的个别特征，呈现出丰富的个性和差异性。
　　由于每一项创新项目面临的具体环境都不一样，我们无法一一对其做出环境分析。
这里只是从总体上指出影响村民自治地方创新的主要环境因素。
　　第一，时代性、全国性的宏观环境。
这是村民自治地方创新的基本背景。
特别是在单一制国家结构下，地方服从中央。
地方创新必须与中央政策保持一致，必须与国家制度实现对接，努力获得上级政府的肯定。
从这一层面分析，对村民自治地方创新具有重大影响的主要有：（1）国家的政策导向，特别是创新
政策；（2）村民自治制度建设状况，特别是村民自治制度存在的缺陷与问题；（3）中央政府部门及
其领导的态度。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村民自治发展中的地方创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