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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社治理研究：基于浙江镇海乡村社区的实证考察》就是基于当前我国农村
改革和开放的大背景下对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变革及走向的研究。
作者以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乡村社区为对象，对一个乡村社区的集体土地及产权关系的变化进行深入
细致的考察，分析由此引发的治理变革的需求及其走向。
正如作者所言，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也是农村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的基础。
现存的农民与集体、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以及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农村土地权
属关系建立起来的。
在历史上，每一次土地分配及产权归属的重大变化，最终都导致农村社会结构及组织管理制度的变化
。
土地制度也成为分析和理解人民公社体制及村民委员会体制的一把钥匙，由此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和把
握不同体制的内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逻辑。
作者在《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社治理研究：基于浙江镇海乡村社区的实证考察》中对当前农村土地流
转及其对农村社区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组织体系、服务体系、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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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对土地流转与社区社会结构转型进行考察。
土地流转和人员流动使传统相对封闭的城乡二元社会走向城乡一体化。
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变化的推动下，农村社区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就业结构、城乡
结构、阶层结构等子结构都有了较大的改善。
　　第四章对土地流转与社区组织体系进行分析。
适应农村社区化管理改革的需要，镇海把构建具有农村社区化特色的组织网络作为重点和切入点，在
传统的“三驾马车”之外建立了新兴的融合性社会组织。
新兴组织的出现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主政给村社治理增添了新的变量，改变了社区的权力结构。
　　第五章对土地流转与社区服务体系进行考察。
镇海推行的农村社区化管理改革实践结果表明，在社区这个平台，国家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服务、国家
管理与农民自我管理实现了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通过合理划定社区规模、搭建服务平台、建设社工
队伍、构建服务机制，建立了政府公共服务、社区自助互助服务和自愿者服务、市场商业化服务“三
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实现了农村社区服务的全覆盖。
在实践运作中，镇海创造性地形成了“81890”服务模式和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初步形成了政
府支持、社区运作、社会参与、需求导向的基层合作治理社会公共股务的新模式。
　　第六章考察土地流转对社区社会稳定的影响。
发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利益冲突加剧，引发的纠纷也逐渐增多，对社会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土地规则是不确定的，或者说规则是被不断“选择性执行”的。
因此，我们必须对各种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保持足够的警惕。
　　第七章对土地流转与村社治理变迁的机制进行分析。
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解释土地制度、产权流动与村治变迁的机制；二是认为土地流转和人口流
动使村庄的地域边界、人口边界、产权边界、组织边界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
界封闭存在冲突与共生的关系；三是从中国共产党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特别是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
的变化和调整来考察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揭示乡村土地政治的本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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