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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农村法律文化创新的解释框架:转型空间?知识命题?图景样式》从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角度对
新农村法律文化创新的基本理论，以及目前我国农村法律文化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如法律意识、法律
文化、自治制度、底层维权、社会纠纷、法律文化创新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与论证，对新农村法律文化
创新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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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另一方面，农民的法律知识总体上比较贫乏，并且其缺乏学习了解法律知识的有效
途径。
从我们课题组的调查情况和其他学者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可以发现，农民不仅普遍缺乏法律规范知识、
法律实施技能和经验，而且对法律与其生活的社会环境中的其他各种社会规范的关系也不甚明了。
结果必然会影响其依法行为的动机，以及使其相应的外在活动与法律的一般要求相背离。
其法律知识的贫乏则又与其了解掌握法律知识的途径不多且既有途径的效果不好有关。
调查显示，电视、广播等媒体是农民学习了解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
但是受这些渠道的局限性制约，农民能从其中接受的法律知识无论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存在很多
问题。
况且，看电视、听广播多属于休闲、消费行为，需要时间、金钱（如电视机、电费的投入），对于很
多成日忙于劳作的农民而言，哪有“闲情逸致”从中学习什么法治知识呢？
受制于较低的文化知识和缺乏现代信息手段的运用能力，农民也不大可能通过阅读法律著作、报纸与
上网来获得更多的法律知识。
这也是为什么国家举全国之力为之的普法活动，其对农民的影响和教育效果并不理想的重要原因。
有调查显示，“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最主要的途径是对农民进行法律培训，但农村仍然是普法宣传的
薄弱环节。
调查显示，90.2%的农民有学习法律的积极性，认为学习法律知识对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很有用。
但是，有高达81.1%的农民从没有接受过普法培训。
”再则，从农民法律行为的现状来看，其大多没有也不愿意有诉讼、仲裁及其他法律实践的经历，从
而使得其在社会生活层面也不大可能通过经验实践而获得相应的法律知识。
因此，从目前农村法治建设的总体情况、各类法律信息的传播情况以及国家针对农村和农民所使用的
各种法律宣传教育的手段措施的实施效果来看，目前农民学习了解法律知识的途径有限，效果不明显
，农民学习了解法律知识的需求仍然没能得到有效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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