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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选题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1．理论意义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的人口生活在
农村。
这种国情决定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
农村基层政权直接担负着发扬和维护农村基层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发展农村社会经济、落实国家
各项方针、政策，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等重大任务。
农村基层政权的状况不仅关系到农村自身的稳定与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和社
会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
因此，对我国农村基层政权进行研究，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所的重要课题之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到来之际，对我国的农村基层政权的发展路径和基本经验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
结，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第一，有助于完整准确地了解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发展的历史脉络；第二
，有助于弄清新中国成立后每一历史阶段农村基层政权的基本设置、基本职能、运作机制，以及它在
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作用等；第三，有助于从基层的视角更深入地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和发展的过程，从农村基层政权的变迁来体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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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新中国初期的乡镇政权，还是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人民公社，或是“乡政村治”时期的乡镇政权，每个阶段农村基层政权的发展演
变都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相联，和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
关。
总的来看，农村基层政权在团结广大农民、巩固工农联盟、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等方面，成
绩是主要的，对推动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也遭受过严重挫折，面临着许多困难，这种状况又反过来制
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这些教训，都成为我们今天推进农村基层政权改革不可多得的宝贵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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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乡镇党委的权力运作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乡镇委员会在乡镇政权中居于权力中枢地位
。
在文本制度上，我们看到的是乡镇党委是乡镇一切组织的领导核心的原则性规定，而在乡镇政权的实
际运作中，这种领导核心地位得到明确化、具体化。
乡镇党委是乡镇政权中心枢纽的主要表现，在于乡镇党委不仅在原则上而且在实际上都是乡镇政权中
唯一的决策者，或主要的决策者。
除了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外，乡镇党委有两个十分重要的地方性职能，即“讨论决定本乡镇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领导乡镇政权机关和群众组织，支持和保证这些机关和组织依
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各自章程充分行使职权”。
　　（1）乡镇党委的权力体系。
在实际工作中，乡镇党委的权力体系是分层次的。
处于第一等级的是乡镇党委书记。
乡镇党委书记既是党内“一把手”，又是整个乡镇政权的“一把手”。
在乡镇政权体系中处于权力第二位的是几位镇党委副书记。
其中，乡镇长一般担任第一副书记，其他副书记根据分管范围的不同，在乡镇党委的权力排序中为“
三把手”、“四把手”，大体同镇长处于一个权力等级。
在体制设计上，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是两个“一把手”，其实只有一个一把手，那就是乡镇党委书
记。
实事求是地说，乡镇长只是乡镇党委书记的第一助手。
处于乡镇政权权力体系第三位的是乡镇党委委员和几位副乡镇长。
乡镇党委一般委员在行政级别上一般不如副乡镇长，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当上了党委委员就是进了“
领导班子”。
全乡镇的重要决策都要在党委会上讨论，而在这样的会上，副乡镇长只能以列席人员的身分参加。
所以，党委委员在权力阶梯上同副镇长大体相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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