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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村政治场域视角的基层自治权力异化及其防治对策

———以福建南平建阳市１０个村为分析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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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将农村自治权力置于包括外部和内部两方面不同的关键构成在内的农村政治场

域之中，运用组织分析法从外部行政权力科层管理、其他村落模范作用、外来企业契约交换的

角度和内部利己行为逻辑、资本不均、消极文化腐化等因素分析基层自治权力异化的过程。并

根据内外因素提出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权利救济途径、疏通资本流动的联结渠道、培育

更多农村非治理精英参与自治等对策，来有效促进防治基层自治权力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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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社会利益主体不断多元化，主体间复杂

的关系交织成一个不定项发展的网络空间。这个

网络被布迪厄称之为“场域”。场域分析法常常被

用于分析模糊的、经验性的权力边界的权力体系。
其核心在于：在场域中的任何一个社会成员所做

的决定都体现着自身的意志［１］。通过这一分析工

具，可以较好地剖析权力组合的多样性和主体间

的博弈，从而理顺各个主体权力运作的影响因素。
村庄作为社会管理最为基础的管理层次，具有内

部惯习和历史性的空间。农村政治场域中的权力

关系的变动都有可能诱发自治权力异化。因此，
要防治农村自治权力异化，首先要利用组织场域

分析法理顺在农村政治场域中的影响权力关系的

内外部因素，了解农村自治权力异化的过程和原

因。对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莒口镇、麻沙镇、小湖

镇、崇雒乡４个乡镇的１０个村进行田野调查，共

调查了包括各村村支书、村主任在内的５０个村干

部和１００个村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农村自

治权运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外 部 权 力 主 体 对 农 村 政 治 场 域 权

力异化的影响

　　目前，农村自治组织外部权力主体主要包括

乡镇政府、大型外来企业、其他村落等，他们影响

基层自治权力运作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一）科层制管理的先天影响

我国的行 政 权 力 具 有 科 层 制 垂 直 领 导 的 关

系，乡镇政府、大型外来企业、其他村落等外部权

力主体借 助 行 政 管 理 权 将 自 己 的 意 志 强 加 给 村

庄，而村庄只能无条件或在一定协商条件下接受

和服从。在调查中，关于农村事务管理７３．３％的

受访 者 选 择 乡 镇 机 关 和 村 集 体 结 合 管 理，有

２０．７％的受访者认为乡镇机关单位在村民事务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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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乡镇机关对农村自治组

织具有政治领导权、经济控制权与部分人事选拔

权。村庄在重大决策上必须优先以乡镇机关的意

见为导向，只有乡镇机关批核才能进行民主评议

程序。因此，村庄的重大决策受乡镇机关的影响

多于村民自治组织本身。但凡涉及上级部门相关

方针政策的落实问题，乡镇机关希望村庄会予以

无条件的贯彻落实。即使是涉及村民自治的公共

事务，诸如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等，乡镇机关也有可

能利用下达考核指标等方式来施加影响。这样一

定程度上就会限制乡村自治权的自主性和个性发

展。当然，也不能对行政权力的科层制管理简单

地予以肯定或否定，乡镇机关的适当管理有利于

维护村庄自治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进农村

自治权的规范发展。因此，针对科层制管理对农

村政治场域权力异化的先天影响力，必须依靠民

主的监督使其作用更为正面，这就需要有效的激

励机制和权利救济途径。

　　（二）其他农村场域的连锁影响

农村政治场域是以村庄为单位具有内部规则

的空间。事实上，每一个农村自治组织都不是独

立存在的，各个自治主体之间会相互进行联系、模
仿，乃至比较。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所调研的四

个镇的农村自治权力的环境、做法都有一定相似

性。凡是出现一些自治权力运作中优秀的做法往

往会被其他村落学习和借鉴，凡是出现一些权力

滥用的反面做法，就会连带着对周边村落出现的

类似的权力风险点予以特别关注和防范。比如，
此次调查的 ＨＸ村 曾 出 现 村 干 部 在 公 路 征 地 补

偿项目中造假的违规做法并被惩处。自此，所在

辖区的各个村落对有关征地补偿等相关事宜的审

查更加谨慎严格，务求通过村民实地考察来保证

征地补偿等项目的公平和公正。因此，村庄自治

过程中都存在一些需要特别关注的“村落”，这些

典型村落的自治权运行或更完善，或情况相似，或
联系密切。任何其他农村政治场域出现打破自治

权力的内部规则的情况都可能影响到另一个农村

政治场域内自治权力运作的过程和结果。

　　（三）外来企业的契约交换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村庄为了达到自身发展目

标，与 一 些 社 会 企 业、金 融 组 织 保 持 一 种 契 约 关

系。通过这种契约关系，社会企业、金融组织可以

采取多种形式影响农村自治权力。一方面，外来

企业的入驻能够带动当地的就业、服务业等，但为

了争取大型企业落地，农村自治组织要为大型企

业入驻 而 让 利。农 村 自 治 组 织 为 了 适 应 和 满 足

“客户”的需求，会利用自身权威与一般村民积极

进行调整和协商，来为这些企业争取便利来维护

这种契约关系。在这一个过程，就有可能造成权

力的滥用，损害到村民和村集体的利益。而大型

企业为了达到自身目的，还可以通过乡镇一级向

村庄实施影响。在本次调查中，ＪＳ村的养鳗厂和

烤烟厂的开设消耗了村里的资源，占用了村里的

土地，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村里的环境，但是并未通

过全体村民的一致同意。虽然企业的入驻能带动

和盘活农村资源，但是这种契约性也可能损害农

村自治权力的完整性和长远的公平性，使得一些

农村自治组织经不住企业、银行等外部组织提供

的资金诱惑，受到外部组织的干预，从而失去村庄

内部的信任基础。

　　二、内 部 权 力 结 构 要 素 对 农 村 政 治 场

域权力异化的影响

　　村庄的内部权力结构是指农村自治权力在不

同家族、不同群体间的横向分配。内部权力结构

主要有村两委干部、村民小组代表、村监会、一般

村民、村中大户五大群体。村两委干部、村监会是

经制度规则打造的正式权力主体。而村中大户和

村民小组代表比一般村民具有更加突出的能力和

资源（家族、经济资源、教育程度、技术专利），从而

使他们在农村政治场域中更加具有发言权，这一

类主体相对无序和不稳定［２］。一般村民在权力结

构中则属于较易被权力忽略的一类主体，他们常

常依附于那些具有一定资源的权力主体，但其对

于权力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每一类主体

都受到村庄文化的影响，且各自拥有自己的社会

资本并呈现不同的行为逻辑，消极的文化和不均

的资本、利己的行为理性都是使得农村政治场域

权力异化的内部因素。

　　（一）资本分配不均使权力生态恶化

自治权力主体之间的冲突和整合伴随着资本

要素的再分配，而资本的变动会影响自治权力场

域的生态构建［３］。在调查中，发现９７．８％的村两

委干部都有务农、经商等实业补贴收入，大部分村

两委干部经济收入均在村平均每户收入以上。经

４４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９卷　



济资本是村民生活的基本保障，只有在生活得以

保 障 的 基 础 上 才 有 足 够 的 精 力 参 与 农 村 自 治。

３５．６％的村民表示村党委干部和村委干部之间谁

有能力，谁负担的任务就更重，谁的权力就更大。
这反映基层自治中精英群体参与治理的重要性。
村中大户和村民小组代表就是村中的精英代表。
他们一般掌握了村中大部分的经济资本、人脉资

本和教育资本等，使他们在村庄自治中能起到缓

和作用。而一般村民由于长期处于权力缺失的弱

势地位，使得村民参与村庄自治的热情趋于减弱。
另外，一般村民缺少经济资本，为了养家糊口多选

择外出 务 工，如 ＹＪ村 大 部 分 年 轻 村 民 为 生 计 外

出务工，一年中只有过年过节回到村中，村庄基本

就剩下留守老人和儿童。由于久居在外，对村中

事务了解程度低，这类村庄自治程度较低，自治权

力的资本环境较差。

　　（二）利己行为逻辑导致权力冲突

不同的农村自治权力主体出于“经济人”的利

己考虑，做出相应的理性行为选择。所以，要想提

高村庄自治的自主性，防止自治权力异化，就需先

掌握各权力主体的行为逻辑。村两委干部、村监

会作为正式权力主体具有权力主导性［４］，但 随 着

基层自治观念的深化，其主导的程度不断被削弱，
受到农村场域内其他主体的制约。另外，村两委

干部之间和村两委与村监会存在不同立场、不同

利益倾向的冲突，不同行为逻辑导致正式权力主

体内部的不协调。不协调关系可以表现为村两委

配合度不高、村监会有名无实等现象。在调查中，

６２．２％的人认为在面临多方利益角逐的复杂事件

综合 管 理 上 村 两 委 之 间 或 多 或 少 存 在 分 歧。

２２．２％的人认 为 村 两 委 之 间 职 责 分 工 还 不 够 明

确。大家一起管往往会出现斗争，尤其是事关“政
绩”或经济利益较大的项目往往牵涉广、扯不清。
而对于村中大户和村民小组代表这些非正式权力

主体，在与正式权力主体达成协议或是受正式权

力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的邀约后，通过正式权力提

供的途径表达自身利益，做出行为选择［５］。因此，
只有在两者达成“合谋”的情况下才能发挥非正式

权力主体的作用。这种“合谋”往往需要在具有一

定激励机制的环境下才能达成。只有激励非正式

权力主体 能 够 通 过 其 他 途 径 得 以 满 足 利 己 的 需

求，才能为一般村民去争取更多的利益，这样这种

“合谋”才是长久的、“三赢”的。在调查中，３３．３％

受访者认为如果没有激励机制，依靠村中大户和

村民小组代表来维护自身权力效果不佳，甚至形

同虚设。鉴于此，有１３％的人认为应该依靠上级

派 遣 检 查 员 才 能 够 解 决 权 力 运 作 中 的 大 部 分

问题。
换句话说，此时的检查员是一种权利 救 济 的

机制，是科层制先天的正面作用，是内部无法防治

权力异化向外部寻求救济的一种方式。

　　（三）消极文化阻碍自治意识发展

由于封建文化、宗族文化中长期缺乏 民 主 的

基因，消极落后文化因素的影响根深蒂固，村民民

主意识较弱。村民对农村政治场域中权力的治理

更加依赖于权威，对自身的义务、权利知之甚少，
主要表现为政治冷漠和参与主动性弱。一般村民

在参与村庄自治中常常处于被动状态，尤其是文

化程度较低、经济收入不稳定的村民。４８．９％受

访者认为村民自治意识不足是导致村民会议制度

形同虚设的主要原因。９０．９％的村民是在遇到自

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后，才想起向农村自治组织寻

求帮助。他们认为农村自治组织能够解决大部分

问题就是合格的农村自治组织。而对于日常农村

组织的权力运作管理并不上心，认为那是村两委

的工作。因此，一般村民是以自身需求为导向作

出农村基层权力监督的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容

易导致对农村基层权力监督失真且无法常态化。
综上所述，如果村庄自治权力运作符 合 上 述

特征，则农村自治组织属于具有鲜明外部政治取

向和内部 行 政 权 力 取 向 的 适 应 型 的 农 村 自 治 组

织。在这样的环境下，农村自治权力过度集中，缺
乏多样化的精英参政、资本流动慢，容易造成集体

怠惰、民主形式化等问题，最终导致基层自治权力

异化。

　　三、防治基层自治权力异化的路径

　　 通过对导 致 基 层 自 治 权 力 异 化 的 内 外 因 素

分析，发现在基层自治权力异化过程中，内外部因

素是相互关联的，单个因素往往容易引发连锁的

多因素异化反应。而在基层自治权力异化的情况

下，自治权力主体出于“安全”考虑，做出虚伪的遵

从和谨慎的反抗，将会严重影响基层自治的规范

发展。因此，根据导致基层自治权力异化的内外

因素，综合归纳可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权

利救济途径、疏通资本流动的联结渠道、培育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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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非治理精英参与自治等手段，来逐步优化基

层自治权力的生态环境，从而有效防治基层自治

权力的异化。

　　（一）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权利救济

村委会不是政权性组织，其权威来至 村 民 授

权。但实际中，作为授权人的村民经常处于弱势

地位，导致村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降低，造成集体

怠惰。因此，必须在制度层面上，建立有效的激励

机制和权利救济途径。完善制度切实保障村民民

主权力是根本。一般村民是村庄自治的委托，其

行为能力直接影响着村庄自治的权力运行。尤其

是在重大事项和与村民利益关联紧密的决策上，
要充分体现村民在决策中的决定性作用，要建立

村民会 议 和 村 监 会 决 议 优 先 制 度。对 于 特 殊 事

项，要建立协商制度，通过集体会议、集体谈话等

制度让各位村民各抒己见，达到一致后再行决议，
避免误 判 和 不 利 于 村 集 体 发 展 的 决 定 出 现。其

次，培育村民民主参与意识和公民性格。通过建

立健全村民民主监督机制和优秀公民的评选等，
将村民物质化的生活和村民自治权力紧密相连。
在激励非正 式 权 力 主 体 为 一 般 村 民“发 声”的 同

时，疏通发声渠道［６］。通过鼓励机 制 打 破 村 民 长

期处于被动式治理的惯习，逐步提高村民参与自

治的意愿和能力。另外，要善用科层制的先天影

响，利用权威与舆论的共同作用，构建多方位的权

利救济途径。

　　（二）疏通资本流动的联结渠道

自治权力主体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动 员 能 力

是村庄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当地激活资本流

动可有效地使各权力主体得以联结和整合，从而

增强村庄内的社会关系及行动能力［７］。村民权利

意识受现实环境束缚是事实，但可以通过资本联

结在参与农村公共事务中而不断觉醒［８］。农村自

治权力依托于不断成长的资本和对游离资本的吸

收，不断发挥其能动性，从而促进自治权力的自主

性成长。其次，要建立协商的社会沟通机制，积极

构建各权力主体间的共同话语体系，减少信息传

递过程中的失真现象，强化村两委和村民小组代

表大会在村庄公共事务协商中的积极作用。利用

村民（代表）大会、村务公开、网络传媒等手段，实

现基层党组织、乡镇基层政府、农村自治组织和普

通村民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克服传统乡村自

上而下和无序沟通的弊端。

　　（三）培育农村非治理精英参与

随着现代化媒介发展，现代性因素逐 步 渗 入

到农村社会、宗族组织等传统的利益共同体中，使
其越来越融入现代化进程且越来越具有现代性意

识。农村非治理精英就是在这一时代境遇中涌现

出来并客观存在且能发挥作用于村治场域中。农

村非治理精英来源于前任村组干部、村中党员以

及资本较雄厚的那一类村民。非治理精英具备了

与治理精英进行商议事务的条件，有助于实现对

农村治理的合理引导。一个精明的非治理精英发

挥着“第三种力量”的作用，能缓解权力缺失主体

和正式权力主体间的冲突［９］。非治理精英能充分

利用他与治理精英人物的广泛关系为一般村民争

取利益，同时又可充分利用在一般农民中的威望

和号召力为治理精英实施自治奠定基础。因此，
要防止自治权力异化，势必要注意吸纳非治理精

英阶层到基层自治权力领域，共同推动农村的有

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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