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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研究*

———基于甘肃省Z县X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的个案

蔡斯敏

(西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摘暋要暋改革开放30年,在市场经济不断渗入和农村土地制度调整的背景下,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

变化。多中心的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

中的重要主体,在推动农民集体行动和孕育基层民主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简要回顾乡村治理变迁历

史过程的基础上,结合西北地区一个典型的乡村组织个案,具体阐释农村社会组织在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社

会功能。各类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党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间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乡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

要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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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发展战略,为中国农村在转型期下社会发展做

出了明确的规划。面对日益复杂的农村社会公共事

务,作为重要的承载主体,各类农村组织的建设直接

影响到了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在现代社会多元化发

展的客观形势下,我国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

供给体系已经发生了变革。各类农村社会组织正成

为中国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为
此,本文试图通过甘肃省 X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的

个案分析,揭示出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的功能,为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借鉴。

暋暋一、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变迁及目前

困境

暋暋“治理暠一词的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

来与“统治暠一词交叉使用,主要用于与国家公共事

务相关的各项管理活动与政治活动。20世纪90年

代以后,“治理暠理论应用的范围扩大到经济社会领

域。强调公共权力行使主体的多元化参与是治理理

论的核心要义[1]。关于“乡村治理暠,有学者认为是

乡村社会各种组织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共同处理乡

村公共事务的一种动态过程,它体现的是国家与社

会公共力量共同作用于乡村公共事务[2]。
作为国家在基层管理体制的探索,乡村治理格

局的演变体现出国家在改变乡村社会治理状况以及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方向上的思维方式。回溯中国乡

村治理结构变迁的过程,我们可以认识到国家建构

的力量对于目前“乡政村治暠的乡村民主影响不容忽

视[3]。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格局中,森严的封建等

级体制造成了鲜明的社会分层。乡村社会处于封闭

静态的小农体系,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城市与乡村间

对立。在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下,乡村被结构化于

国家之中。强大的国家力量控制并覆盖着社会,社
会的自主空间极其狭小。其结果是被统治者的意见

无法在体制内得以有效表达,其利益也得不到体制

性保护。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对传统体制的依赖

和当时发展经济的特殊需求,国家主导下形成了全

民动员的“总体性社会暠(“总体性社会暠及“总体性危

机暠2个概念最初是由美国政治学家邹谠提出来的。
主要用来描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构

成。在这样的社会形态里,国家权力全面渗透到了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各
种社会资源缺乏流动性,整个社会结构是僵化的,缺
乏生机与活力)。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中国社会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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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高度组织化的倾向。农村地方的行政管理权归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所有,他们不仅掌握着

农村的财政权和行政权,而且还掌握着从生产计划

到生产管理以及成果分配的经济管理权。通过这样

的管理体制实现国家权力纵向向下渗透到最偏远的

基层农村。显而易见,自上而下的国家性体制权力

对农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与自主性造成了压制,农
民多样化的需求方式难以得到满足。

改革开放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幕,市场经

济向农村的全面渗透改变了原有单一的经济生产模

式。在市场经济的带动下,农民作为交易的主体,其
主体意识、权力意识、民主意识等明显加强。在这样

的背景下,原先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中心暠乡村治理

模式变得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以政府、市场、社
会作为治理主体,在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

以及农村社会组织等主体间资源协作,形成互补、互
助、合作、制约的“多中心治理暠关系。

在“多中心暠治理模式中,治理主体间的关于权

力、地位及相互关系界定的分歧与矛盾成为影响现

阶段农村治理效果的一个关键因素。毋庸置疑,政
府在目前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依然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良好的农村治理离不开政府的有效

参与,但是如何实现包括政府在内的不同治理主体

间关系制度的有效安排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

题。在目前“多中心暠的乡村治理格局中,治理结构

的不平衡性突出,农村社会组织地位模糊、处境尴

尬,尤其是在不同的政治组织间矛盾重重。农村公

共事务的治理过程本应涉及包括村民在内的多元主

体参与,但是,有些地方政府组织缺乏对农民这个重

要参与主体的考虑,进而影响了农村治理的效果。

暋暋二、农村社会组织功能:实现乡村治

理调节

暋暋塞缪尔·P·亨廷顿曾指出:“组织是通往政治

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是政治自由

的前提……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
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暠[4]社会组织化程

度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之一。作为社会领域公共利益的重要承载体,社会

组织在弥补政府、市场公共物品供给危机、协调不同

利益主体间关系以及推动公民意识形成等方面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以社会组织为代表,通过组织化的

途径有效实现社会个体利益表达是个体在面对多元

化社会构成形势的一种理性选择。
农村社会组织是指在乡村范围内活动,主要由

农民组织和参加,以维护、实现和发展农民利益为目

的的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组织。它具有民间性、自治

性、志愿性等非政府组织所具有的特征。此外,由于

农村社会组织根植于农村社会现实,它能够灵活适

应农村社区特有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由此可见,
农村社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适应了我国农村民主化

不断深入的社会现实,是乡村治理探索在村民自治

基础上的又一次积极尝试。
乡村治理的目标是通过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来不断优化改革,实现农村村民所需的各种

公共产品及服务的有效供给,进而保障农村社会的

整体繁荣。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参

与体,在乡村社会转型的现实背景下发挥了重要的

社会协调功能。
回顾以往的研究文献,关于农村社会组织在乡

村治理过程中社会功能的研究,学者主要从以下几

个方面展开相关探讨:
首先,从宏观上整体分析把握中国农村社会组

织在当前乡村治理和社会转型背景下发挥的社会功

能。其中,杨嵘均等将新农村建设下农村社会中介

组织主要功能总结为民主自治功能、经济服务功能、
人文教化功能和社会协调互助功能[5]。刘义强从健

全乡村民主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农村社会组织以社

会功能为导向的组织机制,并将其主要功能概括为:
利用乡村内部逻辑推动社会自律,构成社会共识和

节省社会运行成本[6]。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农村社

会组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了政府、市场及农户

间信息的有效对接,在推进基层民主、促进农民政治

参与以及沟通协调民众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

扮演着重要角色[7灢8]。
其次,一些学者结合具体运作成功的农村社会

组织个案来分析阐释他们在实际乡村治理过程中社

会功能的发挥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其中,郭小刚结

合南京侯冲村“支部+协会暠农村社会组织的典型模

式探讨了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下参与社会管理和提

供社会公共服务的组织功能[9]。邓美则结合甘肃省

一家民间组织在 G村和L村开展项目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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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阐释了服务农村的社会组织在推动乡村治理的

过程中所带入的“参与式暠农村发展理念有助于破解

目前乡村治理中矛盾重重的困境[10]。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既往关于农村社会组

织在乡村治理格局中社会功能的研究,主要还是以

总体性视角概括阐述较多,结合组织运作个案来具

体分析农村社会组织在实际参与治理过程的作用发

挥程度及效果的文献较少。与总体性的描述概括相

比较,通过典型组织个案分析更能够充分说明组织

实际发挥功能的过程及实施效果。因此,本文拟结

合调研过程中搜集的组织个案资料来阐释农村社会

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功能,以弥补学界在

这一领域研究的不足。值得说明的是,本文所选择

的个案组织生存区域及服务范围具有一定的典型

性,研究目的也主要是探寻这一区域农村社会组织

运作规律及推动乡村治理的功能特点,以便为农村

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一点借鉴。

暋暋三、甘肃省Z县X村扶贫互助合作

社:典型的农村社会组织个案

暋暋1.个案介绍

Z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陇山西侧,是陇东南地

区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同时也是全国回族人口

比例最高的回族自治县。据《甘肃统计年鉴2009》
记载,全县总人口32.80万人,其中回族人口22.76
万人,占到了总人口的69.3%,乡村人口30.94万

人,占到了总人口的95.0%。Z县广大回族群众全

民信仰伊斯兰教,同时也有少数汉族群众信仰佛教,
全县共有伊斯兰教场所432所。Z县周边沟壑纵

横,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县境内气候差异较

大,全县土地普遍贫瘠,自然灾害比较频繁,是一个

以种植、畜牧业等为主的农业县。自然生活条件的

艰苦恶劣导致Z县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

X村是Z县一个典型的回族聚集村,全村1000
多户村民多是回民。X村是Z县先进村的典型代表

之一,曾被Z县党委及县政府评为“先进村暠“文明

村暠“生态文明村暠,此外还荣获了由甘肃省扶贫开发

办公室授予的“全省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先进村暠荣誉

称号。
为了有效地改变Z县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现

状,增加农民收益,拓展致富渠道,Z县决定成立农

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并于2008年选择本县行政辖

区内的2个行政村作为试点,作为Z县发展中的1
个典型代表,X村成为了其中的试点之一。扶贫互

助合作组织主要是利用扶贫资金为本村农户提供小

额贷款支持,支持的主要领域是与当地农民生计发

展紧密相关的畜牧养殖业、种植业、餐饮业、运输业

等,扶贫互助资金的性质是属于在Z县贫困村建立

的民有、民用、民管、民享,不断周转的生产发展资

金。作为扶贫互助合作组织运作的重要动力———扶

贫互助资金的来源由3部分构成:政府财政扶贫资

金、捐赠资金和入股村民按一定比例交纳的互助金。
由此可见,X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成立的初衷就是

通过引导扶贫资金与农户相结合的方式,引导本村

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支柱产业,推动 X村整体经

济的发展。
作为致力于服务 X 村全体农民生计发展的农

村社会组织,农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的性质是贫困

村村民自愿参加成立的非营利性互助资金组织。互

助组织设立在行政村,不得跨行政村设立,并且在民

政部门登记注册为非营利性组织。由此可见,农村

扶贫互助合作组织的基本性质是具有公益性、服务

性的基层农村社会组织。它所覆盖的对象是以农村

行政村为单位的X村社区全部成员,而且重点是针

对全村的贫困农户。申请农村扶贫互助资金的农户

可以享受利息比银行和农村信用社都低的小额贷

款,偿还期限为1年。
农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设立理事会和监事会作

为组织实际运作过程中的管理机构。其中,理事会

由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理事共同组成;监事会则有监

事长、副监事长和监事共同组成。理事长、副理事

长、监事长、副监事长各设1名,理事和监事成员分

别设3名。理事会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农户借款申请

的审查和办理,并在借款期到时发放收款通知,催促

借款村民还款。监事会的主要职责是对所有农户借

款资金流向实施动态监督,维系和保持互助资金使

用的基本性质。此外,还有入股村民所构成的股东

大会,涉及所有入股村民利益的公共事宜都要通过

股东大会的形式予以商讨和确认。

2.实际运作

关于X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开展试点以来的

实际运作情况,Z县民间组织管理局的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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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这是他们这里实践运作开展十分典型的农村社

会组织类型。实际上早在组织试点的2008年之前,
甘肃省民政厅就把突出重点、有效推动社会组织的

培育发展工作作为社会组织建设与监督管理的主要

任务。其中大力推进农村经济协会等各类组织的培

育发展工作成为主要任务中的一项工作重心。甘肃

省民政厅及时印发了《全国发展农村专业经济协会

会议精神传达提纲的通知》,并制定出台了《关于全

省开展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在
登记管理方面为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等服务于农村实

体经济类社会组织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空间。
显而易见,X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兴起以及在当地

民政部门的顺利登记注册很大程度上借助了政策扶

持的东风。以下重点从资金投入、监督管理2个方

面展开探讨。
作为根植于农村社会服务实体的社会组织,X

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的覆盖范围包括全部本村社区

内的农户,在行政区域的划定上存在明显界限。在

扶贫互助资金构成里面,主要包括村民入股自愿交

纳的互助金、政府财政资金以及无任何附加条件的

社会捐赠资金3部分构成。其中,村民自愿按一定

比例交纳的互助金构成了资金来源的主体,而资金

使用致力于本村村民购买农机设备、大牲畜等生计

发展项目。由于它的资金构成和服务对象范围是本

村全体村民,实现了专款专用,与社区农户直接对

接,充分体现出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初衷。
此外,农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在关于互助资金

的归属问题上拥有明确的限定。互助资金中的财政

资金和捐赠资金及其增值部分归所在行政村全体村

民共同所有,而村民交纳的互助金归其本人所有;使
用权则属于全体互助组织成员所有。清晰的资金权

力归属界定能够更加保证农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资

金更加高效地运作,真正服务和投入到涉及农村农

民生计发展的重要项目上,实现组织服务农村扶贫

的设定目标。

X县农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的监督管理方式采

用的是理事会制度。理事会的构成人员中包括村干

部和村民选举出的村民代表。在访谈中,理事会的

理事长LYF(X村的村党支部书记)(为保护被访者

个人基本信息,故用字母做匿名化处理)向我们介绍

了组织管理方面的细节:

“需要贷款的农户首先要写申请,批不批,我这

个理事长还不能做主,就必须把这些股东召集起来

由股东会决定给这个人贷还是不贷。股东会成员把

这个人掌握牢靠了就贷,而且监管必须到位。贷款

主要是用于支持农村基础项目发展方面,因为这个

追求的是一个发展资金。在监管上,主要是怕农户

拿上这个钱改变用途,如娶媳妇或者办丧葬等,这是

不可以的。所以这个资金给他能贷得去、也能收得

回来的保证就是信息要准确。暠(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所得)
通过理事长的简要介绍,我们认识到扶贫互助

合作组织实行监督管理的运作过程中,全体农村社

区成员的广泛参与和全程监督是保障管理机制稳定

运作的关键因素。理事会成员中村民代表及入股成

员构成、资金申请发放中对被申请人基本信息情况

的调查、资金发放和回收的全部过程向全体社区成

员公布等几个具体环节中体现出组织制度设计层面

的公开性,在具体践行组织服务目标的过程中有效

地联结了全体农村社区成员。

3.X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社会功能分析

通过以上对甘肃省Z县 X村扶贫互助合作组

织的个案描述,我们可以认识到农村社会组织在西

北地区一个较为封闭落后的农村社区运作过程中产

生的各种社会效应与影响。
首先,扶贫互助合作组织承载了农村社会组织

立足于农村社区、广泛带动和维护社区村民利益的

基本功能。因为组织的生存发展过程嵌入到农村特

定的社会环境中,服务农村的各类社会组织参与扶

贫的核心就是充分地接触和了解村民的需求,“让村

民做主暠。明确扶贫对象是包括农村社会组织在内

的各类非政府组织实施农村扶贫的第一个环节,它
的选择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扶贫效果的高低[11]。X
县扶贫互助合作组织成立时组织目标的设定就十分

明确地将本村的全体村民作为资金扶助对象,同时

要求全村50%以上的贫困户入社,方能组建扶贫扶

助组织。这种新兴的扶贫互助合作组织在强调村民

广泛参与的前提下,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间的有效

连接,更为重要的是围绕村民切身利益成立的这类

农村扶贫互助组织,由于组织运作的立足点紧密关

系到村民涉及生计发展的核心利益诉求,而作为西

北地区农村社区的村民对于改善生计状况、提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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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平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由此可知,组织活动

的开展充分调动了本村村民的积极性,村民全面参

与体现在组织运转的各个环节。X村村民既是组织

构成的重要主体,同时也是组织资金扶持与服务的

受益对象。显而易见,农村社会组织在解决基层农

村社区特有社会发展问题时具有一定的优势。
现代乡村治理实际上体现的是一个不同治理主

体,特别是广大村民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
扶贫互助合作组织在服务对象实现一定程度覆盖的

基础上,围绕涉及农户迫切需求的生计发展资金提

供支持,有效地推动了本村村民的广泛参与。这有

助于乡村治理良性格局的形成。
其次,服务于X村的农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充

分地发挥了农村社会组织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共同参

与乡村治理过程的重要社会功能。笔者注意到 X
村农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整个运作环节体现出现代

农村社会治理中多元化的趋势。作为治理主体,村
级党委会、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都是治理过程

中的重要参与者。而不同治理主体都成为了扶贫互

助合作组织中的参与者,以村党委会代表、入股村民

以及村民自治组织代表等组成的组织架构充分地体

现了政府、村民自治组织以及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

利益表达。与传统村级政府管理方式下的集体动

员,村民被动接受,政社矛盾突出的社会格局形成鲜

明差异的是,根植于农村社区的社会组织在运作的

过程中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有效融合。对于政府

而言,扶贫减贫是当地一项长期工作,政府对于组织

运转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十分关注。同时,就村民而

言,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水平也是迫在眉睫的事

情。通过扶贫互助合作组织,不同主体间的利益需

求得到整合。特别是扶贫互助资金的形成以及围绕

资金流向和发展项目资助实施展开的相关管理环

节,更加体现出农村社会组织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

系,进而实现利益有效整合,推进社区整体发展的社

会功能。
此外,基于X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运作的典型

个案,我们还可以认识到农村社会组织在实际开展

工作服务村民生计需求的过程中塑造和传播现代民

主理念、协调建构社区成员社会关系的特殊功能。
农村社会组织在实际运作中受到了农村社区特征的

影响十分鲜明。X村的扶贫互助合作组织在管理的

过程中,理事会成员都是本村的村民,在涉及对申请

村民信息审核及日后追踪了解等方面,可以做到充

分客观详实。同时也体现了村民之间的自我管理、
自我组织和发展的能力,有利于实现本土组织的可

持续发展。现代公民意识中一个重要构成要素是强

调对权利的尊重。村民在实现组织参与、获得扶贫

互助资金支持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对于自身权利意

识和公共领域的关注。由此可见,在扶贫互助合作

组织实践本土化运作过程中,也在西北传统的乡村

社会播撒着一种现代民主的理念,在一定意义上重

新塑造了农村社区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理念,培养了

社区村民的自治意识。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政府在组织成立运作

和开展资金扶助等内容背后的影响。在组织成立之

初的政策支持、注册管理方面的扶持,互助资金构成

比例中财政扶贫资金的引导,以及由该村党支部书

记为理事长的理事会构成等方面都可以鲜明地体现

出政府在扶贫互助合作组织运作细节上发挥的效

用。由此可见,在中国当前的农村治理格局中,政府

的带动示范作用依然不可忽视。农村社会组织想要

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政府在制度、资金等方面

给予一定的“优惠暠和“关照暠。
由于扶贫互助合作组织的成立对于甘肃省 Z

县X村是一个新鲜事物,目前还处于不断试验和探

索阶段。根据组织负责人LYF介绍,目前在运转过

程中存在以下主要问题影响着组织功能有效发挥,
距组织实现真正良性运作产生良好社会示范效应还

存在一定距离。
首先,农户申请互助资金的金额有所限制。当然

这与该组织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相关。由于原始积

累资金的限度,借贷金额最高限额为5000元,不能

多贷。并且借贷周期为1年,不可逾期。初始资金的

有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户申请项目的规模有了规

定,那些致力于发展大型生计项目的农户在资金申请

上遇到阻碍。此外,目前扶贫互助资金的实际运用范

围还是X村的部分村民,其他需求发展的村民要想申

请就会面临资源供给不足的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会

造成扶贫互助合作组织成员间意见分歧。如何在推

进新项目服务的同时避免造成农村社区群体内部由

于资金分配不足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扶贫互助合作组

织在发展过程中尚需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是包括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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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等农村治理主体亟需解决的困境。
其次,申请人改变资金用途的行为依然存在。

依据组织的目标和章程,扶贫互助资金是致力于扶

助农户发展的公益性资金。而在现实运作过程中,
一些农户贷款逾期不还,擅自改变贷款的用途,这严

重威胁到了组织的基本使命,也影响到了运转的可

持续发展。由此表明,在资金流向的监督环节组织

监事会的相关成员责任履行不到位。对此,理事长

LYF表示必须按照制度严格监督资金流向,让扶贫

互助组织真正成为代表村民利益、推动村民民主意

识、形成和村民个体有效连接的重要动力。

暋暋四、多元共同治理:乡村治理完善的

目标

暋暋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而各种组织是社

会的细胞。面对日益分化的利益需求,对于个体而

言,组织化的表达方式是一种理性的选择途径。尤其

是处于中国基层社会的农民,农村社会组织是帮助他

们获取话语权与治理权,成为农村真正治理主体的基

本方式。通过X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的实际运作,我
们可以认识到X村村民在参与涉及农村生计发展项

目的过程中,也在逐渐调整自己的角色,对于新的治

理环境中自己地位及权利概念有了自己的理解。这

对于生活在西北地区社区环境较为封闭、思想观念传

统保守的村民而言意义是极其深刻的。
毋庸置疑,中国农村制度在建构的过程中离不

开国家力量的作用,中国现代化国家建构是推动和

制约农村民主制度变革的核心机制。应该说在公共

治理方面特别是涉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方

面,政府的角色不可忽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确立

政府、村民自治组织以及农村社会组织等不同治理

主体间的关系,提高治理效率,形成一套满足治理目

标和村民需求的制度设计体系[3]。结合 X 村扶贫

互助合作组织的个案,笔者认为政府在参与农村治

理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在未来农村优化治理中依然

占据着主要地位,但是这种力量的目标是致力于农

村治理效果的改善与提升,实现真正意义上现代农

村民主的政治要求。
与此同时,在多元化治理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充

分挖掘与利用农村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产生的协调

与重构的社会效应,通过降低组织在登记注册、管理

等环节的门槛与成本为农村社会组织社会功能的充

分发挥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农村社会组织立足于

服务农民,在推动农民产生集体行动的基础上,逐渐

成为政府管理体制变革过程中的重要补充力量。在

未来农村社会治理的格局中,政府一级的主导性力

量依然十分重要,在政府引导、扶持与监督的作用

下,鼓励不同类型的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展,形成政

府、村民自治组织以及农村社会组织等多元化组织

相互协调、共同努力,提升农村公共事务服务的效率

和质量,形成良性社会治理关系格局。

暋暋五、结暋语

从甘肃省Z县 X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运作的

个案分析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农村社会组织适应了

现代农村社会自治的趋势,在处理政府、市场与农民

利益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协调中介的社会功能。它

的成熟与完善对于农村社会自治力量的发展壮大具

有深远影响。在政府不断引导的条件下,形成政府、
村民自治组织与农村社会组织等不同治理主体间协

调配合是未来农村社会治理格局发展的理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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