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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天花板、晋升欲望与村干部
马基雅维利主义

谢　琳,钟文晶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４２)

摘　要　由于被排除在政府科层组织之外,中国的村干部普遍存在晋升天花板问题.
基于村干部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晋升欲望与控制欲正相关;晋升天花板导致不道

德操纵,且晋升欲望加强了晋升天花板与不道德操纵之间的这种关系;虽然晋升欲望与不道

德操纵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当村干部遇到晋升天花板问题时,晋升欲望就会与不道德操纵

正相关.这个结果表明,缺乏上升通道是导致村干部的不道德操纵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
此有必要在“国家—个体—社会”分析范式基础上将职业生涯问题引入对乡村精英的行为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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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实施者,村干部处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重要地位.然而在实

践中,部分村干部迷恋于金钱、地位,甚至不择手段地追逐个人利益.近年来,村干部欺上瞒下、玩忽

职守,甚至是贪污腐败的现象频频出现.中纪委网站在２０１７年３月９日曝光了６８起“侵害群众利益

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案例,其中涉及村干部的达３９起,占总数的５７．３５３％① ,已经到了触目惊心

的地步.追求金钱、地位,不择手段地达到个人目的的行为充分体现了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

主义得名于意大利著名政治家马基雅维利(NiccolòdiBernardodeiMachiavelli,１４６９－１５２７),在其

著作«君主论»中,他认为君主可以不受道德规范的束缚、不择手段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后,马基雅

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被用于描述管理与领导过程中的黑暗人格,在心理和行为上一般表现为

“冷酷无情、擅长操纵、阴谋算计、实用主义、注重结果和忽视道德”[１].
研究表明,作为一种黑暗人格,马基雅维利主义会导致反生产行为、更低的工作质量[２],以及更低

的工作满意度[３],并有可能导致村干部的非合意行为.很显然,村干部马基雅维利主义行为有可能会

激起民怨,危害到基层稳定,因此,探讨村干部产生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原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建立健

全村干部监督管理制度,完善基层治理机制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对于导致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原因,现有研究表明,个体在遇到晋升瓶颈时,马基雅维利主义更

强[４].同时,一个具有强烈进取心的人往往意味着更强的马基雅维利主义[５].这意味着,当一个有着

较强晋升欲望的个体在发现自己难以晋升时,就有可能表现出更为强烈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行为.在

中国,自清末以来的国家政权下沉使行政村被纳入国家行政体系,成为“准”行政机构[６].因此,摆在

村干部面前的,应有一条层级清楚的上升通道.然而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尤其是实施村民自治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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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农业税以来,虽然许多优秀的村干部对晋升乡镇一级干部有着较多的期待,但是,晋升的可能性变

得极端低下[７Ｇ８].也就是说,现有体制导致了村干部普遍的晋升天花板问题.遇到晋升天花板并不能

说明村干部有更低的晋升欲望.事实上,许多村干部在面临晋升天花板时,主观上仍然具有强烈的晋

升欲望.因此,中国村干部所表现出来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由其感知到的晋升天花板和

其自身的晋升欲望所决定.基于此,本研究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村干部调查问卷数据,对以下

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一,村干部的晋升天花板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关系如何? 第二,村干部的晋

升欲望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关系如何? 第三,晋升天花板和晋升欲望的交互效应与马基雅维利主义

的关系如何,即当一个晋升欲望强烈的村干部在遇到晋升天花板时,其马基雅维利主义如何?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框架

　　对于村干部的研究,应追溯至马克思韦伯对于中国乡绅的讨论.马克思韦伯构建了中国农

村精英的“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指出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个自治体,政府承认乡绅在自治体里

面的代表地位,只有在事关国家利益时,政府才会插手乡村社会[９].不过,虽然乡绅在许多时候起到

了保护基层农民利益的作用,但随着国家权力不断深入农村,地方利益逐渐被国家利益压倒,尤其是

保甲制的推行,使得绅权最终成为国家权力的附庸,形成了“官绅勾结”的局面.国家权力为假乡绅之

手汲取资源,会尊重乡绅的利益,因此乡绅利益与农民利益得以分开[１０].进一步地,虽然民国时期的

保甲制属于自治范畴,但传统的乡绅不屑于担任保长,因为保长实际上已经成为完成国家任务的工

具,并在国家与社会的夹缝中成为牺牲品[１１].杜赞奇提出“国家经纪”的概念,认为从清末开始的国

家政权建设使乡村中的“保护性经纪”被“营利性经纪”所替代,而作为“营利性经纪”的村主任在追求

自身利益的同时,同样处于国家和社会“两面受气”的尴尬境地[１２].
当代关于乡村精英的研究大都从角色入手,仍然遵循着“国家—社会”分析范式[１３].不过,随着

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迁,村干部又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现实中,村干部往往是欲当好国家

代理人而不能,欲当好村庄代理人又缺乏基础,被国家与社会“双重边缘化”.一个精明的村干部,必
须擅长“踩钢丝”和“摆平衡”的权力游戏[１４].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研究更加强调村干部

的个人意识与个人利益,“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演化成“国家—个体—社会”分析范式.在夹杂了个

人利益后,村干部的行为将更为复杂[１５].村干部往往工于心计、处事圆滑,善于在政府和农民面前不

断变换脸谱,以实现自身利益[１６].正因为担任村干部可以带来个人利益,早在村庄选举的时候,贿选

就普遍存在了[１７].村干部选举期间,候选人之间的政治操纵则完全地体现了马基雅维利主义[１８].

Christie等最先提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构念,并开发出了马基雅维利主义量表(MachＧIV量表),
用于测量团体领导者如何操纵下属,以达到自己的目的[１９].MachＧIV量表被广泛用于马基雅维利主

义的测量,但是,该量表仍然存在可靠性不足、维度单一和可选择题项不够等问题,所以研究者又开发

了新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量表,并命名为 MPS量表.MPS量表将马基雅维利主义分为４个维度:第
一,不信任,即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自身存在一种消极的暗示,对他人的动机与意图带有一种消极的

看法;第二,控制欲,即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人际交往中会尽量减少他人的影响,并使自己处于支配

地位;第三,地位欲望,即成功实现外部性目标的欲望;第四,不道德操纵,即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无视

道德标准,并通过牺牲他人利益来为自己牟利[５].
马基雅维利主义与组织中领导、机会主义行为、背叛、窃取、对决策的影响力、工作满意度、职业选

择以及帮助行为都存在相关关系[５].其中,大量研究均得出马基雅维利主义与工作满意度负相关的

结论[３,２０Ｇ２２].同时,大量研究也发现晋升天花板对工作满意度有负面影响,并主要从职业高原的角度

进行讨论.从理论上来看,职业高原是指“个体职业生涯处于晋升无望的状态”[２３].从该定义来看,
初期的职业高原实际上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晋升天花板.当认识到其越来越难以晋升时,个体将面临

越来越大的压力.实证研究也表明,由于激励不足的原因,晋升天花板会带来更低的工作数量,更差

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态度[２４].当来自于职业高原的压力超过容忍度时,个体将增加某种行为以减少这

些压力.追求金钱、地位可能成为这类替代性行为,以获取心理补偿.基于美国银行家调查数据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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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研究显示,晋升天花板与马基雅维利主义正相关[４].
虽然中国的村干部事实上被卷入国家的科层体制,但由于特殊的体制,村干部晋升到乡镇干部的

可能性极端低下,面临严重的晋升天花板问题[８,１６].每个人对于晋升天花板的感知是不同的,个体一

旦感知到晋升天花板问题,他的工作态度、行为和满意度将受到影响[２５Ｇ２６].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断出,
面临晋升天花板的村干部存在更为显著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行为.此外,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更倾向

于拥有金钱、权力,也更喜欢竞争,而不是社区建设和家庭关爱[２７].进取心与马基雅维利主义正相

关,高马基雅维利主义伴随着更多的欲望,更喜欢控制别人.那么,有更强晋升欲望的村干部的马基

雅维利主义也将更强,而且,当一个具有强烈晋升欲望的人面临晋升天花板时,他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行为也将更为显著.
本研究的研究框架如图１所示.首先,讨论村干部面临的晋升天花板与马基雅维利主义之间的

关系;其次,讨论村干部的晋升欲望与马基雅维利主义之间的关系;最后,讨论晋升天花板与晋升欲望

之间的交互效应,即研究晋升欲望更强的村干部在面临晋升天花板时,其马基雅维利主义会不会

更强.

图１　研究框架

　　二 、研究设计

　　１．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问卷测量题项如表１所示,主要分为以下２个部分.
第１部分:用“A１不远的未来我希望能够晋升到更高一级”和“A２我期望未来频频被提升”等２个

题项来测量村干部的晋升欲望,并参考 Allen[２８]编制村干部晋升天花板认知问卷,题项包括“A３我晋

升的可能性是有限的”、“A４我已经到了一个晋升无望的位置”、“A５我不可能获得更高的职务了”、
“A６我的晋升机会受限”.本研究将两部分的测量题项合并为村干部对于其晋升认知的调查量表,总
计６道题,选择李克特５分量表进行测量.

第２部分:参考Dahling等[５]的研究,从不信任、控制欲、地位欲望和不道德操纵等方面编制村干

部马基雅维利主义问卷.本问卷同样选择李克特５分量表进行测量,总计１６道题,分别为“B１如果

某件不道德的事情有利于我成功,我也愿意去做”、“B２如果有人对我的目标有威胁,我就会阻止他们

的行动”、“B３如果被抓住的概率很低,我会作弊”、“B４我认为撒谎对保持竞争优势很有必要”、“B５与

别人交流的唯一好处是获得对我有利的信息”、“B６我喜欢在与别人交往中发号施令”、“B７我喜欢能

够掌控局势”、“B８我喜欢能够操控其他人”、“B９地位是人生成功的标志”、“B１０积累财富对我来说是

一个重要的目标”、“B１１我想要有一天变得富有强大”、“B１２人只会为一己私利才愿意做事”、“B１３我不

愿对村民做出承诺是因为我不信任他们”、“B１４村民总是以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以获得成功”、“B１５如

果我在工作中暴露出缺陷,村民就会利用这个缺陷”和“B１６其他人总是想方设法来利用我”,其中

B１－B５测量的是“不道德操纵”,B６－B８测量的是“控制欲”,B９－B１１测量的是地位欲望,B１２－B１６测

量的是“不信任”.
本研究利用２０１５年广西省百色市村干部在华南农业大学参加轮训的机会,向培训学员派发调查

问卷.本次培训的学员均是百色市各个行政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任,在所在村具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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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羊”地位,其心理和行为特征具有典型性.为了提高答卷质量,在调查过程中,由调查者在讲台上宣

读并解释每个题项的意思,再由村干部在座位上独立完成答卷.本次调查总计发放问卷１１８份,回收

８５份,回收率７２％.在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获得７５份有效问卷.一般来说,变量的个数和样本量的

比例达到１∶１０,则样本量已经可以符合实证研究的要求.本研究回归分析所涉及的解释变量仅有

晋升天花板和晋升欲望,所以该样本量是符合线性回归要求的.此外,为最大限度地利用所获数据,
在分析前,有效问卷中的缺失值用平均值进行替代.

２．描述性统计

各题项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２个晋升欲望的题项的均值均超过了３,说明总体来说,被调

查对象拥有较强的晋升欲望,这与村干部作为乡村精英这一身份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对于晋升天

花板,４个题项的均值处于中等水平,说明村干部对晋升天花板的感知一般.此外,马基雅维利主义

各个测量题项的均值相对较低,说明村干部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意识较低.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诸如

B１０和B１１等测量村干部地位欲望的题项均值较高,说明了村干部的“自利人”角色———他们是农村中

有着较强企图心的“企业家”.
表１　问卷题项与描述性统计 N＝７５

变量 测量题项 平均值 标准差

晋升欲望
A１不远的未来我希望能够晋升到更高一级 ３．３４７ １．５７８

A２我期望未来频频被提升 ３．２６４ １．５３３

晋升天花板

A３我晋升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３．０９７ １．６７０

A４我已经到了一个晋升无望的位置 ２．７７０ １．６３２

A５我不可能获得更高的职务了 ２．８７５ １．７００

A６我的晋升机会受限 ３．２１７ １．５５８

马基雅维利主义

B１如果某件不道德的事情有利于我成功,我也愿意去做 １．８０８ １．４５８

B２如果有人对我的目标有威胁,我就会阻止他们的行动 ３．１６４ １．６６０

B３如果被抓住的概率很低,我会作弊 １．４７２ １．０１３

B４我认为撒谎对保持竞争优势很有必要 １．５８３ １．１７１

B５与别人交流的唯一好处是获得对我有利的信息 ３．３５６ １．７４３

B６我喜欢在与别人交往中发号施令 １．９１７ １．３２３

B７我喜欢能够掌控局势 ２．８８９ １．５９９

B８我喜欢能够操控其他人 １．９１５ １．２８１

B９地位是人生成功的标志 ２．３０４ １．４５５

B１０积累财富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目标 ３．４２５ １．５７６

B１１我想要有一天变得富有强大 ３．３８６ １．５９６

B１２人只会为一己私利才愿意做事 １．８１４ １．２７７

B１３我不愿对村民做出承诺是因为我不信任他们 １．７２９ １．３３５

B１４村民总是以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以获得成功 ２．０５９ １．４４１

B１５如果我在工作中暴露出缺陷,村民就会利用这个缺陷 ２．５７７ １．５３９

B１６其他人总是想方设法来利用我 ２．０７２ １．３３９

　　３．数据质量分析

在应用测量量表进行实证性研究前,一般需要对研究的效度和信度进行检验,只有达到信度和效

度要求的实证研究,其结果才具有可靠性和代表性,因此本研究首先对晋升认知和马基雅维利主义量

表进行了效度和信度检验.
晋升认知量表共有６个题项.因子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在效度指标方面,KMO 值为０．６８９,

Bartlett球形度检验显著(B＝８９．７８１,P＜０．０１),解释的总方差达到６４．００５％.KMO 值０．６以上的

等级为“普通的”,说明结果可接受[２９],即晋升认知量表可以进行因子分析.一般认为,Conbach’sa

在０．７０以上即可以认为因子分析的信度可以接受[３０].信度检验结果表明,晋升认知的Cronba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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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晋升认知的因子分析结果

题项
成份

１ ２
A１不远的未来我希望能够晋升到更

高一级
０．７２１

A２我期望未来频频被提升 ０．８２２
A３我晋升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０．７７０
A４我已经到了一个晋升无望的位置 ０．７７７
A５我不可能获得更高的职务了 ０．８８２
A６我的晋升机会受限 ０．６２５
KMO ０．６８９
Bartlett球形度检验 ８９．７８１∗∗∗

解释的总方差 ６４．００５％
Conbach’sa ０．７０９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因 子 旋 转 方 法 为 最 大 方 差 法;
∗∗∗P＜０．０１;N＝７５.

a为０．７０９,说明晋升认知量表的信度可接受.因子分

析结果显示,可以从６个题项中提取２个因子,其一为

晋升欲望,其二为晋升天花板.
马基雅维利主义量表共有１６个题项.在进行效度

分析和信度分析时,发现部分题项的因子载荷和校正项

目总分相关系数过低,因此删除了这些指标.最后,我
们获得包括B３、B４、B６、B７、B８、B１０、B１１、B１２、B１３、B１４、

B１６等１１个题项在内的测量题项.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３所示:KMO 值为 ０．７２０,Bartlett球形度检验显著

(B＝３３２．５６９,P＜０．０１),解释的总方差为７３．５２６％,说
明马基雅维利主义量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进一步地,
我们进行了信度检验,数据表明马基雅维利主义量表的

总Cronbach’sa为０．８２５,说明马基雅维利主义量表信

度极好.因子分析最终提取了４个因子,按照所提取成分的顺序分别为不信任、控制欲、地位欲望和

不道德操纵.
表３　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因子分析结果

题项
成份

１ ２ ３ ４
B１３我不愿对村民做出承诺是因为我不信任他们 ０．８０３
B１４村民总是以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以获得成功 ０．７８０
B１２人只会为一己私利才愿意做事 ０．７１７
B１６其他人总是想方设法来利用我 ０．６４３
B８我喜欢能够操控其他人 ０．８０４
B６我喜欢在与别人交往中发号施令 ０．６９３
B７我喜欢能够掌控局势 ０．６８５
B１１我想要有一天变得富有强大 ０．９１４
B１０积累财富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目标 ０．８４２
B４我认为撒谎对保持竞争优势很有必要 ０．８８２
B３如果被抓住的概率很低,我会作弊 ０．８８０
KMO ０．７２０
Bartlett球形度检验 ３３２．５６９∗∗∗

解释的总方差 ７３．５２６％
Cronbach’sa ０．８２５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份,因子旋转方法为最大方差法;∗∗∗P＜０．０１;N＝７５.

　　三、回归分析

　　本研究主要检验村干部的晋升天花板、晋升欲望与马基雅维利主义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讨论晋

升天花板与晋升欲望的交互效应.如表４所示,本研究共构建了８个回归模型,其中模型(１)检验的

是晋升天花板、晋升欲望２个变量与不信任之间的关系,而模型(２)则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加上晋升天

花板与晋升欲望的交互项,以检验交互效应.与模型(１)和模型(２)所要达到的目的相似,模型(３)—
模型(８)分别检验的是晋升天花板、晋升欲望２个变量及其交互项与控制欲、地位欲望、不道德操纵等

其他３个马基雅维利主义因子之间的关系.
模型(１)的回归结果显示,晋升天花板和晋升欲望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β＝－０．０１８,P＞０．１;β＝

０．１３７,P＞０．１),说明晋升天花板、晋升欲望均与不信任无显著相关关系.模型(２)的回归结果显示,
晋升天花板和晋升欲望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不显著(β＝０．０６２,P＞０．１),说明晋升天花板与晋升欲望之

间不存在交互效应.模型(３)的回归结果显示,晋升天花板的回归系数不显著(β＝－０．１１７,P＞０．１),
而晋升欲望的回归系数显著(β＝０．２５７,P＜０．０５),说明晋升天花板与控制欲不相关,但晋升欲望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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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欲正相关.模型(４)中晋升天花板和晋升欲望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不显著(β＝０．０６９,P＞０．１),说明

晋升天花板与晋升欲望之间不存在交互效应.模型(５)的回归结果显示,晋升天花板和晋升欲望的回

归系数均不显著(β＝－０．０８２,P＞０．１;β＝－０．０８９,P＞０．１),说明晋升天花板、晋升欲望均与地位欲

望无显著相关关系.模型(６)的回归结果显示,晋升天花板和晋升欲望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不显著(β＝
０．１３３,P＞０．１),说明晋升天花板与晋升欲望之间也不存在交互效应.模型(７)的回归结果显示,晋
升天花板的回归系数显著(β＝０．３３１,P＜０．０１),而晋升欲望的回归系数不显著(β＝０．０５３,P＞０．１),
说明晋升天花板与不道德操纵正相关,但晋升欲望与不道德操纵不相关.模型(８)中晋升天花板和晋

升欲望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β＝０．２７３,P＜０．０１),说明晋升天花板与晋升欲望之间存在显著的交

互效应.
表４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不信任

(１) (２)
控制欲

(３) (４)
地位欲望

(５) (６)
不道德操纵

(７) (８)

常数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０) (０．１０５)

晋升天花板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２ －０．１１７ －０．１１１ －０．０８２ －０．０７０ ０．３３１∗∗∗ ０．３５６∗∗∗

(０．１１７) (０．１１８)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７) (０．１１７) (０．１１１) (０．１０６)

晋升欲望
０．１３７ ０．１３４ ０．２５７∗∗ ０．２５４∗∗ －０．０８９ －０．０９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２
(０．１１７) (０．１１７)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７) (０．１１７) (０．１１１) (０．１０６)

晋升天花板×
晋升欲望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９ ０．１３３ ０．２７３∗∗∗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５) (０．０９６)

F ０．６９７ ０．５７５ ３．１１８∗∗ ２．２１３∗ ０．５３７ ０．８９４ ４．５４９∗∗ ６．０４２∗∗∗

DF — ０．３４５ — ０．４５１ — １．５９９ — ８．１２６∗∗∗

R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６ ０．１１２ ０．２０３
DR２ — ０．００５ — ０．００６ — ０．０２２ — ０．０９１∗∗∗

　注:系数下面括号里面为标准误;∗P＜０．１,∗∗P＜０．０５,∗∗∗P＜０．０１;N＝７５.

　　总的来说:一方面,晋升天花板、晋升欲望两者与不信任、地位欲望之间均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晋升天花板与不道德操纵正相关,晋升欲望与控制欲正相关,且晋升天花板与晋升欲望的

交互项与不道德操纵正相关.为了更直观地考察晋升天花板、晋升欲望与马基雅维利主义之间的关

系,本研究给出了变量的关系图,其中图２Ｇ１显示的是晋升欲望与控制欲的关系;图２Ｇ２显示的是晋

升天花板与不道德操纵之间的关系,以及晋升欲望的交互作用;图２Ｇ３显示的是晋升欲望与不道德操

纵之间的关系,以及晋升天花板的交互作用.图２Ｇ１表明,晋升欲望与控制欲之间的关系呈一条向右

上方的直线,即晋升欲望越强的村干部,其控制欲也越强;图２Ｇ２表明,总体来看,晋升天花板与不道

德操纵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向右上方的直线表达,即晋升天花板越强的村干部,其不道德操纵意识也越

强.此外,当村干部的晋升欲望较低时,晋升天花板与不道德操纵之间的直线斜率较小,但当村干部

的晋升欲望提高后,直线的斜率变大,即晋升欲望加强了晋升天花板与不道德操纵之间的正相关关

系.图２Ｇ３表明,当村干部感知到的晋升天花板问题较低的时候,晋升欲望与不道德操纵之间的关

图２　变量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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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呈一条水平的直线,即晋升欲望的强度与不道德操纵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然而,当村干部感知

到的晋升天花板问题较高时,晋升欲望与不道德操纵之间的关系呈一条向上的直线,即晋升欲望越强

的村干部,其不道德操纵也越严重.

　　四、结论与讨论

　　作为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实施者,村干部的认知与行为对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有着极为重

要的影响.本研究基于广西百色市村干部问卷调查数据,将村干部的晋升天花板和晋升欲望引入村

干部的行为研究,得出了三个有意义的结论:第一,晋升欲望与控制欲正相关;第二,晋升天花板与不

道德操纵正相关,且当村干部有较高的晋升欲望时,晋升天花板与不道德操纵的正相关性会加强;第
三,虽然总体来看,晋升欲望与不道德操纵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当村干部遇到较高的晋升天

花板时,晋升欲望就与不道德操纵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晋升天花板导致村干部的不道德操纵行

为,而晋升欲望又使得这种影响被放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则当具有强烈晋升欲望的村干部遇到

晋升天花板问题时,他们将倾向于表现出更多的不道德操纵行为.
作为农村中的“高权力者”和“制度企业家”,村干部拥有损害村民利益以获取个人利益的能力.

在存在不道德操纵的情况下,村干部会撒谎与作弊,滥用权力,最终影响到农村的稳定大局.作为乡

村精英,村干部具有强烈的晋升欲望,意味着他们有努力向上的雄心,这对发展农村经济和提高农民

生活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村干部的晋升天花板问题.虽然政府在不断拓展

村干部的晋升空间,如在国家公务员考试中增加了需要“基层工作经历”资格的职位比例,但这些职位

主要面向大学生村官,而一般的村干部通过考试的可能性非常低.更为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乡村自治组织,意味着虽然村干部作为国家的代理人实际已

经被卷入国家科层体系,必须完成科层体系分配的任务,但法律却将村干部排除在国家科层体系之

外,使得他们不能在科层体系内实现晋升和职业野心,其结果是导致了村干部更多的不道德操纵,以
实现心理补偿.因此,本研究的实践价值在于:指出现有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导致的晋升天花板问题,
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国家—社会”范式奠定了中国乡村精英行为分析的基础,而“国家—个体—社会”范式则将个人

利益引入到分析范式中去.两种分析范式均注意到了村干部在国家行政体系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尴尬

地位,但两者均未考虑到希望进入国家科层体系的乡村精英在面临进入障碍时,其行为会发生何种变

化.本研究将村干部的晋升天花板和晋升欲望引入村干部的行为分析中,可以认为是“国家—个体—
社会”分析范式的应用与拓展,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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