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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深入乡土社会的“事件”,精准扶贫触发了国家政权和乡土社会之间的分

歧.在数字化治理技术与乡土生活模糊性之间、国家正式权力与农村内生秩序之间、“区分

逻辑”与乡土社会“平均主义”之间,两者存在明显差异.面对分歧,农村基层在精准扶贫过

程中采取“村民评议”制度形成“接点治理”格局.研究发现,村民评议形成的接点治理主要

包括以下治理机制:以熟人社会构成治理的信息机制,以多元主体参与构成治理的权威机

制,以协商讨论构成治理的合法化机制.这一制度创造了新型制度场域和治理接点,有利于

实现国家政权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融合.推进对湘西B村“村民评议”的个案分析,发掘其中

的治理机制,完善其中存在的不足,实现从接点分离到接点融合,推进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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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乡土性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对此学者已经提出了很多具有启

发意义的分析概念.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这个具有“开放演化、耦合作用和适应性的复杂网络系统”
当中[１],国家政权如何与农村基层进行有效沟通交流,不同主体之间如何通过良性互动实现良好治

理,就成为当前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精准扶贫和以往扶贫工作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在于“精准”,包含以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

为核心的扶贫措施.而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分析,要点在于其中蕴含的现代治理技术,包括充分的信息

获取、理性化的政策制定、科层化的制度权威.但实践表明,这种现代性和乡土性之间存在较为明显

的冲突,在精准识别阶段出现选择平衡和瞄准偏离,在精准帮扶阶段出现“逼民致富”、村民参与不足,
在精准管理环节又出现由于权责不匹配而带来的管理僵化问题[２].可以说精准扶贫作为一次“事
件”,在农村的开展触发乃至放大了各方的行为逻辑差异.精准扶贫所体现的社会精准治理模式与传

统农村粗放式、“大而全”的社会治理结构之间的龃龉[３],现代性的治理技术与模糊性的乡土逻辑之间

的偏差,精准扶贫所立基的“区分的逻辑”与农民道义经济学所秉持的平均主义逻辑之间的矛盾,国家

正式权力所体现的外来秩序与农村内生秩序之间的冲突,必然会在这个事件当中体现出来.
对于不同主体以及不同行动逻辑之间的冲突,单纯以一方挤压另一方并不会出现善治的结果.

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搭建不同主体沟通交流的“接点”,使得不同主体能够在制度化的“场域”内进行

协商,为不同的行为逻辑寻找能够协调沟通的机制,通过“接点治理”方式实现多元共治的“耦合治理

结构”[４].那么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基层政权组织、基层自治组织以及农民群体如何进行沟通协调,如
何处理不同利益、行为逻辑之间的差异,如何构建“接点”就具有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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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通过对湘西B村“村民评议”制度的考察,发掘出“接点治理”的具体机制,为实现基层治理现代

化提供参考借鉴.

　　一、“精准”与“乡土”的遭遇

　　调研田野B村位于湖南省西北部,２０１３年由３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全村共有３５８户１３２０人,划
分为２４个村民小组,自然村与自然村之间比较疏离,而同一小组的村民之间相互较为熟悉.该村所

处的县现在依然是国家级贫困县,全村尚有建档立卡贫困户６８户２０３人,贫困发生率为１５．４％.

２０１４年B村开始贫困户识别,之后陆续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根据湖南省及县乡扶贫计划,B村要在

２０１９年末实现全面脱贫摘帽.２０１７年３－４月,笔者跟随调研团队和市扶贫工作组到B村针对村民

评议开展实地调研.资料主要来源于访谈以及村干部提供的材料.

１．识别:精准与乡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精准扶贫的第一个程序在于精准识别,“精准识别出贫困人口是精准扶贫战略的首要任务”[５].
从理论上讲,精准识别要求充分了解村民日常收入和经济情况,而精准与乡土之间所遭遇的第一个问

题就在于精准识别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农村日常生产生活中,经济数字具有模糊性的

特点,无法完全满足“精准”的要求.换言之,在精准识别和乡土生活模糊性之间缺少衔接机制,无法

实现两种状态之间的协调.
目前,我国贫困人口的确定是统计部门根据抽样测算,然后再按照从上到下分发指标的方式进行

分配,由省划定指标,按照人口比例逐级分派到市县、乡镇、村组.到了基层实践过程中,贫困户的识

别采取的是综合判断的方式,乡镇干部和扶贫组“一手拿指标、一手拿标准”,根据年人均纯收入、劳动

能力、综合考虑住房、教育、健康等情况进行识别.为了有可以凭借的“硬指标”,县政府还给村干部提

出了明确指示,凡是家里有汽车、商品房、吃国家财政饭(包括拿财政补贴的村干部)等人员一律都不

能参加评选.但是实践中对此依然不好进行准确把握:“这些外在的东西好把握,我知道你家里有小

车,几层楼,我也知道谁家有吃财政饭的.但是人均收入很模糊,搞不清.你看他有好多钱,但是他说

我欠一屁股账.这个国家是有严格的标准,一年好多收入的标准,但是你不知道他有多少钱,你搞不

清.”(访谈B村村干部,编号:２０１７０３１８SZS)“上面的标准很清晰,下面的实际收入搞不清”就成为扶

贫工作人员最切身的体会.事实上这其中存在两种生活境况的冲突.如果从政策制定角度上讲,精
准识别的有效实现以现代性的治理技术为基础,要求建立起完备的个人信息系统和财务会计制度,通
过现代资产收入审核方式对村民的人均收入进行有效测算.这一要求在“吃财政饭”、“拿工资”的正

式工作人员那里可以做到,列出银行流水就能结算清楚人均收入的具体数字.而农民的生产大多数

是不确定的,即使是农产品收入也只能按照平均产量和相对稳定的价格进行大致的估算,更何况还有

一些种菜卖菜、打零工这种更模糊的收入形式.两者之间的差异直接影响了精准识别的开展.

２．管理:外来权威与内生权威的冲突

精准扶贫的主线是国家正式权力从省市到县乡再到村组的逐步深入,科层制、专业化、部门化是

权力运作的基本逻辑.现在农村扶贫项目与资金管理涉及财政、发改委、民委、农业、林业、交通等不

同部门,典型特点是多项投入、多头管理[６].这些力量依附于国家正式的官僚体制,代表自上而下的

权威.这种外来权威在行政绩效、目标管理的考核动力驱使下,“意图通过输入一些短平快的项目实

现贫困地区的快脱贫速致富”[７],所提供的扶贫项目带有明显的“发展”色彩,遵循市场逻辑,强调资金

投入、风险收益计算.而事实上乡土逻辑无法完全对接外来秩序的这两种逻辑.面对多头管理方式,
农村缺少专门的组织进行对接、管理和监督,很容易产生“对不上茬口”的感觉.而对于游离于现代办

公制度之外的农民,更是难以理解这种新型的管理方式,不知如何申请资金和项目,出了问题也不知

道该去找哪个部门处理.正如B村第一书记所说:“村民分不清哪些部门,他们都不知道去找哪儿申

请,每 次 去 镇 上 办 事 我 都 一 块 去,不 然 他 们 都 找 不 到 门.”(访 谈 B 村 第 一 书 记,访 谈 编 号:

２０１７０３２６CN)农民在“生存伦理”的指引下,更倾向于稳定、安全的生产、生活方式,一些资本化、发展

型的扶贫项目存在很大的市场风险,农民无法掌控市场波动,会产生明显的不安全感,也就会对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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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表现出不信任、不热情、不主动的态度.而且在以往的扶贫实践中的确出现过很多政府盲目决

策,误导农民的事件.由于政府主导而产生的很多问题使得农民对扶贫的信任度比较低,“政府扶持

啥你就不干啥”成了农民的反向行为逻辑.当农民无法与专业化的项目管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有效

对话,无法有效运作具备商业风险的扶贫项目,国家正式权力就会因为缺少两者之间的“接点”而出现

双重困境,既无法完成正式的任务,也无法获得村民的认可.

３．帮扶:“区分”与平均之间的矛盾

精准扶贫与乡土之间遭遇的第三个冲突在于精准帮扶过程中所体现的“区分性”与乡土秉持的平

均主义之间的矛盾.从现代性的角度讲,理性主义崛起之后,“分类法”成为公共治理的主要思维方

式.公共政策科学性的前提也就体现在具备明显的区分度,在不同政策对象中间做出差别化对待.
精准帮扶的前提假设即是这种区分的逻辑,假设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是泾渭分明的,国家帮扶政策

需要准确地落在贫困户上面,如果搞平均主义反而丧失了精准的初衷.但是在当前农村社会,无论是

在客观事实上还是在主观价值选择上,与这种差异化处理的逻辑都存在冲突.从客观现实层面讲,当
前农村社会还是处于相对均质的状态,特别是在一些比较贫困的地区,不同家庭尽管存在一定的差

异,但都不是特别富裕,不同家庭之间的劳动力、人均收入、生活水平相差并不悬殊,特别是处在贫困

线上下的农户相差不大.正如B村第一书记所说:“我们村选６８个贫困户,这６８个是很贫困的,就把

６８个列入了贫困户,但是不代表另一家不贫困啊,第６９个和６８名差别很大吗? 没有啊.但是你只

能在他们之间划开.”(访谈B村第一书记,访谈编号:２０１７０３２６CN)现代性的政策逻辑会将区分看成

是政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而在农民平均主义思路下,这就是“不公平”的表现,未被评上贫困户的村

民就会认为政策对自己不公平,觉得自己“吃了亏”,希望被列入贫困户名单.当诉求无法得到有效满

足,对于分配结果又不认可,农民就会到村部、乡镇政府去上访,软磨硬泡或大吵大闹,甚至出现在乡

政府办公室相互比穷的尴尬场面.面对这种冲突,精准扶贫就需要通过“接点治理”的方式建构“合法

化机制”,让农民感觉到程序公平和实质公平,接受并认可利益分配的结果.

　　二、作为“接点”的村民评议及其治理机制

　　从本质层面上讲,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根源于多重主体及多重行动逻辑在政治层面缺少有效的

“接点”,多重原则之间的矛盾难以平衡.为应对困境,就需要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通过制度设计,实现

国家权力和乡土秩序之间的有效对接,保证精准扶贫在乡土社会当中真正落地.B村在进行精准扶

贫的过程之中采用的村民评议方式,为多重主体平衡利益冲突、协调行为逻辑、解决精准扶贫过程中

的治理难题提供了“接点”,在评议过程中通过多元沟通实现程序和实质正义,有利于达到精准扶贫的

预期目的.

１．村民评议的适用与程序

村民评议并不单纯是一次会议,而是一项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贯穿始终的制度.在识别贫困户、建
档立卡、确定项目发放以及进行“回头看”(“回头看”是指对确定的贫困户进行再次审核,检查是否符

合贫困户标准,经过扶贫政策是否已经脱贫)等程序中均需要纳入村民评议的程序.以“回头看”为
例,评议环节包括三大步骤:一是评议之前的信息获取,包括扶贫工作队、结对帮扶责任人走访所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进行详细情况的摸底,然后工作队组织村干部召开会议,了解全村基本情况;二是组织

村干部、小组组长、党员和村民进行逐户评议,乡镇分管领导和工作队主持会议并进行监督,根据不同

的评议结果开展相应的后续工作,对于没有争议的,形成确定性结果,对于有争议的发回村民小组层

面,由各个小组组长召开小组内户主会议,进行户主再评议;三是评议结束后由乡镇党政领导班子进

行审核,公布最终结果和监督举报电话,接受群众监督(见图１).
在具体评议程序当中也形成了相对确定的评议方式.第一是由乡镇分管领导宣读政策文件,对

评议的内容和方式进行简要介绍;第二是由村支书介绍基本情况,并主持评议的过程;第三是由村民

小组组长介绍本小组成员的具体情况;第四是由参与评议的人员发表意见;第五是在充分发表意见之

后进行表决.对于支持意见较为一致的予以通过,对于反对意见较为一致的予以否决,而对于存在模

０１１



第３期 徐明强 等:接点治理:论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村民评议”———对湘西B村的个案研究 　

糊意见的则进行第二轮评议,如果经过两轮评议仍然无法获得统一意见,则按照总体步骤,进入村民

小组再评议程序(见图２).

注:资料根据该乡镇«扶贫攻坚突出问题集中整改工作方案»整理.

图１　村民评议总体步骤

图２　村民评议步骤

　　从实践来看,B村村民评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在“回头看”检查中,增加了１１户新的贫困

户,删除了２４户不符合条件或已经脱贫的贫困户.而如果分析其中的运行机制能够发现,村民评议

之所以能够形成“接点”,得到良好的运行,主要有三方面的机制,一是以熟人社会构成治理的信息机

制,二是以多元主体参与构成治理的权威机制,三是以协商讨论构成治理的合法化机制.

２．熟人社会:村民评议的信息机制

精准扶贫在乡土社会当中遭遇的第一个困境就在于农民生活的模糊性和精准扶贫的数字化治理

技术之间的冲突,农村家庭收入无法进行清晰的货币化、数字化,行政权力无法准确获知农民实际生

活状态.作为外来权威的“扶贫工作组”,尽管能通过“访村入户”深入农民家中,但也只能获得农民生

活状况的粗略信息,无法深入了解具体情况.加大行政力量的方式也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行政权力

和乡土性之间的矛盾,一是行政成本太高,二是如果用力过度,反而会出现“内卷化”的现象.解决这

个问题,可行的办法只能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通过村民评议的方式打破信息不对称.
村民评议在打破信息不对称方面主要有两个基本的功能:一是能够获得一定的印证性信息.尽

管无法准确获得某家的经济收入,但最起码的生活状况还是熟悉的.在家长里短中、在串门聊天中,
生活状况,家里是否有上学的学生、卧床的病人,这些情况还是能够有大概的了解.二是能够获得一

些排除性信息,排除掉一批明显不符合条件的人.谁家在外面有生意、在城里有商品房,家里有小汽

车、日常消费比较高,对此上级行政机关可能无法准确了解,但是对于居住在一起的农民来说还是比

较清楚的.在村民评议、协商讨论的过程中,这些日常性的信息就成为确定基本情况的主要来源,构
成确定贫困户、预脱贫户的根据.“一般说啊,谁家吃的好坏、老婆孩子穿的好坏,这些还看不出来呀?
我们心里多少还是有个数的,评议的时候稍微说一句,其他人也差不多就都知道了.”(访谈B村村民

小组组长,访谈编号:２０１７０３２１SHM)
当然,村民评议毕竟不是直接民主的方式,依然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即使是采取最广泛的村

民代表会议的形式,也只有７０多人参加,参会人数占全体村民人数的５％左右.为防止出现乡镇干

部和村干部违背政策,弄虚作假的情况,村民评议还设置了公示制度.评议结束后,村两委工作人员

需要将评议过程和最终决议形成文字稿向全体村民公布.“我们在各个小组都张贴,共计张贴２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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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部也张贴１份,就在门口的公告栏里,电脑里还留下了电子版.”(访谈 B 村支书,访谈编号:

２０１７０３２５DBB)如果村民对名单以及项目资金发放存在异议,可以向村委反映.
这种信息机制主要是由农村的熟人社会性质决定的.农村社会尽管是模糊的社会,但同时也是

公开的社会,私人生活的基本情况大概会被周围所熟悉.而且村里也刻意将评议的起点放在村民小

组一级,村民提出申请,第一步就是在村小组召开会议,由村民小组成员进行评议.同一组的村民多

数是生活在相近范围的群体,更了解本组成员的基本情况.在自下而上的评议过程中,尽管无法做到

绝对的清晰,某个家庭的具体生活收入无法列清楚,但是可以做到相对贫困的排列,某家是不是本小

组最困难的,会有大致可靠的判断.而且在乡土社会当中,只要信息公开,村干部和代表的行为就会

被曝光在村民的议论当中,熟人社会所看重的声望会约束他们的行为,也就从机制上防止了村干部上

下其手、庇护本族的问题出现.

３．多元主体:村民评议的权威机制

当前基层治理的主体在村层面上存在两个维度的延伸,一是纵向维度的延伸,从村小组开始经过

村一级到达乡镇.二是横向维度的延伸,即从中心到外围的延伸,包括村两委、村议事委员会、监督委

员会,以及村民代表大会.B村村民评议所凭借的主体也就在垂直和水平方向上进行调整.
从横向来看,小范围的村民评议主要依托村支两委进行,大范围的村民评议主要依托村支两委、

村民议事会、村民监督委员会“四位一体”进行.最大范围内的村民代表会议在“四位一体”的基础上

纳入村民小组组长、党员代表、村民代表.从纵向来看,村民评议以村民小组会议为起点,然后逐级提

升.例如在精准识别过程中,村民自己向村小组长提交申请,村小组长召开本组各家“主事人”开会,
筛选掉那些明显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小组根据上面的指标,包括人均收入、是否有房子车子这些指标

进行评议.你家有车有房的话,那就没法评.但有些是缺劳力呀,有的是缺技术呀,有些是因病返贫

之类的,这些就会由小组评出来然后交到村上.”(访谈 B村村干部,访谈编号:２０１７０３１８SZS)村民小

组开会以后,村民评议逐步提升到村民代表会议的层次.在确定参会人员时,B村要求实际开会时每

小组至少有２个人出席.B村２４个小组,每组最少２个人,计４８人,再加上村两委５人,议事委员会

和监督委员会２０人左右,村民代表大会有超过７０人参加(不同主体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而且镇

政府对村民代表大会非常重视,会派分管领导以及驻村干部参加(B村的分管领导是副镇长,驻村干

部是镇组织委员).分管领导和驻村干部不参与决议,但是分管副镇长主持会议,“他坐在上面中间位

置,宣读文件,传达上面的精神,控制整个程序怎么走,还要监督整个流程是否符合要求.”(访谈 B村

第一书记,访谈编号:２０１７０３２６CN)
在这个过程中,乡镇所代表的国家正式权力和村组干部所代表的乡土权力承担不同的职能,共同

构成村民评议的权威机制.一方面分管乡镇副职领导和驻村干部承担了正式权威提供者的职能.在

村民评议过程中,分管乡镇副职领导宣读文件、控制会议议程,使得评议过程形成了庄严感和正式感.
而且这些人带有正式权威性质,参与其中会给普通群众带来国家权力在场的感觉,最终决议也就更具

有说服力.而且由于乡镇领导地位相对超脱,能够承担监督者的角色,对乡土人情中存在的人情关系

构成一定程度的制约,正如乡镇干部所说,“乡镇分管片区的领导也会到村上去,他也亲自到场的,他

对情况比较了解,这种造假的情况一般也就不会出现了,也就不存在那种弄虚作假的可能.”(访谈镇

扶贫站主任,访谈编号:２０１７０３２３ZZR)甚至连村干部自己都会如此认为,“驻村干部和村支两委的一

起会公正些,要是只有村干部,那这亲戚啊、朋友啊、关系户,那就出各种情况.”(访谈B村支书,访谈

编号:２０１７０３２５DBB)另一方面村干部和其他农村精英承担了乡土权威的角色.在村庄治理过程中,
村干部和乡村精英是精准扶贫政策的最终执行者,是整个国家权力向村庄延伸的最后一环,也是最掌

握农村基本情况和信息的群体,以乡镇为代表的国家正式权力需要依靠村干部落实公共政策,如果离

开他们的配合,乡镇正式权力根本无法顺利开展精准识别、精准扶持、精准管理的任务.在村民评议

的过程中,尽管是乡镇干部控制议程,但是具体了解情况的依然是村干部,他们是评议的主体.村干

部和乡村精英同时还是群众利益的上传者,他们更了解群众的基本诉求和行为逻辑,在科层官僚和乡

土文化之间,村民需要由他们代为向上级反映自身的诉求.这些人一般都会成为小组评议的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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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成为参加村民代表会议的主要人选.

４．协商讨论:村民评议的合法化机制

如果站在村民的角度讲,精准扶贫是一次“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从制度设计层面来说,确定贫困

户、预脱贫户、扶贫资金发放等事项,就存在三种不同的决议机制:一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主导型,
由乡镇领导、村干部直接指定,这种行政化的方式可行性并不强,会出现权力寻租问题,而且也无法获

得群众的认可.二是选举的形式,由群众直接投票决定.这一点看似很民主,但是同样会出问题.按

照村干部的说法:“如果让他们自己投票选,那么最后的投票结果肯定会很分散、很乱,而且还容易受

到家族、宗族势力的影响,选出来的人往往家族势力比较大,真正的贫困户被排斥在外,选不出来真正

的贫困户,也不可能选出来预脱贫名单,至于直接发钱、发项目的事情,那大家更会直接选自己了.”
(访谈B村第一书记,访谈编号:２０１７０３２６CN)三是通过协商讨论来达成共识.实践表明,这种方式能

够在程序方面提供正当性证明.B村在确定贫困户、预脱贫户的村民评议过程中,采取单独评议的制

度,逐个审核名单.在确定产业扶贫项目发展方式时,则会采取协商讨论的程序,第一步由乡镇分管

领导宣读相关政策条款,确定基本的原则方向;第二步是村组领导和村民代表发表意见,明确一些公

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流程和资金发放方式;第三步是进行最后的表决,对于能够形成共识的政策予以确

认,而对于无法获得广泛共识的措施也会暂时搁置,进行进一步的协商.
这个过程类似于“协商民主”的过程.“政治共同体中的自由、平等公民,通过参与政治过程,提出

自身观点并充分考量其他人的偏好,根据条件修正自己的理由,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与决策

以合法性”[８].沟通讨论承担了达成共识的主要职能,排除了上级指定的可能,也排除了选举所带来

的自我服务的倾向.而且形成共识的机制是采取类似“全体一致”[９]的原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获得

更高质量的共识,而并非是单纯行政指定或选举这种形式意义上的共识.正如村干部在总结村民评

议时所强调的:“经过村民评议开会,什么事情也就能定下来了,他如果有意见我们也会用这个来应

对,这是村民评议定下来的,大家公开定的,他也就闹不下去了,也就认了”.(访谈B村村干部,访谈

编号:２０１７０３１８SZS)换言之,在村民评议协商场域当中,正式权威、乡土精英以及普通民众通过协商交

流,从程序和实质两个方面对集体决议进行有效的“合法化”,赋予了决议结果程序和实质的合法性.

　　三、“村民评议”的完善与推广

　　精准扶贫是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精准扶贫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重点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单纯由政府主导、依托庞大的科层体系构建基层治

理现代化的思路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但置身真实的农村环境则会发现,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

加强某一方面的力量,而在于进行制度创新,构建“治理接点”,实现国家正式权力与乡土非正式权力

之间的衔接.从B村的实践经验来看,通过村民评议制度,精准扶贫政策和国家现代秩序能够在乡

土社会当中获得落实.如果能将“村民评议”制度加以完善,在农村其他公共政策执行中进行推广,农
村基层治理将获得一定程度的提升.

１．村民评议的制度创新

根据新制度主义的观点,制度与行为者之间具有复杂的制约和能动关系,一方面行动者在制度环

境中具备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利用既定的制度来实现目标.在这个空间/制度场域内,“人类设计并创

造出制度,但是他们又受到制度的约束”[１０].而另一方面,制度决定了行动者参加政治活动的场域,
塑造着行动者的政治策略,甚至影响着行动者的目标和偏好的形成[１１].从这个角度讲,行动者和制

度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场域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如何进行制度建构,形成具有稳定性的行为

方式框架,主体和制度之间进行良性互动的治理秩序,就成为当前农村基层治理所面临的重点问题.

B村村民评议在基层治理过程中承担了制度建构的功能,在主体、议题、程序等方面有效的制度

设计,村民评议构成了具有独立意义的制度空间.在这一制度空间内,不同主体的行为逻辑能够根据

既定的程序,融合到公开评议的政治场域当中,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有效的沟通交流,国家与乡土之

间的信息不对称、正当性原则分歧能够得到解决,国家正式权力和乡土非正式权力之间能够进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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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性互动,在程序和实质两方面赋予评议结果合法性,为基层社会的良善治理提供制度基础.

２．村民评议的完善空间

当然,B村村民评议实践也并非尽善尽美,在参与主体、表决方式和法治化程度上依然存在很大

的完善空间.首先是参与主体的不足.在B村村民评议过程中尽管将村支两委人员、党员代表、村
民代表纳入评议过程,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但“贫困户”本身是不在场的.无论是

评议贫困户,确定预脱贫户,制定扶贫资金发放,还是进行精准扶贫“回头看”,贫困户本身都是“被代

表”的状态,无法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众参与.而根据发展研究的经验,公众参与是贫困地区发展过

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１２].因此无论是对于精准扶贫,还是基层治理转型而言,都需要扩大参与主

体的范围,将农村治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相结合,特别是增强贫困人口在农村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真
正实现多元共治的格局.

其次是在村民评议过程中缺少明确的表决程序.在 B村实践中,评议表决主要采取举手的方

式,甚至一些问题没有表决只是模糊通过.这种制度设计带有较强的随意性,不利于评议人员表达自

身的真实意愿.为避免在村民评议中出现这种“议而不决”的问题,可以借鉴“协商民主”的方式,将协

商民主与投票制度有机结合起来[１３].在评议之后设置正式的表决制度,包括秘密投票、填写问卷、举
手表决等方式,保证评议人员更好地表达真实的意愿,也有利于实现村民评议的决策目的,避免村民

所说的“发表了意见也没有什么用”的尴尬局面,使村民评议能够真正达到有效治理的目的.
最后是法治化程度较低.根据学者的观点,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评价尺度包括权威、共识、制度

和法治[１４].村民评议在权威、共识和制度三个维度已经满足基本要求,但是在法治层面尚有不足.
尽管乡镇干部、村支两委、村小组、村民能够在既定程序内,按照议程确定贫困户、预脱贫户、项目资金

分配,但是村民评议开展几年来,B村并没有形成相对固定的文件和工作规范,地方政府也缺少具体

的评议程序规定,不同地方对待村民评议存有不同的态度,在操作程序上也有很大的地方差异,无法

做到“有法可依”.这一现状要求地方政府通过制定条例、工作办法的方式将村民评议的主体、程序、
决议方式固定下来,提升“村民评议”的“法治化”程度.

３．村民评议的推广

村民评议并非只是具有地方特殊性,相反,村民评议所能解决的问题以及作用具有一定的普遍

性,如果能够对村民评议进行完善,在基层治理中进行推广,那么将更有利于实现基层治理绩效的提

升.村民评议的推广主要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推广,二是在乡村基层治理其

他公共政策领域的推广.
一方面村民评议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需要推广.在当前扶贫项目的分配和扶贫资金的发放过程

中,行政力量依然发挥主导作用.“基层政权对乡村治理的职能定位缺乏科学合理的认识,在职能履

行过程中重管制、轻服务的倾向依然明显”[１５].例如扶贫项目资金的发放仍然主要采取行政化的“申
请＋审批”模式,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决定扶贫项目的发放,缺少村民的实质性参与.对于村民评议

的推广而言,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扩大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村民评议的适用范围,在精准帮扶、精准管理

环节当中引入村民评议程序,将民主参与的精神贯彻在精准扶贫的全过程,更好地保证精准扶贫在乡

土社会的落地.
另一方面是村民评议在其他公共政策领域的适用问题.当前农村基层治理正在经历从传统向现

代的转变,国家正式权力所体现的外来秩序与农村内生秩序之间的冲突将导致公共政策在乡土社会

无法真正落地,形成“悬浮状态”.村民评议制度对基层治理提出了很好的启示,无论是移民搬迁、林
权改革、互助养老、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如此类的政策领域,在农村地区都可以借鉴村民评议的方式,在
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加入评议过程,平衡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行动逻辑差异,充分发挥国家

正式权力和基层乡土权力两方面的作用,建立起多元共治模式,实现从接点分离到接点融合的转变.

　　四、讨　论

　　对于现代性与乡土性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范式.学者延续费孝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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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络,强调传统中国的“双重统治”[１６],或者提出修正,突出三层分析框架,包括“皇权官僚机构－地主

乡绅－宗法家族和家庭”的三层次结构[１７]、第三空间[１８]、公共领域[１９]等概念.而如果分析这些概念

会发现,其中蕴含的是“分离”的逻辑,强调不同层次和主体之间的区分.在当代农村治理研究领域,
结合基层实践,学者开始突出国家与社会、现代性与乡土性之间交叉对接的部分,将县政府[２０]、“半体

制精英进行的村组”[２１]、“第一书记”[２２]看作是国家正式权力和乡土社会之间的“接点”.
通过分析B村所采取的村民评议会发现,乡土社会良好治理的实现不能走区分的路线,国家正

式权力和基层乡土权力这些接点之间的关系不应该走向分离的状态,而是有赖多元主体之间的共同

合作,不同类型的权威通过多方融合,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以保证集体决议能够在获得上级正式

行政权力认可的同时被下面普通民众接受.在B村村民评议实践中,乡镇干部、村支两委、村小组、
村民在村民小组会议、村民议事会议的制度空间内,按照既定议程,确定贫困户、预脱贫户、项目资金

分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交流已经构成了具有独立意义的制度空间.在这种制度空间中,乡土

本身不再是单纯被改造的对象,而是在强调国家现代秩序的同时,保证乡村秩序在基层治理中获得一

席之地,同时国家正式权力和乡土非正式权力之间能够通过“村民评议”实现共治,双方共同发挥作用

来实现基层治理绩效的提升,真正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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