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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社会管理已成为一个热

门话题，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各地政府都在探索社会管理创新的新对

策、新思路。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原

有的社会管理方式和体制已经出现与社

会经济发展和变化不适应的问题。有人

极力主张从顶层设计上寻找我国社会管

理创新之方法和体制，但是一直以来，

我国太重视所谓顶层设计，而这样的设

计往往出现与现实脱节的问题，这远不

是简单的顶层设计所能解决。

农村基层社会现代化变迁中的危机

农村基层社会是一个笼统的说法，

没有明确的界定。社会学有个社区概

念，指人们对自己所生活的地方有一种

归属感和认同感，并能解决其基本生活

需求的区域范围及其居民群体。费孝通

曾形象地说，社区就是人们日出而作、

日落而归的活动区域，这就相当于我们

所说的基层社会，这个概念还是基于传

统社会背景而做出的诠释。但是现在，

由于交通、科技发展，已经改变了传统

背景下人们活动范围和方式，因此，不

可避免地会改变基层社会的涵义。这里

所说的农村基层社会指县域范围内的社

会形态，也就是说，这里讨论县域范围

内的社会管理问题。

与二十年前乃至三十年前相比，我

国农村基层社会的变化可以说是巨大

的，是一种“千年未有之变局”，总的

来说可以用“现代化”来描述这种变

化。现代化变迁既是一种机遇，又是一

种挑战，潜藏着不少变迁危险和危机。

首先是，基层社会变“大”了，开

放了，不再是传统的那种封闭形态，在

封闭状态进行社会管理与开放中进行社

会管理，不论在难度上还是技巧上都会

大不相同。在开放状态下，人们接受了

更多的信息，对外部社会有了更多的了

解，因此，不会盲目地崇拜权威，尤其

会导致传统权威的衰落，靠精英的人格

魅力和经验已经不足以应付现实中出现

的问题。同时，开放状况不仅指信息更

广泛地、快速地传播和再生产，而且还

意味着人们可以更自由地流动，因此，

当前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是一个流动中的

社会形态。在发达的农村，有大量的外

地人口进来，最典型的是珠三角农村、

长三角农村以及大城市城郊结合部等农

村地区，外来人口成为当地社会的主要

人群。在不少地区，外来人口数量超过

了本地人口数量；而在那些相对不发达

的农村地区，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只

剩下老人和儿童。最近几年，随着流

入地政策放宽，举家流动的现象在增

多，因此，许多欠发达村庄出现“空心

化”、“空壳化”、“老龄化”等凋敝

衰败现象。

其次，与开放相伴随的另一个变化

是外部力量向基层的侵入、干预和影响

越来越大，最大的外部力量是权力和资

本。权力不断向基层的侵入虽然并不始

于最近，早在上世纪初已经出现，但是

当前的力度、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最

明显的例子就是全国兴起的一波波的撤

村并村运动。在历史上我国村庄从没有

像现在那么快地减少，据国家统计局统

计，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从2005年至

2009年逐年减少，平均每年减少7000

多个村民委员会，每天消失20多个行

政村。有的村庄一夜之间被改为社区，

“被城市化”了；有的村庄被并入其他

村，几个行政村合并成一个新的行政

村；有的新行政村人口规模达到了上万

人以上，行政村规模越来越大，降低了

村庄的共同性、熟人性和人际信任，还

损害到传统文化的基础，尤其会增加村

庄内部因利益分配不合理、不透明而产

生的纠纷。在这个过程中，外部资本的

影响也不可低估，在很多情况下，村庄

的撤并始于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对土地的

需要，或者说商业资本引诱政府用强力

农村基层社会现代化变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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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越先进，民心越疏远。”“天罗地网”的社会管理格局解决
不了情感、信任问题，反而有可能存在疏离感情的危机，造成一种
逆反的社会心理

“天罗地网”解决不了情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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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去破坏基层社区基础，削弱了社会

的共同体基础和公共性。由于共同体的

削弱，人际信任缺乏感情基础，更多地

受到利益的驱使和影响，从而使人们在

日常行动中将利益追求视为首要价值。

因此，凡是碰到社会纠纷，不拿钱是解

决不了的，给的钱太少也解决不了，这

反过来更容易产生利益纠纷，陷入恶性

循环。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基层社会呈现出开放性、

流动性、社会分化、功利化、陌生化、

原子化甚至空心化的特点，在这种情况

下，社会信任在弱化，社会共同体在消

失，人们彼此缺乏情感的凝聚力，追求

利益最大化。

目前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存在着重控

制轻服务、重行政轻民众、重经济轻社

会等问题。到处都在搞“纵向到底、横

向到边”的“网格化”管理，似乎可

以打造一个“天罗地网”的社会管理格

局。实际上这是一种社会控制思维，对

暂时维持社会稳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

存在两个不利社会稳定的价值预设：第

一个预设是将可能的对象当作社会不稳

定的对象，给民众造成了一种疏离、

不安全感，以致于有农村老百姓说：

“设备越先进，民心越疏

远”。也就是说，“天罗

地网”解决不了情感、信

任问题，反而有可能存在

疏离感情的危机，造成一

种逆反的社会心理。另一

个预设是将社会管理技术

化，以为技术越先进就越

有好的社会效果，实际上

社会管理是一项精细的、

专业化的、需要情感和信任基础的社会

沟通、交流、协商工作，用简单的所谓

先进技术是难以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

更没有能力凝聚人心，提升社会团结

力。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过度地

使用行政手段和力量。把社会管理仅仅

视为一种行政行为，就容易忽略民众的

参与，尽管从2004年取消了税费并增

加对三农的财政补贴，干群关系、政府

与老百姓的关系有了改善，但是，民众

对行政做法还不是全面认可和接受，特

别是政府利用比以前多得多的资源去实

施社会管理，就有可能出现适得其反的

效果。在一些贫困的农村地区，政府增

加了低保名额，但并没有带来感恩、和

谐，反而造成村庄不团结，背后的原因

在于在配置过程中缺乏民众的参与，这

是过度行政化的结果。一些地方政府也

意识到社会管理的“过度行政化”问

题，试图通过一些改革做法（如政社分

开、政社互动等）以提高社会组织、民

众在社会管理的参与水平，事实上并没

有达到预期效果，这里的问题还是没有

真正改变行政运行方式和机制。还有一

种被用于对付问题和困难的社会管理办

法就是“花钱买平安”，或者是减少管

理单位（如撤村并村）以降低管理成

本，都是出于经济考虑。而减少社会管

理单位，不但不能减少经济成本，反而

增大了社会、经济和文化成本。这是一

种重经济轻社会的逻辑结果。

提升基层社会管理水平之道

那么，如何直面当今中国农村社会

现状，提升基层社会管理水平和改善社

会环境呢？首先，要从观念上改变对社

会管理的认识：社会管理不是行政管

理，也不是社会控制，而是社会各主体

之间进行有效互动、交流和合作的过

程。因此，在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社会

管理的问题不是政府缺位问题，而是政

府过度行政化的问题，缺少民众和其他

社会主体的参与和合作；社会管理的目

的不只是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培育社

会主体对社会建设的参与精神和能力，

提升社会的合作性、团结力、归属感和

幸福感。因此，在社会管理中应该提倡

社会民主，也就是说让社会的事情更多

地交给社会自己去做，自己去建设好自

己的家园。总之，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

出路还是还权于民，还权于社区和社会

组织，激发社会合作、民主精神和意

识，正如经济改革还权于民众、企业和

市场一样，才能形成社会合力，共同克

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社会

由此会变得更加和谐、幸福。

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做法就是还权

于市场，社会建设或者社会管理也是很

重要的，我们先搞社会民主，再推进政

治民主，这是基层管理的一个价值取

向。如果没有价值取向，任何管理创新

结果都是在原地踏步，可能救了一时的

火，灭不了长期的灾，这是一个很大的

循环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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