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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学界对中国农村政治的研究已经基本达成比较一致的见解，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分析

框架是从西方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理想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农村研究; 在中国，国家与社会是相生相依的，双

方共同造就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地方秩序。在这种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地方秩序中，农村基层干部起到了非常

关键的作用，他们富有中国乡土性特征的实践构建着普通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塑造了不同时期乡

村社会发展的独特性。本文通过剖析农村基层干部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的实践，反映这一特殊群体在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四个不同历史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和行为特征，用更深层次的学术分类揭示新中国乡村社会

的变迁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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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框架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研究中

国农村政治的主要理论视角。从这个理论视角出发所取

得的众多学术成果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基本定论，认为

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是从西方经验

中抽象 出 来 的 理 想 概 念，并 不 适 用 于 中 国 ( 黄 宗 智，

2003) ，而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本来就是相生相依的，双方

共同造就的地方秩序才具有性质上的自在性和逻辑上的

自洽( 刘金志、申端锋，2009) ，国家与社会相互间的互动

更充满了多元复杂性，起码在形式上它可以包括相互间

的妥协、渗透、调和与共生( 周晓虹，2010) 。

许多学者在采用这种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路径研

究中国农村政治时，都非常强调农村基层干部在其中所

起到的关键作用。他们通过对这些乡村精英的研究来反

映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的特点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

状况。然而，大多数学者只是从某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入

手，横向分析在这个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农村基层干部的

行为方式和特点，还没有学者针对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六

十多年发展进程，对其间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村基层干部

进行更加深入的学术分类与分析。因此，本文试图通过

中国浙北地区农村基层干部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同历

史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和行为特征，对这一类型群体进行

学术分类，从而揭示新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以及国家政

权建设的历史转向。

一、中国地方秩序: 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

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是西方研究地方政治变迁的一

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范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脉络

可溯及黑格尔与洛克，这使得该研究框架从一开始就出

现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模式，即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

国家中心论强调国家的自主性，认为它具有组织资源、推
进发展的“行动者”角色; 社会中心论则认为发展的动力

存在于社会之中，国家对于社会是一种限制性力量，因而

它的干预越少越好。这些讨论的分歧点在于国家或社会

是否或多大程度上受到对方的制约，它们中的哪一个对

社会变迁具有主导性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被海内外的许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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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用来研究中国农村政治问题，他们的研究视角已经从

一开始的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逐渐发展到被广泛

认同的国家与社会互动论。马丁·怀特最初尝试了这种

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路径，他认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

中国家对公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非常艰难的( Whyte，

1974) 。而采用国家与社会互动论对中国进行研究的代

表人物则是赵文词( Richard Madsen) 和魏昂德( Walder，
A． ) ，他们都通过经验研究证实了国家与社会处在妥协和

渗透之中。赵文词在《陈村: 毛泽东的中国一个农村公社

的近代历史》( Madsen，1984) 中通过对村干部行为的描述

提出，中国的社会在被国家改造的同时，也在深深地影响

着国家。魏昂德研究的虽然是中国城市的工作单位，但

他发现了类似乡村的情况: 传统文化和社会以各种方式

获得了再生，工厂体系中也存在一种带有互惠性质的“庇

护关系”，这使得国家的运行并不主要依赖现代科层制

度，而是依赖受传统影响、非正式的个人关系，他所提出

的“新传统主义”( Neo-traditionalism) ( Walder，1986 ) 概念

深刻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鲜明地批判了此前

流行的共产党国家“君临天下”的“极权主义”理论。

不过，最能体现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是黄宗智的

“第三领域”概念，而这一概念的产生源于黄宗智对哈贝

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批判性发展。黄宗智将哈贝马斯

的“公共领域”理解为占据着两种不同的区域: 一种是在

与国家的对立中漫化出来的区域，即“资产者公共领域”，

在这里，公共领域仅仅成为了( 市民) 社会在其反对专制

国家的民主进程中的一种扩展，仍然在国家与社会的二

元对立中; 另一种则定位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充满张力的

区域”，在这里，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产生出各种不同类

型的公共领域，这样就形成了国家、社会与公共领域的三

分观念。这样，两个区域所涉及的变迁动力学也就有所

区别了: 在论及“资产者公共领域”时，哈贝马斯主要关注

的是社会变迁，而忽略了国家变迁; 而在论及公共领域的

“结构化变化”时，哈贝马斯把社会变迁和国家变迁都考

虑进去了，导致了“国家与社会二分”的瓦解( 黄宗智，

2003) 。

然而，无论是特指还是宽泛含义，黄宗智认为，哈贝

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都难以真正适合分析中国。所以，

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黄宗智从其中一个核心问题着手，

即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两方都参与其间的区域，提

出了“第三领域”概念。这是一个价值中立的范畴，是可

以清晰地从理论上界分出一个有别于国家与社会的第三

领域，它具有超出国家与社会影响的自身特性和自身逻

辑的存在( 黄宗智，2003) 。这个理论概括源自黄宗智对

清代司法体系的考察。他发现，清代的官府在处理司法

纠纷时，存在一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对话机制，也

就是在带有成文法典和官家法庭的正式审判制度与通过

宗族 /社区的民间调解制度之间，有一个半制度化的中间

领域，而大部分的司法纠纷都是在这个领域解决的。因

此，“第三领域”概念意在把中国的社会 － 政治体系设想

为“一个由大小不同的三块构成的垛子。顶部小块是国

家的正式机构，底部大块是社会。两者之间的是大小居

中的第三块”( 黄宗智，2003 ) 。黄宗智认为，这种模式不

仅适合解释封建制的清代，也适合解释现代化的当代，而

且国家与社会在第三领域的合作还在不断地扩展与制度

化。黄宗智不仅看到了国家与社会在乡村政治中的相互

交叉与渗透，更逼近了中国传统社会地方秩序的维系机

制。
“第三领域”概念启发了不少中国学者，他们看到了

国家与社会互动后可以形成第三种解释路径，即国家权

力与地方性知识汇合成了一种“地方秩序”———这是乡村

社会秩序及其机制与逻辑，其 中 既 有“国 家”又 有“社

会”，既不是“国家”更不是“社会”，它弥补了国家与社会

之间的断裂，这在某种意义上回归了中国地方秩序的传

统，而不是在源自西欧经验的“国家 － 社会”二元框架里

摇摆，更加贴近中国基层政权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为我们

研究乡村政治提供了一个新取向。

自秦汉以来，传统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

国家，并且发展出了完备的官僚制; 但是由于“皇权不下

县”，所以县级以下的治理都是非正式的家族乡绅主导，

县级以下行政官员因其任命也是由社区举荐之后政府认

可的，他们的职位是立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受到两方

面影响的。这样一种治理模式被学界称为“国”与“家”

的双重统治。费孝通把这种中国传统政治体系总结为

“双轨政治”，即一个是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中央派遣

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自上而下的单轨只筑到

县衙门就停了”; 另一个是地方自治体系，这“是一条自下

而上的无形轨道，士绅可以从一切社会关系: 亲戚、同乡、

同年等，把压力透到上层，一直可以到皇帝本人”。费孝

通认为，在这种“双轨政治”的格局下，基层社会实体组织

不是国家直接统治的“非自立的存在”，也不是如同欧洲

“市民社会”、“公共领域”那样与国家对立的自治的秩序

空间，而是与上层政权持有共同秩序观念的一个整体( 费

孝通，2006) 。对于这种统治模式，黄宗智也在其“第三领

域”概念的基础上也提出了“集权的简约治理”( 黄宗智，

2008) 的观点，他认为这个来自中华帝国的简约治理遗

产，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持续存在于民国时期、毛泽东时

期，乃至现今的改革开放时代。

这种延续性确实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证实。Potter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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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在研究了中国东南部农村的家族制度后发现，新中国

成立后，乡村的家族制度发生了很多表层的变化，但是其

深层结构却表现出了令人诧异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从

未受到 根 本 的 冲 击，并 为 现 行 的 政 策 所 支 持 ( Potter，
1990) 。这表明，国家权力即使在人民公社时期对地方秩

序的改造也是有限的，国家只是重组了地方秩序，并且有

意利用地方社会的一些非正式特点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而不是无限制的改造。杜赞奇的“经纪人理论”( 杜赞奇，

1996) 观点中农村干部所具有的双重经纪人身份，也体现

了这种治理模式的延续。该观点认为，基层政府代表国

家与农民的直接互动，所以它既是国家经纪人，代表国家

利益，同时也是农民经纪人，代表农民的利益。杜赞奇认

为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导致“国家政权内卷

化”，破坏了原有的文化网络，导致乡村领袖从“保护型经

纪人”向“赢利型经纪人”的转变，即从代表自己社区的利

益并保护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转向借用国家的支持

而中饱私囊、鱼肉乡里。在对人民公社制度的研究中，张

乐天也发现虽然国家的触角伸到了生产队这一层级，但

基层治理仍然不是官僚制的方式，而是充满了地方性和

非正式性。“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是新的制度

设计与传统村落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特殊时期的制度模

式。村落的农民用传统的目光看待公社，他们在服从公

社的同时总保留着一块小小的自留地”( 张乐天，2005 ) 。

张静更是认为国家政权并没有成功进入乡村社会，因为

“通过政治革命，基层权威换了一批又一批，一些人沉下

去，一些人浮上来，但乡村秩序在新的说辞下仍按照基层

社会旧有的惯例进行着”( 张静，2000) 。吴毅借助“村庄

场域”( village fields or arena) 的概念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界定为国家权威与社区权威的互动，由此塑造的村庄秩

序是包括村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结构和状态

( 吴毅，2002) 。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基层治理和地方秩序

的常态。

从以上这些理论和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农村

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地方秩序，这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

果。而农村基层干部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

们富有中国乡土性特征的实践构建着普通农民与国家之

间的特殊关系，也塑造了不同时期农村社会发展的独特

性。因此，通过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研究，可以很好地理解

中国农村政治的运行模式和乡村社区的发展与变迁。本

文试图通过对浙北农村的个案研究，具体剖析这一特殊

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个不同历史阶段所扮演的角

色和行为特征，用更加深入与细致的学术分类来解读新

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变迁，并进一步揭示其背后所隐含

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转向。

二、农村基层干部的四种历史类型

1951 年初，中国浙北农村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通过

民主建政，一大批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贫苦农民掌握

了农村基层权力。从此，新中国的农村基层干部以自己

的实践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变迁，成就了当今浙北农村的

繁荣与富裕。回顾这六十多年的历史，我们深深感慨于

农村基层干部群体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风格，他们

的行为方式和角色定位几乎每隔十五年就会有一个较大

的变化，这为我们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视

角，因为在这一代代农村基层干部的角色转换背后是中

国乡村社会经历跌宕起伏变迁的历史走向。
( 一) 1951 － 1965 年: 感恩型“土改”干部

1949 年 4 月浙北和平解放，新政权开展了减租减息、

剿匪反霸、“破四旧”①等运动，最大限度地打掉解放前留

下来的一切有组织的力量。“南下干部”②们以自己的身

体力行在道德上征服了广大农民，通过诉苦激发起贫苦

农民的“阶级感情”与革命热情。

从 1950 年 12 月到 1951 年 3 月进行的海宁县土地改

革( 简称“土改”) 运动打倒了地主和富农，没收了他们的

土地、房屋、家具等财产，无偿分给了贫苦农民。1958 年

的一则记录描述了当年贫苦农民的心情。“这是千年来

的第一遭，哪个农民不快活? 荆山乡贫农王宝芳土改前

种田没有土地，睡觉没有房子，土改后分得了土地还分到

两间房子，同时分到一套家具和一套农具，从一个烂摊子

变成了一个整齐的小家庭。因此，他欢天喜地地说: ‘我

有今朝一日，全靠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③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翻身”的宣传更激发了

许多贫苦农民对新中国的感情，斜桥区河石乡有一个老

人张兰英，把原来挂在家里侍奉了几十年的观世音菩萨

抛掉，改挂了毛主席的像。她说:“拜了一世菩萨，烧了上

万支香，叩了几千个头，菩萨没有保佑我儿子交好运，还

是靠毛主席的福才分到土地。”④联民村一带有人拿着铁

耙到庙里打菩萨，他说现在菩萨没有用了，毛主席才是

“真命天子”。传统的农民用传统的方式“感恩”，海宁县

形成了的感恩气氛，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海宁县一大批

“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农村基层干部涌现了出来。土地

改革胜利以后，在海宁县内被提拔为乡干部的有 1079

人，其中乡长 47 人、副乡长 31 人、乡人民政府委员会委

员 1001 人; 被提拔为村干部的有 5556 人，其中雇农 62

人、贫农 3109 人、中农 2203 人、其他 182 人。⑤新干部在

海宁农村基层政权中占有很高的比例，人们后来把那个

时代的农村基层干部统称为“土改”干部。
“土改”干部们或多或少地为感恩的情绪所左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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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甚至有点“侠义精神”。他们“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

走”，有许多人“没日没夜”地为党工作。一则写于 1966

年的文字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土改”干部们的实

践。

在那个时候，根本不计较个人得失。第一生产

小队有人偷卖树木到杭州，乡政府和社管理委员会

研究叫我与钱浩荣两人到杭州去追回来。去了四、

五天，也不拿补贴和工分。思想上认为，完成任务已

经很高兴了。1957 年，右派攻击联丰高级农业生产

合作社社长杜三喜，造谣说他贪污 100 元。乡政府

认真调查研究后澄清了事实。但是，杜三喜怎么也

不愿意再当社长了。乡总支副书记朱松芬动员我好

几次，我们不站出来，叫啥人站出来呢? 当时，我想

起了解放前在政治经济上受压迫遭剥削的情景，想

起了在部队里集体与个人立功的表现，也想起了部

队首长保持荣誉的嘱咐。我决心在农村积极地搞好

农业生产建设，领导好农业合作社。我就担当起高

级社社长的责任。那时候，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

向合作社猖狂进攻，江子松到社办公室骂人敲桌子，

我也没有叫苦。有一次，我和朱松芬研究工作时，突

然飞来一块石头，打在门上。我们冲到门外，没有找

到丢石头的人。我每天到社办公室后，都不从原路

回家。开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直到人民公社的

成立，我担任了祝会管理区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
“土改”干部们因感恩而“遵从”，很多人不惜牺牲个

人与家庭的利益。他们的“革命干劲”推动了农业合作

化，协助国家有效地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嵌入”。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只是执行国家的指令，成为国家的代

理人。“土改”干部是名符其实的农民，他们的言行举止

带着明显的地方特征，他们的任何实践受制于村落传统

与“地方性知识”，体现着中国农民的生存性智慧。

粗看起来，”土改”干部和很多贫苦农民的行为只是

“服从”上级的号召; 仔细观察，却发现“服从”的背面有

许多传统的故事。1952 年底，陈家场的长辈二和尚从会

龙桥回家，他打算根据上级指示创办互助组，于是他首先

找了陈家的晚辈们。因为他知道，自己族里的晚辈会“买

他的面子”。就这样，陈家场的第一个互助组很快就办起

来了。1953 年，太平村村长贾维清带头办明星初级社，他

发动村里最贫穷的人家，告诉他们办合作社可以得到国

家的“预购定金”⑥、化肥，这是一件有利可图的好事。原

联民大队党支部书记在谈到农业合作化的时候说:“我永

远记得 1955 年秋天的那次会议: 毛主席批评一些农村干

部像小脚女人，在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上走一步，摇三摇。

这句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次会议以后，我们就

整天想办法搞农业合作。”他的行为体现了传统农民的智

慧: 最安全的是行为是顺潮流而动。

如果说“服从”的行为也带着传统的风格，那么干部

群体的另一些行为也反映着这个特点。读一读“四清”⑦

材料可以看到，当年“土改”干部的行为粗暴，动不动就体

罚农民。例如，联新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阿三 1959 年 4

月吊打了四队社员张桂芳，因为他发现张桂芳是个小偷，

又不肯交待。1961 年 7 月，刘阿三又吊了七队社员陈伯

金，因为刘阿三发现陈伯金到杭州旅馆过了一夜，把房间

里东西全部偷了，回到小队里以后，又偷山茹，砍桑条，所

以要把他吊起来，吓吓他。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期，国家

放松了对于农村的控制，更多地让农村基层干部们“灾后

自救”。如何“自救”? 他们的所有方法都来自乡村生活

的经验，从分田到户、投机倒把、长途贩运，一直到敌我不

分、铺张浪费。

于是，报恩的“土改”干部们创造了乡村的巨变，还有

效地带领农民走出了灾难，却也把自己推到了“革命的对

立面”。
( 二) 1966 － 1982 年: 革命型“四清”干部

在农村地区，“四清”与文化大革命是直接针对“土

改”干部的运动，在这场斗争中，一批在“四清”时期崭露

头角的年轻人不久以后登上了农村的政治舞台。他们善

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巧妙地用毛主席语录、特别是

毛主席“最新指示”打击别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

们熟知革命的话语、符号，不断地建构出具有革命风格的

“表述性现实”( 黄宗智，1998 ) 。1966 年以后，他们成为

浙北农村基层干部的主体。⑧他们后来被统称为“四清”

干部，并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而著称。那个时期的机

构名称也具有“革命性”: 人民公社一级被称为“革命委员

会”，大队一级被称为“革命领导小组”。

与”土改”干部群体相比，“四清”干部年纪轻，大多

数人只有二十多岁。他们学历较高，部分人具有中专学

历或者高中学历。更重要的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

他们建构了一个革命话语胜似革命行动的时代，一个“三

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稳定运行的时代。
“四清”干部们不断地在农村展开“阶级斗争”。从

1966 年到 1976 年，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的干部们打了一个

又一个“战役”: 从反对“二月逆流”⑨、“清理阶级队伍”
( 简称“清阶”) ⑩一直到“批林批孔”瑏瑡。这些运动对农

村基层社会的影响各不相同，其中“清理阶级队伍”几乎

成了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一场“地震”。

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期，联民大队的“四清”干部，

大队党支部书记、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李张堂担任大队“清

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组长，“清阶”领导小组物色那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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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好、表现积极的人组成了大队与生产队两级“群众专政

小组”( 简称“群专组”) 。在“清阶”领导小组的直接布置

下，联民大队的“清理阶级队伍”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当

时的口号是“车干河浜抓黑 鱼”，实 施 方 法 是“外 调 内

查”。生产队里的大多数农民家庭都受到了“群专组”的

审查: 查“祖宗三代”，查个人经历，查亲戚朋友。凡是有

“这样或那样”问题的人，都要“作彻底交代”，讲清问题，

还一个历史的清白。联民大队陈家场在顾礼忠家建了一

个“隔离审查”室，“群专组”在这里审问“清阶”对象，如

不老实交待，还会被关闭起来隔离“反省”。在“清理阶级

队伍”过程中，陈家场竟然有 7 户家庭被抄家，被抄家的

家庭占七分之一，其中有几户家庭还被封了房子。
“四清”干部们熟知革命的话语，把农村的革命气氛

“搞得浓浓的”。翻阅那个时代的工作笔记可以看到，公

社或者大队里召开任何会议、布置任何工作，他们都首先

要讲一讲革命的大好形势，讲一讲毛泽东思想，讲一讲革

命。他们组织农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与毛主席语录。联

民大队有一次组织“学毛选竞赛”，让许多人记忆犹新，因

为一位普通的农村干部一口气背出了“老三篇”和数十条

毛主席语录。他们组织了公社、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

队，让革命的歌声响彻广阔天地，英雄人物时时出现在田

头地边。当然，更让大家难忘的是那些“根据身边的事

迹”编写出来的小品，那些熟人演出时的“腔调”。他们安

排刷革命的大标语，画革命的宣传画。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直到今天，联民村的老人们还会说:“张大江的标语写

得最好。”而张大江在当年被划为历史反革命。

然而，与“表述性现实”共存的是“客观性现实”( 黄

宗智，1998) 。在浙北农村，四十多户农民家庭组成的生

产队就是一个自然村落，或者一个稍稍改变了的准自然

村落。这种“村队模式”( 张乐天，2005) 的生产队建制确

保了农村的生产与生活的基本秩序，也使“四清”干部们

清晰地意识到，他们“锅里的饭、碗里的肉”都要靠生产队

里“做出来”。“革命不能当饭吃”，要吃饱肚子，就要种好

田里的庄稼。他们在唱着革命高调的同时，也对生产队中

的各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

些人还参与了“瞒上”策划。例如，联民大队党支部委员、

蚕业干部李幼宝年年与陈家场的生产队干部一起，组织农

民砍掉桑树，减少桑园面积，以增加粮食的产出。而陈家

场每年上报大队的全年计划中，桑园面积一直是 83 亩。

有趣的是，那时候，在公共场合唱着革命高调的“四清”干

部们也不会忘记祭祖、请“灶家菩萨”瑏瑢。在婚丧嫁娶的

“相帮人”瑏瑣中，他们还会是发号施令的“头头脑脑”。

革命的“四清”干部与普通农民们一起，建构出一个

特定时代中的剧场社会。

( 三) 1983 － 1997 年: 赢利型农村干部

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浙北地区的小伙子们就纷

纷“弃农经商”，外出“学生意”，所以浙北及其周边地区的

集镇都生意兴隆。浙北农村的“商业传统”也延伸到了人

民公社时期。到 70 年代中后期，盐官地区的社队办企业

遍地开花，甚至有人冒着被批斗的危险办起了私人企业。

当时，农业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已经影响了生产队里的农业

生产，从而危及了人民公社制度。源自公社制度内部的发

展经济的冲动，不时地突破公社制度的边界，在某种程度

上成为中央最终改变了农村政策的诱因之一。

在浙北的盐官地区，人民公社内部早就有人“挖空心

思赚钱”，但是他们不仅得不到重用，还时不时受到批判。
1983 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国家最终废止

了人民公社的农业经营制度，于是乡村政府也把目光转

向了乡镇企业，一批“有商业头脑的人”迎来了他们得以

施展才能的机会，其中有一些人走上了政府领导岗位。

正是这些赢利型农村干部的经济行为推动了乡镇企业的

大发展。

盐官人一谈到乡镇企业的发展，首先要提起到的就

是联民大队的王海章。王海章原是上海救护车厂八级钳

工瑏瑤，1962 年下放回乡种田。但是，他人在田里干活，心

里却想着自己在工厂的手艺，所以他经常主动去修农具，

或者到打铁店帮忙。1966 年，王海章与另外几个下放工

人一起，在会龙桥的一间草棚里造出了一台稻麦脱粒机，

当年的《海宁日报》曾以通栏标题“草棚里飞出了金凤

凰”专门为这一创举作了长篇报导。在受到各方面的肯

定后，王海章与几个下放工人一起筹办了红江人民公社

农机厂，生产出了农用电动机。上个世纪 70 年代后期，

他曾努力引进上海的技术，试图生产救护车，结果却遭到

批判。他说，当年是“上海汽车，又气又错”。不过，之后

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他带来了真正可以施展才能的机会。

他担任了盐官乡规模最大的乡办企业“海宁客车厂”的厂

长，在国内汽车供应十分紧张的年代，该厂生产的汽车供

不应求。当年，进入盐官镇的路口有一块很大的广告牌，

上面写着“天下奇观海宁潮，奇观汽车天下跑”。更重要

的是，由于他与几个下放工人在农机厂带了不少学徒，这

些农村土生土长的年轻人成了乡镇企业的骨干，农机厂

则成了盐官地区乡镇工业的“黄埔军校”。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盐官地区另一个知名度很

高的人物叫张士生。他是联新大队红旗生产队里的一个

普通农民，曾经是生产队里的“刺头”──身强力壮，却不

安心在生产队里干活，还会讲一些“怪话”。他老喜欢“东

溜溜，西走走”，看看做什么可以赚钱。1976 年，他竟然发

起成立了一个私人修船小组，专门为生产队里修理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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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泥船。他通过关系“开后门”买来水泥，又到一个国

营企业的仓库里“半买半偷”地搞来一批旧电缆，就展开

了修船业务。他的生意很好，当年就赚了很多钱，但是这

在当年却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强大的政治压

力下，1977 年底，张士生不得不把修船小组“送”给了大

队，但仍由他来经营。于是，他很快成了联新大队队办企

业的负责人，不过却步履艰难。又是改革开放政策为他

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他先后办起了玩具厂、小五金

厂、汽车修理厂、汽筒厂等等。由于张士生的经营业绩很

好，他很快就成功入党，被推选为联新大队党支部委员，

还被选为海宁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联民村的农民常说，“真金白银可是硬碰硬的事”。改

革开放初期，浙北乡镇工业的发展选择了集体经营的模

式，这其中需要一批有能力的经营者，也需要一批“有经济

头脑”的农村基层干部。于是，一批赢利型农村干部脱颖

而出，正是他们创造了浙北地区 20 世纪末期的繁荣。

浙北农村缺技术，缺资金，缺人才，缺原材料，也缺销

售渠道。然而，凭着赢利型乡村干部们的努力，趁着城市

改革滞后之际，乡镇集体企业出现了短暂的黄金期。但

是，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乡镇集体企业面临着转制的选

择。由于有了温州发展的经验，浙北地区集体企业的转

制采取了“租赁、拍卖小微亏企业，对大中型企业实行股

份制改造”的方式，在实际操作中，绝大多数企业都“私有

化”了。
( 四) 1998 － 2011 年: 服务型农村干部

世纪之交的浙北地区，乡镇集体企业正进行着艰难

的“改制”———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乡镇集体企业

的“集体”，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代表全乡的

农民大众，还是企业的全体员工? 企业的领导或者农村

基层干部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集体”? 企业员工的压力

促成了最初“股权分散”的改制瑏瑥──这种改制承认企业

员工对集体资产积累的贡献，其中，企业的领导贡献大一

些，他们理所当然可以多拿一些股份，但也就是员工股份

的三到四倍。
“股权分散”的改制结果是“改一个企业，垮一个企

业”。现实的压力迫使改制的方法变为“经营者拿大股”，

因为对员工来说，企业垮了，股权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促成了浙北农村经济发展的转

型，也使浙北农村最终实质性地结束了人民公社制度。

因为人民公社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党政企合一，联产承包

责任制让农业经营脱离了“党政”，而集体企业转制也让

“党政企”合一的乡镇企业脱离了党政系统，人民公社体

制才算真正终结了。

体制的改变影响了干部的构成，也迫使干部们改变

了原先的行为方式。20 世纪末，浙北地区的乡村干部出

现了分流: 部分干部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被查出有经济

问题，有些受到惩处，大部分则退隐回家; 部分干部因为

年龄大，便退休回家; 还有部分干部抓住了改制的机会，

“下海”做私营企业老板; 最后剩下的部分年轻干部最终

成为新世纪乡镇干部的骨干。

乡镇干部与企业的关系从直接参与经营决策，转变

为给企业发展提供服务。我们甚至从乡镇干部上班方式

的改变中看出两个时期的差别。以前，干部大都住在乡

镇中，他们需要直接参与洽谈项目，讨论经营决策，寻找

销售渠道。每天晚上，可以在很多饭局上看到他们的身

影; 夜深人静，有些办公室中还亮着灯。现在他们不直接

参与企业经营，大多数乡镇干部住在海宁市区里，他们早

上开着车来镇里上班，下班后则准时回家，少了很多应

酬，也少了很多烦恼。

目前，服务型的乡镇干部主要做三件事:

其一，制订乡镇经济宏观规划，为乡镇经济的发展创

造条件，从而促进 GDP 的增长。2000 年以后，海宁市各

个乡镇都面临着发展经济与土地资源紧张之间的矛盾，

为了给工商业发展提供足够的土地资源，各个乡镇都积

极制订规划，以促进土地流转。下面一段话摘自浙北的

盐官镇政府 2010 年的政府工作介绍，从中可以看到基层

政府的努力。

一是确定一个规划。在充分调查民意、广泛调

研论证的基础上，确立了“1 + 1”新市镇新社区集聚

模式，将新市镇洪家墩区块、桃园区块、丰士区块和

新社区新星区 块 作 为 重 点 开 发 区 块，规 划 总 面 积

3000 亩，安置户数 6000 户。其中洪家墩区块规划 80

亩，安置 100 户; 桃园区块规划总面积约 1500 亩，

3000 户，首期启动 340 亩，可安置 700 户; 丰士区块

规划总面积约 900 亩，1800 户，首期启动 270 亩，可

安置 650 户; 新星区块将依托“沿江百里长廊”，规划

总面积约 600 亩，1200 户，首期启动 100 亩，可安置

180 户。按照“同步规划、分步实施”的方式，先启动

新市镇“1”的建设。

二是出台一批政策。基于盐官实际和长远发展

需求，出台了政府可承受、农民可接受、发展可持续

的 2010 年“两新”建设基础政策、区域政策、连片奖

励政策、分批签约政策、复垦期限和腾房过渡政策、
“两新”土地流转政策等，并将涉及政策汇编下发，做

好政策解释答疑工作，切实发挥政策指导推动作用。

群众参 与 热 情 高 涨，2200 多 户 农 户 报 名 参 加“两

新”，签约 1449 户，成为我市报名人数最多、签约户

数最多的镇。此外，有 2 个组涉及整组征迁，提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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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率。

近年来，浙北一带的乡镇十分热衷于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最大的动力来自于土地置换。根据整个嘉兴地

区的测算，现在平均每家农户占用宅基地接近一亩，通过

“新社区”建设，农民集中居住，可从每家农户那里置换出

接近半亩的宅基地，地方政府可以集中这些土地发展经

济。

其二，服务企业，帮助企业解决困难。自从乡镇企业

改制以后，各类企业拥有了决策与经营的自主权，除了遵

守法律法规、交足税收，企业老板与地方政府基本没有太

多联系。几年前，我们与一位私企老板谈到企业与地方

政府的关系，他感觉他与地方政府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

系，企业经营的所有决策都是自己做出的，遇到问题也都

由自己解决。乡镇干部不会来找他，他一般也不找乡镇

干部。他说:“在集体企业的时候，我与乡镇干部几乎天

天在饭桌上见面; 现在根本用不着请乡镇干部吃饭，也难

得遇到他们。”
2008 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地

方政府为了确保 GDP 的稳定要帮助企业，企业也需要政

府的帮助来渡过难关。当时，盐官镇政府采取了两项措

施，帮助企业迅速摆脱危机: 一是推动企业“练内功”。俗

话说，“打铁先要本身硬”。要想在变幻莫测的外部环境

中搞好企业，企业的人员素质、产品质量、管理水平都十

分重要。长期以来，企业一直忙于发展，没有机会进行整

顿。在金融危机期间，盐官镇政府大力推动企业展开各

种类型的培训，重建企业内部管理制度，进行技术改造，

以极大地提高企业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二是帮助企业

融资，克服暂时的资金短缺。由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协

同努力，盐官地区只经过了短短一年时间，就顺利地渡过

了金融危机。

其三，监督企业，如环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地

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在环境问题上存在着博弈。企业片面

地追求利润，可能不顾环境污染。地方政府如果不闻不

问，必定导致整个环境的恶化，以至于妨碍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在浙北地区，地方政府一方面加强对企业的监督，

另一方面，政府投资建设保护环境的基础设施。例如，嘉

兴地区政府投资建设了大型污水管道，把全地区的污水

集中起来，统一进行净化处理。地方政府的努力促进了

地方经济的繁荣，促成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干部实践: 乡村社会变迁与国家政权建设

以上四种不同类型的农村基层干部，创造了新中国

不同时期浙北农村不同风格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

初看起来，农村基层干部受国家支配，只是执行上级的指

令与政策，是国家的代理人。然而，仔细观察后你会发

现，他们的行为同时也受制于农民的利益，受到村落传统

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农村基层干部与国家之间存在

着巨大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迫使国家不能不顾乡村的

实际情况而空发指令。本文通过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浙北

地区农村基层干部实践的考察，对这一特殊群体进行了

类型分析，并从中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结论: 中国农村的社

会变迁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而不同时代农村基层

干部们的实践展示了这种互动的丰富内涵与乡土性特

征，并且推动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转向。

新中国建立之初，第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自上而下地改变整个国家在各个层面的权力格局。这是

一场非常严峻的政治建设，作为新的执政党，共产党要想

让老百姓了解、接受并支持自己所倡导的意识形态体系

和执政理念，就必须进行一场颠覆性的政治革命。这项

至关重要的历史使命自然落到了各级干部身上，尤其是

农村基层干部，他们面对的是承载着数千年传统文化的

最基层的老百姓以及由血缘、亲缘和地缘构建而成的村

落社区权力格局。浙北农村是新解放区，南下干部用“一

心为贫苦农民”的行为树立了道德形象，用“诉苦”激发起

贫苦农民的“阶级仇、民族恨”，通过土地改革带给了贫苦

农民普遍的恩惠。知恩图报所激发的“土改”干部的牺牲

精神是建国初期浙北农村一系列巨变可能发生的重要动

因。当然，“土改”干部“戴”上了干部的帽子，却仍“活

动”着农民的身体。他们在执行党的指示时诉诸于情感、

关系、辈分，诉诸于个人利益; 而在国家控制放松的时候，

他们又会“走资本主义道路”。
“土改”干部们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了合作化运动

的快速推进。这种超乎执政党预期的进展也让政策的制

定者对形势的判断有所偏差，这种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最

终造成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悲剧。在此之后的一系列政

策调整中，国家的治理目标和政权建设还是紧紧围绕着

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由此涌现出一批年轻的“革命型”干

部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反复较量中崭露头角。他

们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而著称，对革命的话语与符号

十分敏感，熟知社会主义道路的边界和农村社会主义制

度的基本特征。同时，他们还担负起实践一个世界上从

未有过的社会主义试验田的重任。此时，他们不仅要推

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还要维持村落中生活与

生产的基本秩序，更重要的是让老百姓吃饱肚子。由此，

他们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剧场社会”( 张乐天，2005) 。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理目标，

迫使全国上下从干部到老百姓进行另一场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的观念革新。此时的农村基层干部们又被推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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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口浪尖的前沿，改变以往的工作思路和方法，不仅要顺

应国策，更要顺应民心，集中精力和智慧为乡村的繁荣和

农民的富裕而打拼。他们不再以政治革命为导向，而是

挖空心思办企业，搞活经济。既然赚钱已经不再是可耻

的事情，积累财富也不是资产阶级作风，那么为乡村赢

利、为老百姓赢利，就成为了他们的能力和政绩的唯一指

标。他们在国家大政策的框架下，利用所有可以利用乡

村资源和优势，在缺技术、缺资金、缺人才、缺原材料、缺

销售渠道等等不利条件下，创造了乡镇集体企业的黄金

时代。

随着 20 世纪末的企业转制，以乡村干部牵头的乡镇

企业已辉煌不在，他们一手创办的企业瞬间脱离了党政

系统。由此，农村基层干部也出现了不同方向的分流，最

终留下来的干部和新上任的年轻干部所面临的又是一个

新的农村发展课题: 在乡村经济格局中，独立于党政系统

之外的私营企业迅速兴起，继续为农村和农民创造着财

富，那么政府应该怎样处理与私企的关系，如何帮助私企

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如何让这些经济细胞为农村的建

设做出贡献。在调整好心态并认清形势之后，新一代的

农村干部们并没有沉浸在脱离企业经营的失落中，而是

以“服务”的姿态重新投入到基层的工作中去。他们不仅

帮助企业于困难之中，更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处

理由经济问题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国家倡导

“社会建设”的今天，他们在工作的细微处时刻都在平衡

着经济与社会的同步发展。他们的管理理念和工作方式

越来越朝着现代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新时期的农

村基层政权建设推动着国家政权建设更趋专业、成熟和

稳健。

在浙北农村，这四类不同的农村基层干部在不同时

代的社会实践演绎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而这种互

动不仅体现了浙北农村所经历的从传统乡村向现代乡村

的变迁，更揭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建设所经历

的两个重要历史转向: 第一个转向是，国家治理目标从

“以颠覆性的政治革命为中心”转向“以经济与社会建设

为中心”; 第二个转向是，国家政权建设的特点从“革命传

统型”的政权建设转向“现代专业型”的政权建设。而改

革开放政策的出台是这两个转向的转折点。结合四种不

同类型的农村基层干部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感恩型”与

“革命型”的农村基层干部的行为特征与管理方式正好体

现了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以颠覆性的政治革命为中心”的

治理目标和“革命传统型”的政权建设特点; 而“赢利型”

和“服务型”的干部身上则体现了转型之后的“以经济与

社会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目标和“现代专业型”的政

权建设特点。农村基层干部以自己的独特社会实践，既

促成了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也实现了现代国家政权建

设的转向。

注:

①“破四旧”: 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②“南下干部”: 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为了接管、巩固新

中国政权，支援南方广大新解放区建设，各省根据中共中央

决议，纷纷抽调大批党政干部随各路人民解放军南下。

③④⑤参见海市县委办公室《海宁县农村土地改革互助合作

历史简编》，1958 年编。

⑥“预购定金”: 国家预先给农民的农副产品收购款，能助于克

服农业投入的困难。

⑦“四清”: 1965 年初，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即《二十三条》) ，把“四清”

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

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⑧除了“四清”时期提拔的干部以外，那个时期进入公社、生产

大队两级领导班子的还有老干部代表与造反派代表。

⑨“二月逆流”: 1967 年 1 月19 日至 1 月20 日中共中央军委会

议和 2 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

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林彪、

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进行的斗争，当时被称

为“二月逆流”，后被中共称为“文革”初期一次党内公开的

抗争、“二月抗争”。

⑩“清理阶级队伍”: 1968 年全国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

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

出来的地主、富农、反革命、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

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

瑏瑡“批林批孔”: 1973 年 7 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

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

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毛泽东把

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

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接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

号，经过密谋策划，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

指向周恩来。

瑏瑢请“灶家菩萨”: 在家里的灶台上供奉灶家菩萨。

瑏瑣“相帮人”: 当地方言，指前来帮忙的人。

瑏瑤根据毛泽东时代对于技术工人技术等级的划分，八级工是工

人技术的最高等级。

瑏瑥当时的改制政策是“租赁、拍卖小微亏企业，对大中型企业

实行股份制改造”，所以这里主要指办得较好的乡镇企业或

者大中型乡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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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Comprehension of Rural Grassroots Cadre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 R． C．

Zhang Letian ＆ Lu Yang

Abstract: Contemporary academia have reached one thing in common on Chinese rural politi-
cal studies，that is the ideal type of binary opposition analytical framework on the state and society
is not appropriate on Chinese rural study; in China，the state and society is always interdependent，
they together create local social orders with strong Chinese features． In interactive social order sys-
tem，those grass root cadres play very important roles，and construct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
tween common peasants and the state，and in the mean time，formed uniqueness of rural social de-
velopment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time．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based on every practice of rural grass root cadres，tries to reflect on four historical stages with dis-
tinct features，on the roles they played，their behaviors at each stage，uncovers the historical transi-
tion on rural society and state power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Interaction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local social order; rural grassroots cadres;
rural social transition; state power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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