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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层政权研究的拓新之作

—
《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 》评介

王惠岩

我 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
。

山区面积占全 国陆地总面积的9 % 6
;

山区人 口占全国总人 口的 51 %
;

山区乡镇

行政 区占全国乡镇行政区总数的 57 %
;山 区是我国生活资料的集中产区 和关系国计 民生的重要原材料

、

燃料

的主要输 出地
。

可见
,

作为山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事业基层决策者
、

组织者和推动者的乡镇政权的建设问题
,

在我国政权建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格局 中占有重要而又特殊的战略地位
。

但长期 以来
,

我国学术界 没有

注意把 山区乡镇政权建设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进行研究
。

因此
,

张立荣所著《新视野与大思路
:

中国山区 乡镇

政权建设研究 》一书 ( 由武汉大学 出版社 出版 ) 开辟 了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研究 的新领域
,

填补 了我国政权建设

研究 的一项空白
。

综观全 书
,

它具有 以下几个特点
:

第一
,

体系构架新
。

全书的正文除
“

绪论
”
以外

.

由
“

综论
”
和

“

专论
”

这两个 主干部分构成
。

前者着眼于宏观

方位
,

全 面透视和探索山 区乡镇政权的生态环境
、

建设历程
、

初步成效
、

主要问题及综合对策 ;后者侧重于微观

层面
,

具体分析和研讨山区乡村社会管理体制问题
、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主席团制度问题
、

乡镇选民角色意向结

构 问题
、

乡镇干部队伍不稳问题
、

乡镇干部聘用制问题
、

民族乡政权及村级组织建设问题
。

为便于读者进一步

了解正文内容
,

同时亦为研究 山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提供可 资借鉴和参考的素材
,

作者在正文之后收集了
“

中

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
”
课题调查提纲

、

武陵山区
’ `

人 民代表大会与基层政权建设
”

问题访谈实录等背景资

料
,

作为本书的
“

附录
”

部分
。

这种熔专题研究和综合分析于一炉
、

集主体内容和背景材料于一身的构架体系
,

在学术理论界可谓 匠心独运
,

颇具特色
。

第二
,

立论角度新
。

山 区乡镇政权作为一种结构
、

机制及其现象都很特殊和复杂的事物
,

可从不同的方位

和角度进行观察和研究
。

如果说研究任何事物首先都要明确研究的视角的话
,

那么
,

对于山区乡镇政权建设

问题的研究
,

取定何种视角就显 得更为重要 了
。

因为心苟未明
,

论列无序
,

不仅会被山区错综复杂
、

参差 不齐

的地域环境
、

经 济类型
、

文化模式
、

历史遗存等现象弄得 自我迷 失
,

不知所措
;
而且还会被各种互相矛盾

、

彼此

冲突 的理论
、

观点
、

范畴
、

概念弄得六神无主
.

难以应付
。

为了避免和超越这种思维上的
“

黑色幽默
” ,

作者以探

索的勇气和求实的精神
,

运用政治生 态学的理论视角— 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主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联
、

相

互作用 的基本原理
,

来揭示 山区乡镇政权系统与其特定 的 自然一经济一社 会环境 的互动关系
。

由于立论新

颖
、

独特
,

使得该书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学术创见
。

比如
,

该书在国内政治学界率先提出并阐释 了
“

生态主义的山区乡镇政权建设观
” ,

即把国家设置于 山区的 乡镇政权 系统视为一个开放系统
,

把山区乡镇政

权建设过程视为与特定的 自然一经济一社会环境所构成 的外界超大系统相互调适的过程
,

基于此种论定来

寻绎重构 山区乡镇政权建设模式
,

增强其适 应性和有效性的途径
,

这就突破了以往所通行的
’ `

一刀切
”

型
、

外延

型和单一型 的建设 乡镇政权的思维定势和行为范式
。

第三
,

研究方法新
。

与 一般研究国家政权建设问题的理论著作不同
,

该书不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

析方法
,

而且还充分体现 了政治社 会学经验研究规 范的要求
。

从方法论上观之
.

作者比较好地遵循了宏观与

微观相结合
、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
。

既站在宏观 的高度
,

从整体上
、

全局上对我国 山

区乡镇政权建设 问题进行审视
,

又立足于实际
.

深入山 区 基层社会
,

从具体的
、

特定的范围中收集大量第一手

资料
;
既从对 山 区基层社会生活的直接感受 中获得对乡镇政权现象的感性认识

,

又广泛借助于政治社会学的

概念和范畴去解释各种现象背后的东西
;

既采取大规模抽样问卷调查 的方法收集定量资料
,

进行统计分析
,

又

采取小范围个别访谈的方法收集定性资料
.

进行理论分析 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

对于作者构建山 区 乡镇

政权建设新模式
、

提 出山 区乡镇政权建设新思路
,

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
。

当然
,

作为我国第一部研究山 区 乡镇政权建设问题的专著
,

它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和有待

进 一步完善的地万
。

比如
,

山 区 乡镇政权建设与农村基层政治发展的关 系问题
,

理应是这部运用政治生态学

理论和政 治社会学 方法探 析山 区 农村基层 政权建设 问题 的专著中的一个重要 内容
,

但书中却基本没有论 及
。

尽管如此
,

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指出
,

该书在国内同类研究 中具有领先水平
,

是我 国农村基层政权研究的开拓

创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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