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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村民自治的发展与完善 

  出处:光明日报 郭旭    

  

  村民自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中国社会最基层、最广泛的政治，

它是实现农民当家作主的主要形式。村民自治的实施可以培养农村的民众的自主意识和参与能力，

提高政治素质和操作能力，保证了全体村民真正享有通过有效的形式管理基层地方事务的权力，最

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与主体性，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   

  我国村民自治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当前形势下，要使村民自治更好地发展，应该做好以下几

个方面的工作。   

一、继续推进依法自治，进一步完善村委会选举   

  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其实质是要将民主建设与法制建设结合起来。对容易产生滥用权力的

具体机制、制度和薄弱环节加以完善。另外还要完善选举的程序，如认真检查选民身份、分发选

票、取消委托投票和流动票箱、公开候选人的提名过程及增加候选人的数量的措施来完善村民自治

选举。应广泛宣传选举知识，使村民对自己的责权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村委会干部的选拔工作应注

意吸收一些复员军人、在乡知识青年、返乡的外出务工人员。加强对村干部的考核培训，组织其参

观先进村组，建立干部目标责任管理制，搞好廉政建设，以便村干部自觉接受村民的监督。   

  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的程序并加强村委会组织建设和组成人员的培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重在

制度建设、法治建设，所以制度和法律建设是根本。另外，要加强村委会组成人员的教育和培养以

及观念的更新，定期向村民代表会议等其他代表村民意愿的组织述职，接受其监督。实行村务公

开，尤其是财务公开，并以此为切入点，构建良好和谐的乡村社会秩序。   

二、建立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协调机制   

  建立两委联席制度。尽管村委会与党支部的性质和职能存在着较大差异，然而其成员都是农村

的政治精英，在发展本土经济，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建设乡村政治文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

方面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是一致的。因而完全可以在保持各自性质和完善各自职能的前提下，实

现最大程度的整合，以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三、建立村民议事会制度、发展农村经济   

  村民议事会制度是强化村民自治组织建设的有效途径。第一、对村民议事会的性质、职能、议

事程序、议事范围等，制定详细的规定。对文化参差不齐的议事会成员进行培训，提高其参政议政

的能力，提高其政策水平和法制观念，使其既发挥良好的监督职能又不会妨碍村委会工作的正常开

展。第二、建立村委会与村民议事会之间的沟通机制，进行必要的定期交流。村委会汇报工作，议

事会则集中反映群众的呼声，为村委会作好“信息接受与传递器”，从而密切干群之间的联系。第

三、加强村民议事会的经济和文化指导职能的建设，进一步扶持、强化、壮大各种集体经济组织和

民间文化组织。实践证明：集体经济的强弱与乡村政治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政治呈良性发

展的地区，往往是集体经济发达、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依托其活跃农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

活，并缩小公共权力的集中程度，从而减少因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程度，使村委会更好地行使管理



公共事务职能。   

  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作为主体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发展经济是农民参与村民自

治的根本所在。第一、坚持“科教兴农”战略。大力发展社会文化发展落后地区的职业教育，定期

举办各种新技术培训推广班，提高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第二、推进“税费改革”

和免除农业负担的政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实

行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制度，建立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增强为“三农”服务的能力。第

三、改革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发挥农民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价值主体的作用。第四、调整农村

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农民参与市场经济的深度、广度，发展龙头企业或协会+农户、龙

头企业+科研单位+农户等模式。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发展特色经济，建立与当地人口、资源、环境相

适应的经济发展科学模式。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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