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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问题的提出 

农村公共物品是相对于农民“私人物品”而言的、用于满足农村共同生产和生活需要的物品，它的供给直接关系

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生活质量的提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环境下，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是各级

政府丁作的重点，也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供给主体更是讨论的焦点。许多学者认为，尽管中央和省政府加大

了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但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和制度外筹资的渠道，目前的财政投入难以满足农民对农村

公共物品日益增长的需求的，于是便提出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多元化”的观点。如吴士健认为，农村纯公共

物品由政府提供，农村准公共物品由政府和农民混合提供，而小范围受益的低级公共物品可以则由农民以“俱乐部”

的方式自我提供。 王国敏也提出，涉及整体性、全局性、长期性农村公共物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区域性农村公共物品

由省政府提供，地方性农村公共物品由地方政府提供，而社区性的农村公共物品由农村自治组织和农民共同提供。 对

于村庄小范围内的公共物品，他们都提H|了应该由农民自我供给的策略。另外，彭长生 、苏杨珍 。等也分别通过个

案研究，验证了“村民自发合作”作为农村社区级公共物品的供给途径的可能性。 

但需要探讨的是，这种村庄内部公共物品自发供给的成功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即是不是所有的村庄都可以实

现呢?如果不能，那村庄公共物品的白发供给究竟需要具备哪些因素呢?这些问题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本文所讨论的

两个个案村J村和C村都是位于安徽省南陵县XZ镇的自然村，该镇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圩区，自然和气候条件优越，在

历史上是有名的“鱼米之乡”。该镇还是一个典型的人多地少、以劳务输出为主，集体经济相对薄弱的中部乡镇。J村

和c村分属两个不同的行政村，但却是邻村，两村相距不到1．5kin。可以说，在自然条件、外部政策环境上两村所拥

有的资源是大致相当，但两村在村庄内部公共物品的自发供给能力上却存在着很大差异： 

2 两个个案村的简介及对比分析 

2．1 J村简介全村95户，360人，为一个村民小组。由于紧临集镇(原乡政府所在地拆乡并镇后，成为当地的经济

集贸中心)，故本村村民外出就业的仅四十余人。其余村民除在家从事农业之外，还就近从事一些副业，如餐饮服务、

交通运输等。2003年，经在外经商回家的村民提议，并在通过村内领导班子的讨论及大部分村民的同意后，由村集体

经济、少数经济大户捐助以及村民集资的方式筹得资金，在村里老祖坟原址上建造了一座公共陵园。 

该陵园于2004年竣T ，取名为“松陵园”，造价40余万元，占地近3000m ，可容纳1000个牌位。在访谈中得知，

J村建造松陵园的最初设想来源于修族谱，以“重塑家族观念、光耀家族门楣”。不过，J村村民并没有执著于这一

点，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即松陵园不仅用于存放本村过世村民的遗灰，外村他姓人只要缴纳一定的费用(600

一1000元不等)后，其亲属遗灰也可存放于此。到目前为止，松陵园已经存放了100多个牌位，且大部分来自于外村。

由此而得的收益直接充作集体经济收入，由专人管理，用作村内各项公共事务的开销。该村利用这些集体收入，分别

于2005年和2006年对村内道路，以及农田机耕道进行了一番修建，大大方便了村民的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 

2．2 C村简介全村一共114户，人口482人，划分为3个村民小组。目前该村外出就业有2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为

40周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未外出村民大部分都从事农业种植，有少数进行家禽养殖。近些年来，随着机械化的推

广，村民对机耕道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自2000— 2002年，该村村民曾经就机耕道的修建商讨过四五次，但由于村民

意见不一致，利益冲突难以协调，导致这一计划频频“流产”。如今，该村的机耕道仍然没有修建起来，成为制约该

村农业生产最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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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对比分析J村与C村这两个相邻的自然村在村庄内部公共物品的自发供给能力上确实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原

因有三个方面。 

(1)资金来源。农村公共物品的自发供给，其最重要的环节应该就是资金的筹集。在这一方面，J村具有绝对的优

势。首先，J村有集体经济池塘养殖，每年都有一笔固定的收益，有能力为村民提供一些小范围的、花费较少的公共物

品，如本村村内道路、农田机耕道等都是由村集体经济收益直接提供的。像松陵园这类资金需求比较大的公共物品，

其资金主要来自三个渠道：村集体经济、村内经济大户捐助，村民集资。松陵园的建造前后共投资了40余万元，其

中，村集体经济投资10万元；村内经济大户自愿捐助近4万元，村民集资近30万。J村外出就业的村民虽不多，但有好

几位都是在江苏一带承包建筑工程的，有着雄厚的资产、丰富的社会经验，在村内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松陵

园的建造由他们提议，并首先在经济捐助上做出表率，带动和激励了村内其他村民集资的积极性。整个工程从提议、

决策、集资、建造这一整个过程花费了不到一年时间，显示了J村在公共物品自发供给上的巨大潜力。比较之下，C村

就逊色很多。首先，C村没有稳固的集体经济收入，尽管c村也有一些池塘荒滩等集体资源，但是没有集体投资，而是

承包给本村村民养殖，由此而获得的微薄的承包费也大都分发给村民。所以，村集体无力提供资金。其次，c村没有J

村那样的经济大户，缺乏资金筹集上的直接带动和激励效应，而且在村民收入上，c村普遍低于J村，村民的集资能力

和集资积极性都低于J村。 

(2)组织动员。强有力的组织动员也是村庄内部公共物品能够顺利自发供给的必需条件。这对村庄领导人的组织协

调能力、工作积极性、个人声望等各方面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一方面，J村现任村组干部显然是胜任的，都有很长

的村干部经历，在村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在村庄公共事务方面，他们充分发挥了组织动员的作用，从而使各项工作

得以顺利开展。而这也正是C村最缺乏的，在村庄公共事务的组织协调上，村组干部基本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访谈中了

解到，由于村民之间的相互不信任，c村三个村民小组的组长现在是每年一换，且基本上是由村民“轮流”担任，造成

村民组领导职位权威的丧失。一方面任期太短，上任者来不及树立威望便已“换人”，另一方面这一职位的当选本身

也并非是对其个人能力的肯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当选者的工作积极性。正是由于村庄组织的涣散和村组干部的

“不作为”，使得各项工作陷入无人组织的困境，其村庄内部公共物品的自发供给能力可想而知。 

(3)村民参与。村庄各项公共事务的最终落实离不开村民的积极参与配合。但村民参与不仅需要有参与的主观意

愿，还要有能够参与的客观条件。J村村民在村组干部和村内经济大户双重引导和激励下，大都有很高的参与积极性，

且大部分村民都在家，这也为工作的具体开展提供了便利。c村村民既没有村组干部的积极组织，也没有经济大户直接

的利益激励，缺乏引导的村民就像一盘散沙，对村庄公共事务失去信心和参与积极性。而且，该村大部分40岁以下的

青壮年在外打工，也是导致各项村庄公共事务难以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因。 

3 农村公共物品自发供给的条件 

经过对J村与c村的对比分析，剔除其中的偶然因素，笔者认为，一个村庄要实现内部公共物品的自发供给，至少

需要两个条件： 

3．1 村庄精英的引导和组织“村庄精英，即在农村社会中影响比较大的人物” ，可以分为传统型精英和现代型

精英。“传统型精英主要指那些以名望、地位、特定文化中的未知乃至明确的自我意识为前提而形成的精英，如那些

过去当过村干部和现在仍然当村干部的人、有教养而能服众的人??，而现代型精英，主要是市场经济中脱颖而出的经

济能人，他们往往因为经济上的成功，而在农村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J村村庄内部公共物品之所以能

够自发供给，其资金筹集、组织动员以及村民的积极参与，都与本村村庄精英的积极引导、组织以及自身拥有的强大

号召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村内的经济大户这些现代型村庄精英们的主动捐助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在此激励

下，很多普通农户的投资意愿也被调动起来，在加上村组干部这些传统型精英们的积极动员组织，使少数不合作者迫

于舆论压力而达成一致，使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得以实现。而c村失败的很大原因就在于：现代型精英的缺失和现有传

统型精英的“不作为”，事实上，该村现任村组干部也称不上是村庄精英，因为他们缺乏一个村庄精英人物需拥有的

影响力和号召力。 

3．2 较强的村庄社会关联 “村庄社会关联”一词最先是由贺雪峰提出的，“它特指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具体关

系的性质、程度和广泛性，是村民在村庄社会内部结成的各种具体关系的总称” ，“具体地说，是指村民一致行动的

能力，即在解决村庄秩序问题时，村民有多大可能集体行动。” 他还把社会关联划分为现代型社会关联和传统型社会

关联，前者是指经济社会分化水平较高地区、以契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后者是指以伦理或神性为基础的社



会关联 。 

事实上，在经历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观念及强大传媒力量的巨大冲击后，农民正变得

日益理性化、世俗化，原本建立在伦理、信仰和习惯基础上维系村庄秩序的传统社会关联已严重失落，这种变迁是J村

和c村都无法避免的。只是在具体程度上，c村比J村严重，这与其村民大量外出打工，村庄生活面向外倾有很大关

系。二者之间的差距在于：J村的经济较发达．村庄内部经济分层开始明显。尽管传统的村庄记忆已经弱化．但日益发

展起来的现代型社会关联填补了空白，而且也为村庄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关系的重建提供了支撑。如松陵园的建造设

想正是来源J村村民修族谱这一宗族观念的复兴。它的建造不仅是对J村内部传统社会关联的强化，也是一种现代型社

会关联的建立。它作为一个村集体经济，本身已经成为构建村民间现代型社会关联的载体。事实上，松陵园所创造的

效益也的确大大提高了该村公共物品自发供给的能力。c村经济没有J村发达，村庄内部经济分层也不明显，村内缺乏

经济能人，以及建立在经济成功基础上的权威和现代型社会关联。在传统社会关联遗失和现代型社会关联难以建立的

尴尬处境下，C村村民日益成为原子化的个体农民，相互问缺乏信任，使得各项村庄集体行动难以开展。 

由此可见，村庄社会关联度在农村公共物品的自发供给上确实起着非常蚕要的作用。社会关联度强的村庄，村民

一致行动能力强，就具有村庄公共物品的自我供给潜力。反过来，社会关联度低的村庄，村民一致行动能力差，难以

实现村庄公共物品的自发供给。 

4 总结与讨论 

村庄精英的积枉乏引导和组织，村庄内部较强的社会关联是当前我同农村在村庄内部公共物品自发供给的两个必

备条件，而一定的村集体经济则是村庄公共物品可以高效率、高层次地自发供给的保证。J村和c村作为两个典型案

例，必然带有一定的特殊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一部分村庄里也出现了像J村那样因在外经商而致富的经济能

人，并确实带动了本村公共物品的自我供给。但这样的现代型经济精英的出现毕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缺乏普遍意

义。正如贺雪峰指出的那样，真正占中国农村大多数的，依然是像c村这样以传统型村庄精英为主、弱社区记忆性质的

村庄。 尽管农民的收入提高了，但他们的一致行动能力却降低了。对于像c村这样村庄生活面向外倾、缺乏发展动力

的村庄，如何从制度上激励其村庄传统型精英的l丁作积极性、增强其村庄内部凝聚力、重建村民的村庄共同体意识以

提高其村庄的一致行动能力等方面的问题，是我们要提高其内部公共物品自发供给能力所必须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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