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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与挑战

　　一、乡村组织体系的功能变化

　　取消农业税，对基层组织行为模式和功能发挥带来了很大影响。基层组织不再与所有的农民都打交道，而只

是与农民中的一部分人发生直接联系，组织体系的原有功能模式不能再如之前那样发挥作用。国家不用再向农民

征收农业税，基层政府、乡村干部与农民因为征税的各种矛盾也消失了，农村似乎突然变得和谐。但是，这种和

谐的前提是，农民与基层政府和组织的关系日益疏离。当然，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还有很多自上而下的任务，但

这些工作中的大部分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乡村治理中“办事留痕”“形象工程”“文山会海”等形式主义越来

越普遍。

　　最近十多年，项目制在农村基层治理中逐渐兴起。项目制是具有统摄力的国家治理模式，目前越来越多的征

地被用在各级政府各行各业中，“项目进村”越来越成为中西部农村的现实，国家涉农资源以项目的形式投入到

具体村庄中，项目下乡越来越成为基层治理的常态。与此相应的乡村组织运转，呈现出财权虚空、事权缩限与行

政事务密集的悖论性特征。

　　由于村级组织的工作重心不在于与所有的农民发生关联，不能聚集所有的农民，不能收集足够的信息，组织

体系的原有功能模式不能再如期发挥作用，乡村组织体系因此发生松弛，导致了一些负面的后果。

　　二、群众权责观念的变化

　　基层组织体系功能发挥的弱化，还与群众权利与责任观念自身的变化有关。中国基层社会已经进入了利益和

思想多元化的时代，群众的权利和责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多因素导致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模式由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经济模式的转型带来了经济总量的大幅度

增长。社会成员在转型中都不同程度有所获益，但在转型中受益程度则存在着较大差异。利益格局的变化，产生

了种种消极影响，导致贫富差别进一步拉大，社会的公平公正受到挑战，不同阶层的利益矛盾加剧。

　　伴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化，相应的思想意识也逐渐多元化，思想意识的一致性日益被打破，呈现出多元

化态势。各种与主流思想意识不同甚至冲突的思想意识都在社会中存在，并对主流思想意识构成支持、补充或竞

争、挑战。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即使最基层的农民也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思想，并从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思

想作为理论武器。　　

　　在乡村组织功能瓦解，人们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又有各种多元的思想观念作为支撑基础，这直接导致基层

人们权利与职责观念的变化，实践中更是出现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

　　基层社会一些群众只讲权利、不讲义务、不讲责任，动辄向政府要求利益。而在基层治理过程中，政府似乎

背上了“枷锁”，有着无穷无尽的义务和责任，在各种话语体系中都是如此。在法治话语中，他们被要求尊重权

利、履行义务，动辄面对基层民众的维权。而且作为人民政权，基层政府和组织还必须遵循党的政治伦理，对人

民群众有着近乎无限度的责任。而当群众面对基层政府和组织时，就可以在各种话语中游走选择，哪种话语对自

己有利就选择哪种。最终，导致的是一种权利与责任极为不匹配的实践，这种实践反过来又不断“教育”群众不

讲责任和义务，只讲权利和利益，这使基层的社会治理面临巨大的压力和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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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闫琪）

　　三、技术治理模式的形成

　　在既有村级组织功能日益弱化、社会安全和稳定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城乡基层发展出了新的技术治理模

式，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谓的网格化管理。涉及的工作主要包括综治维稳、公共安全、具体政策执行三个方面。

　　网格化管理将城乡基层划分为不同层次的网格，在网格基础上进行信息收集和管理。信息采集是网格化管理

的基础工作。通过对网格内的人、地、物、事、组织等要素进行全面的信息采集管理，进而发现处置各类矛盾隐

患，及时响应群众诉求。在网格化管理平台上，具体的做法主要有三类：一是定期巡查与信息上报。二是责任界

定与交办督办。三是网格“三定”责任体系。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出现大量非传统安全问题，社会稳定需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手段和措施

已难以应对。在管理模式上，往往强调网络式管理，各种防范督查要求社会单位自主查、人民群众协助查等多种

形式排查，既查大隐患，又查小问题，确保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不留空白，可以说，管理非常细密

深入。网格化管理正是这样的技术治理模式。技术治理模式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依托。在中西部农村地区，

在财政转移支持下，网格化管理模式日趋完整。而在东部农村地区，由于基层政府财政能力较强，村集体也有公

共资源，技术治理模式已经十分强大。

　　四、重构权利与责任意识

　　技术治理模式的兴起，显然有其独特背景下的合理性：利益的多元化、思想的多元化以及权利与责任观念的

变化。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社会治理不能再依靠过去那种单一的行政管理方式，而是将一些社会事务交由自治、

合作来解决。从长远来看，应对问题还是应该建立均衡的权利和责任体系，帮助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权利和责任

观念。因此，需要强调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社会治理的变革，需要将国家与个人之间从传统的“统治关系”转变

为“治理关系”，需要有效调动国家、社会、市场各种机制发挥作用，调动一切社会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民族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已经高涨，司法系统和社会治理体系应对能力稍显不足。

在社会现实中，政府不但受到法学上的权利话语的压力，还受到政党伦理中的责任担当话语的巨大制约。与之相

反，民众开始敢于主张自己合法的权利，但缺乏责任和义务意识。这给基层治理带来巨大的挑战。在这种挑战

下，需要正确对待权利本位论，重新强调权利与义务、责任的平衡。也就是说，面对挑战，我们需要一种权利与

义务、权力与责任平衡的政治和法律理论。当前的现实条件，正是这种平衡的政治和法律理论的前提背景和社会

基础。

　　在社会治理中强调权利的同时，强调义务和责任有很强的必要性。对于具体的社会治理对象而言，在强调各

种权利的同时，需要强调他们在自治中的义务，在道德上的责任，在法治体系中的义务和责任，如此，才能将个

人真正融入社会治理体系。对于基层政府和组织而言，在明确其权力和职权的同时，也应当明确其责任和义务，

尤其应当强调责任和义务的有限性。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9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琪/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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