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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10月笔者对陕西省户县五凤尧甘口尧甘沟尧青
二尧安堡尧洪庵尧西一镇的 35个村的 49名村干部进行问卷
结合访谈调研遥调查样本为 50个袁回收 49个袁回收率为 98 %袁
有效率为 98 %遥 调查涉及到了村干部的年龄尧文化程度尧政
治面貌尧工资水平尧工作动机尧工作重心尧工作难点以及村干
部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制约因素等变量袁 较全面地考察了村
干部面对职能转变的现实情况遥
1 新时期村干部面对职能转变的实证分析

渊 1冤从年龄上看袁老龄化十分严重遥这 49名村干部的平
均年龄是 48岁袁其中袁30~39岁的占 6 %袁40耀49占 57 %袁50
岁以上的占 37 %渊 表 1冤遥

渊 2冤从文化程度上看袁主要以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为主
渊 小学以下占 4 %袁初中占 58 %袁高中以上占 38 %冤遥 面对信
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到来袁 村干部急需提高自己的科学文
化技术水平袁不断开拓视野袁解放思想遥据调查袁目前村干部
最需要学习的是农业科技知识和农村政策遥 村干部最关心
的是土地政策和农业科技渊 政策冤袁其次是选举问题尧医疗及
教育改革等袁详见表 2遥

渊 3冤从政治面貌上看袁49名村干部中有 40个党员袁占了
近 82 %遥 村干部作为党在农村工作的神经末梢袁深入到了
农村工作中最细微处袁因此袁农村党支部在村民自治实践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遥

渊 4冤从村干部的工资报酬来看袁月平均工资是 157.4元袁
年工资收入不到 1900元遥而村干部的月工资平均期望值为
348元袁是其实际工资的 2.2倍遥 根据调查袁实际工资偏低袁

不到村干部总收入的 22 %袁村干部的工资外收入占近 80 %袁
工资外收入是村干部收入的主要来源遥 表 3为村干部从事
其他工作的人数比例遥

渊 5冤 目前村干部普遍将发展经济和提供公益服务作为
最重要的工作遥 表 4为村干部心中认为的免税后最重要的
工作遥从表 4可以看出袁村干部的工作重心就是带领群众致
富和提供公益服务要要要打井尧安装自来水等遥

渊 6冤 现阶段令村干部感到最难做的事情是如何带领
村民致富袁如何为村民提供公益服务袁以及在实现这一目标
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各种关系遥 如何在乡镇政府和村民之间
博弈袁是摆在村干部面前的最大难题遥村干部认为最难做的
事情见表 5遥

渊 7冤从村干部工作动机来看袁绝大多数村干部都愿意为
群众办事袁认为这是一种荣耀的事情遥这将有利于村干部的

认为是第 1位的人数比例椅% 位次排序
土地承包 52 1
农业科技 38 2
选举制度 30 3
医疗尧教育 16 4
粮食流通 14 5
税费改革 10 6
金融体制 6 7
乡企制度 0 8

表 2 村干部最关心的改革政策

从事该工作的人数比例
普通农民 68
个体户经营 18
兴办工厂 8
乡企工人 2
临时打工 2
其他 2

表 3 村干部从事其他工作情况的人数比例 %

认为是最重要的工作的人数比例椅% 重要性位次
带领群众致富 70 1
打井尧安装自来水 20 2
维护治安 2 4
收取税费 2 5
调解纠纷 6 3

表 4 村干部心中认为的免税后最重要的工作

认为该项工作最难做的人数比例椅% 难度性位次
带领群众致富 37 1
处理上下级关系 29 2
打井尧安装自来水 14 4
计划生育 2 5
村民纠纷 18 3

表 5 村干部认为最难做的事情

村干部职能转变问题的调查研究
要要要以陕西省户县 35个村 49名村干部的调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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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户县五凤尧甘口尧甘沟尧青二尧安堡尧洪庵尧西一镇的 35个村的 49名村干部进行问卷结合访谈调研袁考察了村干部职能转变的
现实情况遥 调查结果表明袁在新农村建设时期袁村干部的职能转变是农村最底层工作的关键袁客观上要求村干部应加强其在经济发展
中的领导尧协调职能与公益事业和公共事务中的服务职能遥 最后袁提出了村干部职能转变的若干政策建议遥
关键词 村干部曰职能转变曰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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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比例椅% 不同文化程度所占比例椅%
小于 40岁 40~49岁 50岁以上 小学以下初中 高中以上

淤 8 57 37 4 58 38于 28.7 49.3 22.0 38 46 16
盂 14 23渊 40耀45岁冤 63渊 45岁以上冤榆 43.4 9.1 47.5

表 1 村干部年龄及平均文化程度的统计

注院表中①为刘瑞明渊 2005冤对陕西户县 35个村的 49名村干部的问
卷调查结果曰②为王征兵渊 2003冤对陕西省礼泉县袁河南叶县尧鲁
山县和湖北省大悟县等地的调查结果曰③为冯书君渊 2003冤对四
川巴中市巴州区 50个乡镇的 618个村的村干部队伍的调查结
果袁其中文化程度以初中和小学为主袁高中以上很少曰④为杨森
渊 2000冤对徐州市村级干部的调查结果袁其中文化程度初中以下占
79.8 %袁高中以上占 21.2 %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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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顺利地转变遥 表 6反映了村干部工作动机遥

渊 8冤村干部对驻村干部制度的态度有一半以上的人认
为还是很有必要的袁 一小半人认为没有什么必要或是必要
性不大遥 表 7反映了村干部对驻村干部制度的态度遥

渊 9冤村干部领导班子比较稳定袁两委工作配合的也比较
好遥 当选村干部没有被换过的人数占 90 %袁而且 70 %以上
的村干部认为两委工作配合的比较良好遥

渊 10冤干部公职化问题遥 在问到村干部自身认为有没有
必要实现村干部的公职化的问题时袁 村干部的答案是肯定
的袁且这些村干部认为院一个村应该设 3耀4名带工资干部袁
即村干部公职化的合理人数袁 也即村干部认为应设立的带
工资干部人数的数学期望遥 表 8为村干部认为应设立的带
工资干部人数情况遥

渊 11冤大多数村干部认为不必再设队长渊 即小组长冤了遥
其中袁认为野 完全不必设冶的占 42 %袁认为野 还是没了的好冶
的占 50 %袁8 %的为不清楚遥

渊 12冤在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上袁村干部认为
一个团结的村干部领导班子有时要比稀缺的资金技术还要

重要袁 能否干好工作最关键的取决于是否有个团结有力的
领导班子遥表 9为村干部认为干好工作的最关键因素分析遥

渊 13冤制约新农村建设的因素调查结果表明袁有力的领
导班子和稀缺的资金技术一样袁 成为新农村建设最关键的
制约因素之一遥此外袁历史遗留问题渊 主要是村级负债冤和区
位因素渊 包括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冤也比较严重地影响着新
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遥相比而言袁目前的历史遗留问题要要要
村级负债对新农村建设的负面影响更大遥 由于信息技术和
通讯手段的迅猛发展袁 区位因素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重
要性相对有所淡化渊 表 10冤遥
2 村干部领导班子在职能转变中的作用

在关中地区流传有野 金周至袁银户县冶的佳话遥户县农民
生活富足与村干部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院 淤在村干部带领

农民致富尧提供公益服务的职能转变过程中袁村干部集体领
导班子的团结协作精神功不可没袁 团结有力的领导班子是
户县人民致富的引擎袁这在村干部及村民心中达成了共识曰
于村组织变动很小袁组织稳定有力曰盂两委关系处理融洽袁
工作配合有力曰榆党员的先进的模范带头作用不容忽视渊 50
个村干部中 40名是党员冤曰虞党组织建设常抓不懈遥

实践也证明袁一个强有力的村干部领导班子袁特别是当
前实际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的村支书的能人效应和领导才

干对集体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遥如华西村尧南街
村尧窦店尧袁家村尧方家泉村等袁这些村的村干部渊 尤其是村
支书冤以其个人能力尧魅力和强大的责任感带领全村人民走
上致富的康庄大道遥
3 村干部职能转变的政策建议

渊 1冤积极开展各种村干部培训工作遥政府可通过组织专
家就野 如何实现村干部的职能转变袁快速发展致富项目及提
供公益服务冶 进行巡回演讲或是采用远程视频教育的方式
进行遥如杨凌的野 乾兴模式冶袁由政府负责联系袁乡镇干部尧村
干部自行组织学习袁 最好让群众也能参与到学习和讨论之
中曰 政府或村委会自己也可以组织村干部到大学等机构参
加培训曰还可以通过多种媒体袁如报纸尧广播尧杂志尧电视等
宣传引导村干部实现职能转变遥如陕西省电视台办的野 村里
村外冶节目等遥

渊 2冤 积极推广各种形式农业技术讲座或技术下田等宣
传普及科技知识袁 也可以成立专家组定点地为村民解疑答
惑遥 如西北农大农业尧畜牧尧园艺尧林学尧经济管理等方面的
十几位专家深入周至县广济镇开展科技下乡袁 积极推广科
技示范与科技入户工程曰 如陕西省的白水苹果产业化科技
示范与科技入户工程袁 周至猕猴桃产业化科技示范与科技
入户工程袁西乡茶叶科技示范基地及茶叶试验站建设袁阎良
甜瓜产业化科技示范与科技入户工程等遥

渊 3冤不断改革用人机制袁积极尝试并逐步有效地推广大
学生村官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自发组织的支农团队尧经
济学会尧三农学会袁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大学生兼任乡镇长助
理尧村长助理等形式的路子袁受到了社会上的肯定遥 落后的
中西部农村要注意吸引优秀的年轻人袁 首先应通过利益诱
导机制吸引更多的中青年当村干部曰 通过各种媒体招聘富
于实践精神和奉献精神的优秀大学生当村干部曰 通过推荐
或考试规范化的方式努力提高村干部晋升为国家公务员的

机会曰此外袁村干部任职应打破地域尧行业及身份限制遥
渊 4冤适当提高村干部工资遥社会经济尧法律法规尧民众政

治生活习惯的协调发展是村干部职业化的充分且必要条

件袁而当前中国农村还不具备村干部职业化的土壤遥 当然袁
条件好的地区袁如沿海一些地区袁可以积极大胆地尝试实现
村干部的公职化遥

渊 5冤当地县乡渊 镇冤政府要为村干部实现发展村级经济
和乡村公共服务提供必要的资金尧信贷尧政策尧指导等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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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该动机的人数比例
我一直是干部 2
别人选了我就当 10
办事方便 4
给群众办事 84

表 6 村干部工作动机分析 %

有该态度的人数比例
很有必要 57.0
必要不大 16.5
没有必要 22.5
说不清 4.0

表 7 村干部对驻村干部制度的态度 %

设立个数椅个 有该想法的人数比例椅%
2 16
3 42
4 30
5 10
跃6 2

表 8 村干部认为应设立的带工资干部人数

认为是关键因素的人数比例
处理好与上级的关系 4
团结有力的班子 86
自然资源 10

表 9 村干部认为干好工作的最关键因素分析 %

认为是关键因素的人数比例
区位因素 14
团结有力的班子 30
历史遗留问题 24
资金技术 32

表 10 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因素分析 %
安徽农业科学 2007年1490



渊 上接第 1490页冤
持遥 政策支农尧信贷支农尧财政支农应落到实处遥

渊 6冤加强村干部领导班子内部团结遥尤其是要处理好两
委之间的矛盾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袁稳定村干部队伍遥 根
据实际情况可以实现两委的合并袁如采取野 一肩挑冶等形式遥

渊 7冤在新农村建设的历史机遇期袁村干部要注意对各种
合法的民间组织给予必要的协助和服务曰 在积极推进基础
设施建设和农村公益服务的过程中袁 村干部应积极引导广
大农民大力发展野 一村一品冶袁注重野 名牌冶效应袁实现经济兴

村曰在发展特色经济的同时袁要注意民风文化建设袁同时加
强各项服务工作的力度袁实现文化新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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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力有限袁还容易造成意见不统一袁局势不容易把握袁政
策不容易落实袁普通农户到最后往往是得不偿失袁而乡村精
英的治理难度也加大袁积极性不容易调动遥最后一种情况就
是大家都不治理的状态是明显不符合发展规律的袁 这种在
我国极少部分落后地区还存在袁但是已呈改进趋势袁因此不
作为典型情况分析遥值得一提的是袁由于经济的欠发达以及
传统的小农自给自足思想制约袁 大部分乡村的普通农户其
参政积极性并不高袁也不太乐意去管村里的野 闲事冶袁而恰恰
是乡村的经济或者知识精英在满足了基本的需要层次后又

有了先进知识的武装袁更乐意进行乡村治理遥这种中国农村
的特殊现状在以上的智猪博弈模型的建立中没有单独提出

旨在简化模型的分析框架和约束条件袁 但是中国的国情和
农村的现实条件是我们在进行任何理论分析时都应该加以

重视的遥
那么经过以上的博弈分析袁 如果乡村精英和普通农户

都是理性的话袁 对于普通农户而言袁 不管乡村精英治理与
否袁总是不会吃亏的遥 反观乡村精英袁已明知道普通农户不
会去进行主动的治理并且自己又有治理的愿望袁 所以就不
如亲力亲为了遥对于普通农户来说无论乡村精英如何行动袁
他最好的选择就是等待袁这时其收益最大袁成本最小袁并且
风险最小遥在普通农户选择等待策略的情况下袁乡村精英也
只能不知疲倦地主动采取措施为乡村社会和村民牟取福

利袁他也可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遥
3 农村基层民主的突破口要要要乡村精英政治参与的博弈

均衡

政治上的边缘性使得乡村精英的行为顾虑颇多袁 处境
尴尬袁这是乡村治理的一大困境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农村基层
民主建设蓬勃发展袁 广大乡村精英的政治参与期望不断高
涨袁但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袁适应性有限遥 一方
面乡村精英的期望值在不断的得到强化袁另一方面袁现实的
需求被限制或者延迟了袁这时乡村精英们就会产生挫折感遥
乡村精英参与的动机可以分为为公与为私 2 个相反的动
机遥 为公而言袁乡村精英作为制度与时代的受益者袁又因为
中国传统道德的影响袁一般都有着一定的济世情怀袁他们很
乐意带领广大村民走出愚昧袁走向富裕袁并因此倍感骄傲曰
但另一方面乡村精英一定程度上与某一定的派别利益关系

相关袁这或是传统的家族关系袁或是地域的因素袁而成为某
一派别利益的代理人遥为公与为私之间必然会有冲突袁而且
两者的冲突有时候会给乡村精英带来一种左右为难的困惑遥

在现实环境当中袁 原版的智猪博弈模型对于社会的资
源配置上来说并非最优的状态遥 小猪的野 搭便车冶会受到制
度原因袁乡村精英个人原因袁社会心理原因的阻滞袁那么农
民的野 搭便车冶也需要一些条件的约束遥 一方面要对乡村精
英的治理给予支持和配合袁形成良性互动遥所谓一个巴掌拍
不响袁不管乡村精英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乡村袁
都需要广大农民主动提高自身素质接受新思想袁 尝试新技
术遥另一方面要改进智猪博弈中乡村精英主动治理袁普通农
户等待这样一种占优组合中收益分配的 4颐4分配遥 效率优
先袁兼顾公平袁多劳多得遥 实际情况中由于乡村精英中占大
部分的经济精英有其私营企业为后盾袁 由于规模经济的作
用袁其收益分配自然是大于普通农户的遥所以智猪博弈的占
优解在实际情况中会主动出现调整遥 当然这种依靠规模经
济的主动调整是不够的袁 要保证收益分配的合理化必须要
从国家治理上使得乡村精英治理制度化遥 在现阶段的任务
是做到有章可循袁有法可依遥

综上所述袁 笔者认为乡村治理的当务之急是要使乡村
精英治理规范化尧法制化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袁适时释放乡
村精英的经济尧政治能量遥 加强基层政权建设袁构建乡村信
任结构袁适时使能力强尧责任感强的乡村精英们真正能够脱
颖而出袁并且满足乡村精英的社会认同遥将乡村精英纳入到
法理化的制度框架内袁 为乡村精英和农户构建一个公平协
作的平台袁 借助制度的规范和集体的约束力来弥补个人力
量和经验的不足袁 同时将农户对乡村精英的个人情感转移
到制度的信赖和对法规的尊重上来袁 逐步走上规范发展的
轨道遥在野 智猪博弈冶的理性分析框架下袁结合中国农村的实
际情况实现乡村精英与普通农户的和谐共处尧良性互动袁最
终达到乡村精英与广大农民的双赢结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前景和奋斗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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