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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法治建设是其内在要求。新农村建设中需要法治协调城乡关系、促进经济建设 , 引
导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 确保农民的主体地位。为此, 必须通过培植民众法律信仰、畅通民意表达机制、加强农村立法、完善纠纷解决机制
等措施来满足新农村建设的法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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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construction of newsocialist rural is a huge systematic engineering and duringthe procedure , the construction of lawsystemis its intrin-
sic request . Inthe newrural reconstruction, the coordinative relation between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needs to be supported bylawsystemi norder to pro-
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 to gui de democracy construction and to guarantee the farmer as main body stat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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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法治定位

1 .1  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建设文明法治的农村  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法治是新农村建设的

主要内容。在农业基础薄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的今天, 要实现新农村建

设的目标, 就必须把农村、农业、农民置于一个新的法治环境

当中, 并以有力的法治保障和优质的法律服务为新农村建设

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动力。

1 .2  法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 必须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以法律手段来规范、引导、保

障农业和农村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逐步把农村经济、政治、文

化和社会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是维护

农村稳定、促进农村和谐的迫切需要, 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

新型农民的迫切需要。

1 .3  法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和保障 安定与秩

序是新农村建设的前提 , 法律作为一项人类生活的工具, 它

的基本理念之一是为人的安定服务。法治通过调节社会各

种利益关系来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 为人们之间的诚信友爱

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法治为激发社会活力创造条件, 为维

护社会安定有序提供保障; 法治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制度

支持。因此 , 法治建设是农村社会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 是

推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 是解决“三农”问

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

1 .4  法治确保农民的主体地位  农民是农村法治的重要主

体, 是新农村之本源。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民创造了村民

自治、依法治村这种适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管理形

式, 使中国农村逐步由“政治秩序”向“法治秩序”取向转变。在

这一转变过程中, 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素质, 努力改

变其缺乏适应现代民主法治需要的主体意识和缺乏独立人格

的自主能力等状况, 已成为农村法治面临的重大挑战。

2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法治需求

2 .1 新农村建设需要法治来协调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

的关系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城乡差距呈现出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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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趋势,“三农”问题日益突出。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治

理结构, 我国在城市和农村的法治资源不尽相同。中国的法

治不是也不应只是满足中国城市人口的司法需求 , 新农村建

设应当充分满足农村对法治的需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要求 , 是探索建立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的重要体现。要运用法治力量

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充分发挥城市和工业优势 , 在积累反哺

“三农”实力的同时, 促进城乡关系良性互动, 控制差别扩大 ,

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机制。

2 .2  新农村的经济建设要以法治建设为基础  发展经济是

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

越来越需要依靠法律来协调和处理错综复杂的权利义务关

系, 并以此来促进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发展。无论是农业结构

调整、农村公益事业建设, 还是土地流转、征地拆迁等, 都要

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群众的意见和承受能力, 坚决维护农民群

众的利益。一是要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坚持土地基本经

营制度不动摇, 坚持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 建立土地征收

征用的合理补偿机制和农民的生计安置办法, 切实保护农民

的土地承包收益权。二是要推动法律服务向促进农村经济

建设和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拓展, 为推进农村产权制

度、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税费改革

以及发展民营经济等方面提供法律支持。

2 .3  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导向要通过法治建设来确立  城乡

二元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公共投入制度带来了

诸多社会矛盾, 贫富差距的拉大和一些干部的腐败更把潜在

的社会矛盾推向了临界点。严峻的发展形势告诉我们 : 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法治的引导, 和谐农村建设需要通过

法治建设来确立发展导向。要通过法治来加强农村的民主

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倡导诚信守法和弘扬真善美的新

风尚, 营造良好的社会公德和法治氛围 ; 要通过法治建设全

面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 树立法律的权威性, 形

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 要通过法治建设来治理农村

社会, 做到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 有效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 ;

要通过法治的正确引导, 严厉打击制假、贩假、走私等违法犯

罪行为 , 引导农民走正道、发正财, 端正经济发展的导向。

2 .4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依靠法治建设来促进  长期以来 ,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 Sci .2006 ,34(17) :4422 - 4423                     责任编辑 庆瑢  责任校对  庆瑢



农民法律意识低下和基层干部法律素质不高成为制约农村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瓶颈”。因此, 必须进一步深化农村的

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要把宣传教育与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紧密结合, 与解决农村中的难点、热点问题紧密结合 , 与人民

群众的生活、生产紧密结合, 与调处民间纠纷紧密结合, 使群

众真切地感受到法律就在身边, 从而调动学法用法的热情 ,

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一是要创造性地运用法治手段推

动农村社会依法治理。二是要切实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 提

高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三是要强化基

层乡镇、村干部的民主法制意识, 增强“村官”们的法律意识

和法制观念, 提高基层干部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 同时

帮助基层干部掌握依法处理矛盾纠纷的技能, 打好基层依法

行政的组织基础。

2 .5  新农村的社会稳定离不开法治建设的加强 当前的农

村, 多年来累积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严峻的形势要求我们

努力把握好维护群众利益与维护社会稳定的结合点, 及时化

解纠纷、缓解矛盾和疏导情绪、理顺心气, 为建设和谐农村提

供一个矛盾不积累、不膨胀、不激化的社会环境。一是必须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基础性作用 , 要善

于用改革的思路和发展的办法开展人民调解工作, 要立足农

村的实际,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化解千家怨, 排除万户难”的

功能优势, 努力排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税费改革以及实行

村民自治过程中出现的纠纷, 着力解决农村各类不和谐、不

稳定问题, 保护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维护农民的合法权

益, 保障广大农村群众心平气顺, 安居乐业。二是必须确保

农民诉权得以落实, 要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 同时要进

一步完善法律援助机制, 把法律援助机构延伸到乡村。三是

必须充分发挥劳动教养和安置帮教工作的社会矫正功能, 把

好“转化关”和“安置关”, 防止重新犯罪 , 促进农村籍劳教人

员和刑释人员的顺利转化, 使他们顺利回归社会, 融入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2 .6  新农村管理体制创新需要法治建设为先导 建设新农

村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 为此 , 必须要探索

社会管理的基本规律 , 并尊重这些规律。按照这些规律的要

求, 建立和完善农村管理的法律体系, 从而完善农村管理体

制。要通过立法来整合农村管理资源 , 更新管理理念, 创新

管理方式, 拓宽服务领域 , 形成新的农村管理格局。要运用

法律来规定和协调基层自治组织、社会团体、行业组织, 以及

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在农村管理中的作用。要使社会各阶层

社会成员的诉求得以反映, 权益得以保障, 行为得以规范, 形

成良好的新农村管理状态。

3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建设的对策

3 .1 树立以人为本的法治观念, 培植民众法律信仰  在新

农村建设中应坚持以人为本, 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1

位, 营造每个人都能全面发展的体制环境。同时, 注意培植

农民的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是指人们对于法律的一种尊崇

敬仰的态度 , 是对自愿接受法律统治的一种信仰的姿态[ 1] ,

一种大众对于法律的忠诚, 是对法律之下生活的德性的一种

确信。法律信仰是法治的精神要件, 是法治的内在构成要素

之一[ 2] 。在顽强的乡土秩序所控制的农村生活中 , 村民道德

信仰浓厚、法律信仰淡薄 , 当自身的权利受到侵害时 , 往往寻

求道德、族规解决, 甚至“以暴制暴”, 陷入违法犯罪。因此 ,

培植村民的法律信仰,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3 .2 建立和完善畅通的民意表达机制  当前, 农村稳定中

所存在的各类问题大多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

件, 有相当一部分是因农村土地征收、移民搬迁安置、各种工

程建设用地补偿标准不一、部分司法不公、社会治安处置不

力、应该要关护的切身利益得不到关护、部分工作部门处理

问题不及时等引发的,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 ,

不得漠视。要建立和完善充分的民意表达机制, 一是对于涉

及农民利益的大小决策 , 应注重调查研究, 广泛听取群众意

见, 减少和防止随意性, 让决策和政策的制定得以更加科学

合理。二是拓宽民意表达途径, 民情反映渠道, 鼓励农民定

期进行执法检查, 保障农民的监督渠道通畅。

3 .3 完善新农村法律体系, 为维护农民利益提供制度保障

 多年来, 农村与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

面的差别 , 决定和影响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二元状态。国家立

法主要反映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要求 , 较少涉及农民利益, 农

民在国家立法中缺乏话语权, 这是由当前农村和农民的特殊

现状决定的, 因此 , 新农村建设应当立法先行 , 发挥法律的引

导作用。加强农村的基本政策、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生产

环境, 促进农业持续发展方面的立法, 同时消除国家法与民

间法的矛盾, 并使之纳入到国家法律体系之中去。新农村的

法治实践, 既不应理解为是国家法律制度或秩序对农村非正

式制度或秩序的简单吞并、改造, 也不应理解为农村非正式

制度、秩序的完全自治, 以及对国家法律制度或秩序的对抗 ,

而应当理解为是两者在农村社会中的相互分工及民间法的

良性互动的过程[ 3] 。

3 .4 建立健全纠纷解决机制, 帮助农民利用法律武器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 , 是现阶段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构建和谐农村的必然要求。因此 , 必

须认识到, 社会的和谐总是相对的, 而不和谐是绝对的, 任何

社会都是在矛盾中前进和发展的 , 克服和解决矛盾的过程就

是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的过程。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

新的发展阶段, 一些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 , 从性质上来

看, 这些矛盾大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采取正确的方式

妥善处理, 而要真正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 关键在于完善正

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必须畅通群众各

类利益矛盾的诉求渠道, 健全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调处

机制, 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 , 维护农民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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