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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8_AE_BA_E7_83_c26_512477.htm 一、要正确认识基层政权

弱化问题 百考试题论坛 基层政权重在基层，直接面对群众是

基层政权组织的一个个重要特点，它处于“上情下达”和“

下情上达”的位置上，是连结国家与群众的桥梁与纽带，发

挥着重要的组织与协调作用，它所具备的基层性质和基础地

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近些年来，农村基层政权的弱化现

象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财政保障能力弱化，许多乡

镇的财政运转非常困难，甚至有的乡镇依靠举债运转；社会

整合与控制力弱化，由于基层政权威信在不断降低，因而农

村的很多矛盾都无法化解；社会动员能力弱化，政府的号召

力在不断降低；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弱化，由于财政困难，

基层政权在提供义务教育、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等公共服务

方面能力较差。 基层政权的弱化问题有正常的原因，也有非

正常的原因，对此要作科学分析，不要一听到基层政权的弱

化就害怕就批判。基层政权建设要解决三个基本的问题，一

是发展方向问题，二是与服务对象的关系问题，三是自身的

服务能力问题。方向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是基层政权组

织的定位问题，就是各方面要体现出来的民主化问题。民主

民主，人民做主，这一点需要用体制来保障。搞基层选举，

给老百姓以自由，不断给老百姓松绑，这是历史潮流，这是

我们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而且

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一点要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从计划体

制下的强控制到市场体制下的少控制弱控制，这是一个大趋



势，要正确对待，当然基层政权的弱化有一个“度”，超过

这个“关节点”，基层政权过度弱化，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政府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就会丧失对基层政府官员的控制和

约束力，中央的政策方针跟本就无法落实到基层。贵州省黔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发生的严重打砸抢烧突发事件（

简称“6.28”事件），就凸显了基层政权过度弱化所带来的问

题。我们要找准基层政权弱化的政策和制度性根源，强化基

层政权建设。方向问题决定着与服务对象的关系问题，在正

确的改革方向指引下，要用体制来保障基层干部的执政为民

问题，而不是为难百姓，有的甚至欺压百姓。发展方向问题

和与服务对象的关系问题解决好了，接下来就是基层政权组

织自身的服务能力问题，有心无力也是办不好办不成事的，

因此我们党提出了要提高执政能力执政水平这个大问题。应

当说这三个问题我们都想到了，也提出了明确要求，但是都

没有落实好，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从政策上制度上体制上找

原因，不能一出问题就是百姓的素质问题，是所谓个别人的

别有用心，这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能成为一些人逃避

责任的托辞。 二、基层政权弱化的政策和制度性原因 基层政

权弱化的政策和制度性原因体现在多个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实行、农业税等税费制度的改革、财税体制的改革、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等等，都会影响到基层政权的控制

力。此外，社会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基层政权。 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影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国家与农民

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大大弱化了基层政权。在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下，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有充分的自主权，种

植什么、种植多少等等都充分自主，只需按照国家的规定缴



纳相应的税费就可以。农民与国家之家的经济利益关系远不

如“人民公社”时期紧密，基层政权对农民的控制力大大下

降，却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此农村面貌焕然一

新。 农业税等税费制度改革的影响。现代社会，国家和公民

的关系通过法制得到新的确认和稳定。税制的变化会直接影

响原有基层政权的能力。2006年1月1日起，国家废止《农业

税条例》，这意味着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正式走入

历史。全面取消农业税，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

入，使广大农民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从改革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但是与此同时，它也进一步

弱化了基层政权。税费改革前，有人形象的把基层政权的职

能比喻为“要钱要粮要命”（抓计划生育）。税费改革后，

基层政权的职能只剩下“要命（抓计划生育）”了，遵守计

划生育政策的农民，就基本上可以不与基层政权发生直接联

系了。因此，基层政权对农民的控制力大大减弱。在税费改

革之前，乡镇政权还能靠多向老百姓收点费(当然很大一部分

是不合理的)来保持收支平衡，税费制度改革后，基层政权再

也不能任意收取老百姓的钱了，这导致许多乡镇陷入财政困

境。传统体制下基层政权的控制力与征收的税费之间成正比

。农民需要上缴的税费越多，对政府的依赖性就越强，基层

政权对农民的控制力就越强；农民需要上缴的税费越少，对

政府的依赖性就越弱，基层政权的控制力就越弱。 财税体制

改革的影响。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目的在于理顺中央和

地方之间的财力分配关系，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明确

各级政府的责、权、钱。这次改革使中央和省级政府吸取财

税的功能不断强化，比重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农村基层的



财力却不断被削弱，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乡镇一级不设立

单独财政，需要县乡财政供养的人口却很多。连吃饭都成了

问题，更“无钱办事”了。这种财税体制是基层政权制度弱

化的重要原因。 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之影响。党和国家鼓励群

众自治。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

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

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

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

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近些年来，我国农村村委会

的成员普遍实行了直选，有的县乡甚至实行了直接选举，农

民更加民主自由了。与此同时，一些城市居委会也实行了直

接选举。选举是公民自治的重要方式和手段，而公民自治程

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水平的重要标志。选举制度，尤其是

直接选举，使的广大的群众在政治上由过去的被动变成了主

动，农民有了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在这个意义上，基层

政权控制力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程度之间成反比。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程度越高，农民对对政府的依赖性就越低

，基层政权对农民的控制力就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程

度越低，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性就越高，基层政权对农民的控

制力就强。 社会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基层政权。社会

流动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是社会成员发展自我潜力、

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但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剩余劳动

力大量流向城镇，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基层政权组织都难以管

理他们，基层政权组织原有的工作模式和方法遇到前所未有

的挑战。一些地方甚至一度处于消极、被动局面，基层的工

作严重受阻，群众与基层政权组织的关系僵化冷淡。没有外



出打工的农民对党中央的政策也有了自己的理解与选择，对

于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活动就积极参与，不能给自己带来利

益的活动就少参与或不参与，政府也无法强行要求他们参与

这些公益劳动。因此，现在农村许多公益事业（如修水渠、

修筑村道等）说得多，做得少。 三、强化基层政权建设的措

施 来源：考试大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政权建设的

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政权建设的稳定。因此，在新的发展

条件下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防止基层政权弱化非常重要。以

下几项工作对于重新认识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 一是方向要坚定，思路要清晰。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

享拥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这是方向是目标，要坚定不

移。发展基层民主的途径有很多，各个地方的情况又很不一

样，但思路一定要清晰，程序一定要科学合理，细节一定要

周到严密，这些做到了，不但可以保证有良好的结果，而且

可以有效避免黑恶势力、家族宗族势力对基层政权组织的不

良影响。一个得民心的、有效率的、强有力的基层政权的改

革发展思路，需要上层来定夺，需要中层来细化，需要底层

来落实，需要广大民众的真正参与，大家各负其责，齐心协

力，就会越来越接近我们所希望的目标。 二是要对基层政权

的机构进行改革。要缩减乡镇规模，乡镇政府不能是县级政

府的“缩小版”，“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机构庞大，使

得本来财政就困难的基层政权“僧多粥少”。近些年来，许

多地方都在实施乡镇合并，精简机构，把计划经济遗留的一

些部门如农机站、农技站等从乡镇政权编制中裁减出去，把

它们投向市场。这些部门的市场化，一方面可以服务社会，

另一方面，也能减轻乡镇一级的负担。但要注意的是，在乡



镇合并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持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固，因为这

关系到整个农村乃至全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百考试题网站

收集与此同时，严格核定各部门的人员编制，裁减冗员，减

少财政支出；协调好党委、政府、人大之间的关系，形成整

体意志和行动，使乡镇政权由原先的刻板的毫无生气的“大

政府”转变为目标准确、机构精干、运转协调的“小政府”

。运转协调、高效的基层政权是加强控制力的有效组织保障

。 三是要突出公共服务职能。“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

设服务型政府。” 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明确要求。2008年2

月23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放在更加重要

的位置，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

共服务。”为此，基层政权组织要正确定位，转变职能。今

后，基层政权的主要职能应当是为群众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教

育卫生脱贫等公共服务。在提供公共服务中加强与群众的联

系，增强基层政权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弱化与强化是相对的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那种强化不一定是好事，市场经济条件

下的弱化不一定是坏事，时空的转换，环境的改变，需要我

们对一些问题作重新思考。面对当前基层政权组织的弱化问

题，我们同样要采取这个态度，重要的是要找到其中真正的

根本的原因。在大的改革背景和思路下，进一步改革创新与

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密切相关的政策、制度，无疑是重建基层

政权组织权威的关健所在。"#F2F7FB"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