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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8_AE_BA_E7_83_c26_512791.htm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以

来，伴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人民公社的解体，中国

农村的社会组织形成、政治关系状况及权力运行机制均发生

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突出表现在村民委员会的普遍建立和

村民自治的实施上面。 尽管我国经过二十几年的民主实践，

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在农村政治民主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

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是农村政治民主建设的制度不完

善。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的一项基础制度。它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

民主监督四项内容。但是，与村民自治相适应的配套制度不

健全和不完善。例如，目前，村级财务的民主监督手段仅仅

定位在村务公开上，而在如何完善村级财务制度和审计制度

方面，还是个薄弱环节。有相当一部分村财务账目是村会计

的“良心账”。 二是农村干部、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不强。

表现为，在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上统包统揽，行政命令；在

工作方法上，简单粗暴，“我说你听，我打你通”。没有真

正尊重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没有很好地落实农民群众在重

大问题上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其结果事与

愿违，“好心办不成好事”，造成群众对干部不理解，影响

党群干群的关系。由于受中国封建文化的影响和长期小农生

产方式的局限，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在有的地区，文

盲仍占当地人口较大比例。相当一部分农民要么思想因循守



旧，封闭、保守的小农意识积淀较深，习惯于上边咋说我咋

干，对村务漠不关心，不懂得如何履行自己的民主权利；要

么就是只讲民主，不讲法制，制约村民自治向前发展。 三是

乡村关系，村“两委”关系不畅通。从政府方面而言，乡镇

政府对于村是“指导”关系。可是“指导”缺乏操作性，要

么是“合同式”的、“行政命令式”的，或是“不敢、不会

作为”的，甚至是“为所欲为”的，其结果都损害了乡村关

系。从党委方面来看，乡镇党委作为执政党设在乡镇基层的

组织，乡镇党委书记不仅主管人大而且主管政府，是乡镇政

权实际上的“一把手”。由此，乡镇党委和村委会产生了多

重密切关系：一是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关系顺延成了乡镇

党委与村委会关系；二是当党组织与村委会交互任职、村支

书同时兼任村主任时，乡镇党委与村委会关系又进一步演变

成了领导与被领导、指导与被指导的双重关系，以至于职能

混淆。我国农村政治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内

容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推进农

村政治民主建设应从三方面着手。 一是完善和落实制度。首

先，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产生于有关

村级重大公共事务决策，其最初目的就在于让村民能够充分

发表对于有关公共事务的意见，以使村民委员会的有关决策

符合广大村民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村民政治参与

的渠道。随着这一制度的推广，其自身的功能也逐步得到了

拓展，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在制约和监督村民委员会的具体运

作上，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村民可以通过这一制度关

注有关村内公共事务决策的执行情况。其次，完善村务公开

制度。它要求涉及村民的具体利益的公共事务，都必须对村



民公开，以便让广大的村民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及时发现并

纠正问题，以确实维护自己的利益，促使村民委员会的正确

运作。这一制度的完善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民主水平的提

升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最后，制定村民质询制度。这要

求村委会每周召开一次质询会议，会上村民可以就村务财务

政务等有关问题质询干部，村干部当面答复并给予解决。这

一做法的特点进一步完善了“一事一议”制度，增强了干部

的责任感和服务农民的意识。 二是提高民主主体素质。农民

观念的形成与变化与其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受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生产方式的影响，农民处于自我生产、自我销售、自

我一体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使封闭落后的传统观念不易转变

。所以，转变农民思想观念首先必须改变农民的生产方式和

生活方式，将分散经营和各自为战的农户凝聚起来，通过联

合经营，促使农民自觉走出小农意识的樊篱，与传统观念告

别。同时加大村干部的培训力度，引导农民改变传统观念，

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自主、平等、民主、法制

等现代意识，使之适应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管

理模式，变“要我自治”为“我要自治”，成长为合格的民

主主体。 三是改善乡村和村“两委”关系。第一，构建乡村

民主关系。乡镇政权包括乡镇党委、人大和政府等权力部门

。百考试题网站提供依据《村委会法》建构乡村民主关系的

要求，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

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事项；乡镇人大负有保证

法律实施和保障村民依法行使自治的权利；村民自治组织实

行群众和自主管理，同时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但是，长

期以来，由于乡镇干部权力来自上级而不是基层民众，积习



之深久，形成了脱离农村、凌驾农村、忽视农民的官僚习气

，同时导致了乡镇在管理职能、机构体制和政权建设等方面

存在诸多弊端。改变这种状况，当前首要的是需要借鉴农村

民主选举制度，将现行乡镇党领导的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统

一改革为有广大农民、普通党员参与推荐和选举的推选制。

“推选制”将人民群众的选择作为政党基层领导干部选举的

基石，体现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始终倡导的群众路线，体

现党的先进性。从方法论而言，“推选制”无论民众和上级

组织者都容易学习和掌握，熟悉度较高。实施“推选制”就

有可能改变由于乡镇干部权力来自上级而形成脱离农村、忽

视农民的官僚习气，使其权力和它的支撑基础保持一致，以

利于构建乡村民主关系。第二，理顺两委关系。村党组织职

能表现为抓大政方针的领导，村委会从事具体、操作性村务

管理，两委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具体做到以下几点：（1）制

定工作规范。将村党组织与村委会的工作内容、职责权力和

决策程序等进行区分和规范，制定两委职责、政务和财务等

管理规则，进而划分两委职权；（2）采取“联席会议”制度

。在讨论决定众村务之前，先召开村党组织和村委会联席会

议，达成共识、形成议案，然后提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

议讨论决定后由村委会实施。联席会议优点是两委民主讨论

、议案以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3）村党组织和村委会分别

确定各自工作内容和职责，然后以此为基础实行支部书记兼

任村主任、副主任，支委兼任村委的组织形式，使分别设置

的两个组织合为“一套班子”；（4）建立“二选联动”机制

。将村党组织的选举与村委会选举互相关联，鼓励当选支书

竞选村委主任；当选村委主任的若是党员，则鼓励竞选村支



书。上述四种方法都试图寻求解决两委的矛盾的最佳方案，

前一种以“分”为主导；后三种以“合”为主导。无论分合

，出发点都是为解决村党组织与村委会职权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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