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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村民自治视阈的我国农民政治冷漠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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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治冷漠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一种特殊方式。通过对我国农民政治冷漠的萌芽、产

生和发展演变的纵向考察, 分析当代农民政治冷漠在村民自治、公民社会、政治民主化等方面

的消极效应, 探寻政治文化、经济水平、教育状况、制度缺陷等因素在农民政治冷漠问题形成中

的作用。从发展农村经济、推进农民教育、完善参与制度、创新参与形式、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等

方面,寻求消解农民政治冷漠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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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 1982年提出农村基层自治模式, 到

1998年确认推动村民自治制度化,再到 2004年以

四个民主  为核心的村级治理制度的提出, 村民

自治正在成为我国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参与公

共事务的主要活动内容。随着村民自治实践的持

续推进,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不断提高,参与

意识不断增强, 参与能力也有了长足发展。然而,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我国农民在村民自治活动, 尤

其是选举活动中的冷漠现象广泛存在, 农民政治参

与程度和参与质量远未达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

应有的水平,而且因冷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日渐

显现。本文通过对农民政治冷漠的多角度分析,探

寻深层次影响因素, 提出有效的解决路径,以期推

进村民自治实践的深入开展。

一、我国农民政治冷漠的由来

政治冷漠 是消极的政治态度在政治行为上

的表现,即不参加政治生活、公民对于政治活动和

政治问题冷漠而不关心。 [ 1]
它属于消极参与型的

一种政治参与方式,表现为一种心理状态。

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和私有

制的产生,不平等的经济地位导致了不平等的政治

地位,社会成员开始分化为不同的政治阶层。长期

延续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历史规则和统治阶级不断

灌输的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臣民思想, 使得社

会大众对政治产生了 服从、漠不关心  的思想,并

随着历史的延续而不断 传承  。从这种意义上

讲, 私有制的出现是我国农民政治冷漠的萌芽,而

世袭制代替禅让制则标志着我国农民政治冷漠问

题的正式形成。

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条件下,农民只处于

被统治者地位, 没有切实的政治权利, 与政治活动

相适应的政治能力更是十分匮乏。除极少数人通

过举孝廉、科举考试、上书言事、揭竿起义等方式进

入仕途, 参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农民不可能具有

完整意义上的参与政治的机会。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中国, 内忧外患, 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农民处

于绝对弱势地位,只能为保全性命而拼命挣扎,对

政治根本无暇顾及, 处于 不识为主人、不能为主

人 的状态 (孙中山语 )。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人民当家做主政治地位的

提升,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空前高涨。由于政

治环境的需要, 1957年以后农民的政治参与渐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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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到一个空前热烈的极端状态。现今,随着人们

对政治参与制度化与政治参与扩大化的重新思考,

农民的政治冷漠再次被提上议程。

二、我国农民政治冷漠的现状及影响

(一 )我国农民政治冷漠的现状

1.农民对政治冷漠的心理因素

( 1)事不关己心理

相当一部分村民认为,农民的职责仅仅在于抓

农业、促生产, 政治是国家的事, 自会有 能人  掌

握, 与自己的参与状况没有多大关系。对他们来

说, 关心政治毫无意义,不如谋求看得见摸得着的

利益来得实惠。这种心理状况决定了他们只会

各扫门前雪 ,不愿关心政治。

( 2)缺乏政治功效感心理

政治功效感是指参与者本人看来他的参与能

起到多大作用的心理感受,它是影响政治参与水平

的重要心理条件。首先,普通村民倾向于认为, 与

村庄的 精英人物  相比,自己的参与程度无论如

何也不可能影响大局,因而选择不参与或者应付了

事。其次,由于知识水平、参与能力不高,相当一部

分群众在参与过程中感觉到力不从心, 这又从侧面

加剧了缺乏政治功效感的心理。

( 3)无利可图心理

如果将政治功效感看做农民对广义的 利  的

追求的话,经济利益则可被视为农民政治参与所要

达到的对狭义的 利  的追求。农民在参与村庄选

举等基层政治活动中,总是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

力, 即使并无金钱的耗费, 但是如果从政治参与活

动中无法获得直接的收益,他们宁愿选择不参与。

( 4)被动参与心理

相当一部分农民还未认识到政治参与同实现

自身政治权利、经济利益之间的内在联系。许多村

民把参与村委会选举看成是完成上级交给的政治

任务,对参与政治生活表现为一种无奈, 虽然在形

式上表现为 积极  参加选举活动, 但内心积累了

越来越多的厌烦和冷漠情绪。形成 政治冷

漠 ! ! ! 动员参与 ! ! ! 功效感低 ! ! ! 政治冷漠  的

恶性循环。

2.农民对政治冷漠的行为表现

( 1)不参加村民自治选举

这种不参加包括不选举他人, 同时也不让别人

选举自己。在选举村委会成员时, 不亲自到现场选

举, 或到场后随意填完选票了事, 或通过所谓的

合法授权 方式将自己的选举权转让给别人。同
时, 不断告诫邻居和朋友 别选我  , 害怕自己被

卷入 政治生活。根据笔者 2007年对重庆市长

寿区某乡所在的行政村村委会直选的调查,该村农

民的政治冷漠感十分明显。该村合法选民 1 026

人, 参加选举的有 695人, 投票率不足 70%, 而且

很多人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 经村干部 劝说  才

参加选举投票的。

( 2)淡漠村庄公共利益

强调个人利益, 忽视甚至反对公共利益, 有

利就干, 无利不干。 [ 2]
在村庄公益事业上的冷漠

态度较为突出,为保全个人利益忽视甚至损害村庄

集体利益。比如对农田水利设施、道路建设、村庄

生活设施建设不了解,对村委会人员构成、运作方

式、规章制度不关心等。具体表现为:对于村庄公

共财产的分配和使用情况较少关注、对于有损村庄

公共利益的行径不闻不问,对个别村干部损公肥私

行为视而不见等等。

(二 )我国农民政治冷漠的原因

一般而言,政治冷漠源于以下几种情况: 对现

状满意, 不需要通过政治参与来改变现状;参与其

他活动比政治参与更能带来报酬和收益;自己的任

何选择不会影响到政治活动的实际效果;曾参与失

败; 自身参与能力欠缺或参与阻力及困难较大等。

在我国, 农民的政治冷漠还应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与

文化制度等特定环境之中。

1.政治文化

一方面, 几千年的专制、人治的传统,不断灌输

的等级思想, 使得广大农民甘为 草民  、顺民  、

臣民 。伴随着专制权力不断强化, 农民参与权

力日趋边缘化,而小农经济的软弱性和以家庭为中

心的保守性, 决定了农民不会轻易地对抗强大的政

府体制, 而选择冷漠参与。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足

够的正常的政治参与,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长

期保持在较低水平。匮乏的政治参与能力反过来

又导致政治参与力不从心, 农民政治参与陷入 能

力低下 ! ! ! 参与边缘化 ! ! ! 能力降低 ! ! ! 政治冷
漠 ! ! ! 参与边缘化  的恶性循环。

此外, 男权社会 的历史影响成为导致妇女

政治参与程度极低的重要原因
[ 3]
。

长期的政治压抑形成了冷漠的政治文化, 对于

农村村民自治这一民主政治的产物,广大农民表现

为内心的不确信, 甚至是怀疑。

2.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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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对几个国家公民

政治参与状况分析后发现, 最积极的公民不成比

例地来自富有者, 而最不积极的则来自贫穷

者 。[ 4]

现实中,人们的经济地位往往决定了其社会地

位, 而社会地位对人们的政治参与效能有着直接的

联系。从目前基本国情看,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

低, 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贫富差

距明显。农民往往属于 最不积极的贫穷者  行

列。当许多人为了基本的衣食住行而奔波忙碌时,

参与政治可能被视为 高不可及 的行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农民对集体的

依赖大为降低;机械化的推广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

出来,进入城市的二、三产业,以政治参与的替代途

径实现了经济利益。截至 2008年末, 全国大约有

2. 2542亿农民进城务工
[ 5]

, 大部分农民离土离乡。

回家参与村民自治活动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完全不

经济的行为。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往往有相对较高

的文化水平和相对年轻的年龄结构,他们一旦退出

乡村治理结构,即造成了村民自治中相对强大的参

与力量的政治冷漠。

3.制度缺陷

自开展村民自治实践以来,我国基层民主建设

取得了显著成绩,民主的理念正逐渐深入人心。但

是, 与之相配套的一些具体制度还不够健全,与民

主政治的有效推行无法协调一致。从长远看,这有

可能导致基层村民自治实施路径偏离轨道。

体制漏洞的问题在当前我国农村村委会选举

中已经有了很好的说明。例如:某些干部官僚主义

作风突出, 缺乏与群众的有效联系; 党组织在村民

自治中权力过大,影响党群关系和农民政治参与热

情; 乡镇政府擅自干涉村民自治选举, 自治权难以

真正掌握在基层群众手中; ∀村委会组织法 #对于
解决多手段的 贿选  、拉选票 、家族势力垄断选

举等问题显得力不从心等。

4.教育状况

受教育水平关系到受教育主体的知识水平,而

后者又直接影响了该主体的思想观念、思维境界和

参与技能。知识水平较低的人, 民主意识、权利观

念相对淡薄, 参与技能也往往不高, 他们在思想上

反映出对政治的无知, 行为上表现为冷漠式政治

参与。

当前,我国农民的文化水平仍处于较低层次。

主要体现为两方面:

( 1)学校教育方面

思想上, 由于高等教育的高额学费、严峻的就

业形势、打工潮的兴起,使 上学无用论 的思想在

农村广泛流传;物质上, 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对

教育支持的后劲不足,国家经费支持力度不够等原

因使得农村教育步履维艰。

( 2)社会教育方面

教育形式单一化;针对农民的技术培训、法律

培训尚未形成体系;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氛

围无法形成。社会整体呼吁有知识、懂技术的 新

型农民 。

(三 )我国农民政治冷漠的影响

政治压抑和政治冷漠不利于政治秩序和社会

秩序的持续稳定。我国农民的政治冷漠于民主政

治环境、政治参与、政策制定及新型干群关系等方

面将会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1.不利于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农村政策

农村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是 从群众中

来, 到群众中去 的过程。农民对自身的政治权利
的放弃, 一方面意味着政策制定过程缺少了政策来

源这一重要环节, 仅仅依靠个别 村政精英  的认

识, 不可能制定出关系全村整体利益的切实方针,

同时,这种过分依赖某些个人的 精英统治  , 也为

某些人的 一言堂  行为留下了隐患。另一方面,

由于农民对具体政策的效果不表态,政策实施过程

中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信息反馈,也不利于及时发现

和修正政策问题, 容易导致政策失败。

2.不利于维护公共利益和预防政治腐败

从基层看,农村村民委员会是我国群众的自治

组织,是集体所有制在农村的组织形式。集体财产

应该由集体所有、集体管理,但是部分农民由于政

治冷漠而放弃了集体财产的管理权。除了责任田

分产到户外, 这种意义上的财产的集体所有也就相

当于无人所有,或村委会干部所有。结果便是基础

设施维护保养困难、破坏严重; 公共财产使用状况

不透明; 公共利益难以保证。村民对公共财产的使

用情况漠不关心,也给个别有权者的腐败提供了可

乘之机。

3.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和政府公信力

许多农民疏远政治的重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

所谓选举, 只是 走过场  , 选来选去还是那些

人 。 乡镇政府的职能实际上没有被定位为公共

秩序维护者和公共服务提供者两个方面,而是作为

国家对农村最基层的全能管理者  [ 6]
他们对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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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活动的过多干涉, 使群众认为 被选上的都是

乡里提前定好的  。由此导致群众对农村干部普

遍缺乏信任感,基层政权的合法性也大打折扣。

4.不利于农民政治参与能力的提高和公民社

会的形成

公民社会是同政治国家相对应的政治社会,

其特征就在于它是由政治人 (公民 )组成的政治存

在, 而不只是纯经济的存在, 或作为自然人、私人的

民事主体存在。 [ 7]
当前世界各国在发展经济的同

时, 更加注重民主、自由的政治公民的培养, 注重以

热情、理性、有序参与为特征的公民社会的构建。

培养一大批政治素质过硬、参与热情高、参与能力

突出的新型农民是推进村民自治、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公民社会形成的基本前

提。农民政治冷漠的态度则阻碍了公民社会的顺

利实现。

5.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

没有农村的政治发展,就不会有全国的政治文

明。中共十七大将基层民主视为人民当家作主

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  。而基层民主建设从根

本上还要依靠广大村民自觉而积极地参与国家和

社会事务。从目前来看,部分农民的政治冷漠不仅

仅使得农村政治民主制度化进程受阻, 还给非制度

化参与的蔓延提供了温床,成为农村民主政治发展

的障碍。

三、我国农民政治冷漠的应对策略

农民政治冷漠势必影响到民主政治建设进程。

只有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针对性建设, 才有可能提

升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

(一 )加强政治文化建设, 培养农民参政意识

要从根本上扭转农民政治冷漠,必须从政治参

与文化建设抓起。应通过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建设,

加强对农民的法律和政治教育,强化农民政治参与

的主动性,增强其主人翁意识。

民主意识是政治参与文化的核心, 增强农民的

民主意识主要通过:

1.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教育。通过教育使农

民更多地了解政治、认识政治、接触政治,进而认识

到通过参与政治可以更好地维护其基本权利。只

有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培

养农民的政治素养,使群众从内心认识到政治参与

同自身利益的密切联系,才能从政治参与的主体角

度解决政治冷漠问题。

2.利用大众传媒进行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

在中央提出民主政治建设的精神和要求后,自上而

下的各级主管部门应做好宣传教育。利用大众传

媒的优势,深入宣传并贯彻落实, 使更多的群众了

解国家的政治方针,力争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一种

主动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氛围。

(二 )发展农村经济,保障农民利益

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 马斯

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农民政治参与状况是以农民基

本生活保障为依托, 以农村整体经济发展为基础

的。只有农村生产发展了, 人们才有可能、有条件

参与政治活动。因此,消除农民政治冷漠的基本前

提在于大力发展生产力,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农

民参与政治生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首先要从基础设施着手,从改善人民群众的基

本生活出发。其次, 要具有全局眼光,充分调动各

种资源。在领导、投入、政策、科技、环境等多个方

面综合协调。第三,将发展农村经济作为该地区构

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创新型农民

培养为支撑,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第四, 将农

村经济发展同统筹城乡党建结合起来,将农村经济

发展状况作为衡量城乡基层党建统筹工作的基本

指标之一。最后, 要加大国家投入和支持,为农村

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有力

保证。

(三 )完善参与机制,改善政治环境

针对村民自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通过制度建

设来建立和健全农民政治参与机制,完善村民利益

表达机制, 使农民利益的表达制度化、法制化、有

序化。

首先,应完善村民自治法规、优化选举程序、发

挥选民监督主体作用,保证选举公开、公正地进行。

其次,严厉打击村民自治中的违法行为。第三, 要

转变政府职能, 规范政府行为, 并加强基层各级干

部政治思想和作风建设, 恢复政府公信力,取信于

民。最后,要拓宽农民利益表达渠道,针对农民生

产活动的分散性,应考虑建立工会、青年团、妇联等

具有初级社会群体性质的政治社团组织, 以集体

的力量共同抵御各种可能给农民带来损害的行

为 。[ 8]

此外,针对妇女在农村选举中的弱势地位, 政

府和妇联应有针对性地宣传男女平等思想,规定在

村委中女干部的比例, 争取让妇女任实职、正职。

总之,农民的政治冷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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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要想彻底解决, 需在一定时空内, 以政府为主

体的各种力量的联合行动。目前, 许多地区进行了

村民自治的实践探索。山东、广东、湖北、江西、云

南等地尝试了各种有益的模式与路径, 一种主体复

合型的作用机制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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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Peasants ∃ Political Apath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V i llager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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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 litica l apathy is a specia lw ay o f peasan ts∃ po litica l partic ipation. By ve rtica l survey on the seeds, em ergence and

deve lopm en t of the apathy, th is paper analyzes the negative effects o f the peasants∃ po litical apathy on the v illager autonomy,

c iv il so ciety, the po litica l democ ratiza tion, etc. , explo res the ro le of such factors as po litica l cu lture, econom ic leve ,l education

status, and institu tiona l defects in the form ation o f peasants∃ po litical apathy. W e can seek counterm easures for e lim inating

po litica l apathy of peasants in the areas such as deve loping the rural economy, propelling peasant education, perfecting

pa rtic ipation system, innovating partic ipation w ays, pro 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vulne rable groups and so on.

Keywords: v illager autonom y; politica l participa tion; po litica l apathy; c iv il soc 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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