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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源政治》

前言

弹指一挥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成立已经有25年，从人生的周期来看，已经进入青
年时期，但是对于需要传承、传统，需要积淀、积累的团队建设、学科发展、研究风格来看，25年的
时间只是一个起步时间。回首25年华师农村政治研究方法，经历了一次转型、两个阶段，即从自发的
实证研究阶段转向自觉的实证研究阶段，农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已经转型，但是转型尚未完成，也远没
有达到自为的实证研究方法阶段。方法论的自发阶段。改革开放不久，已经退休的张厚安老先生老骥
伏枥，牵头成立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基层政权研究中心，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的
学术宗旨，高举实地调查的大旗，深入农村、深入基层，用脚来做学问。我们坚信，要做好研究，必
须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从现实中寻求问题的求解之道。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方法是中心的主要方法
：下乡调查——撰写调查报告——提出对策建议。问题研究是此阶段研究的主要目标。当时并没有考
虑应然与实然之问的跳跃问题，也没有考虑材料与理论之间的因果关系，更没有考虑到分析框架和理
论建构问题，研究方法的选择处于一种自发、自然的状态，感觉到做农村研究就是要调查，但是对于
怎样从事科学的农村调查，事实材料如何使用，如何从实然转向应然，如何连接材料与理论，则鲜有
方法论指导，也没有较为规范的研究模式借鉴，处于一种方法论的自发启蒙状态。方法论的自觉阶段
。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加深，随着中心研究人员的成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心研究人员从方
法的自发阶段进入到方法论的自觉阶段。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开始进入中心，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
社会学的深度访谈、统计学的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以及经济学的计量分析、博弈分析、公共选择理论
、制度理论等研究工具和分析框架开始为中心学者和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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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财源政治:财政下乡视角下的财政合法性研究河南省刘乡的个案研究》以我国中部农业地区的刘乡为
个案，以“财政合法性”概念为基本分析工具，深入考察了乡镇财政设立以来至农村税费改革这20来
年刘乡财政的发展演变特点及其政治意义。作者认为，在传统财政治理体制下，乡镇财政增长的同时
伴随着乡镇政权合法性下降的趋势。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乡镇财政过程缺乏群众的合法性
认同。农村税费改革解决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负担问题，但并没有根本解决财政合法性问题，其政治
意义不可高估。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村公共财政制度是确立农村基层政府财政合法性、实
现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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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创新，这种创新可以是发现新的研究问题，也可以是对于已发现的问题给予新的
解释。学术研究的创新离不开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知识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我们前进的基础。
回顾20世纪以来的中国农村研究可以发现，其研究成果遍及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诸领
域；研究者既有大批的中国学者，也有许多国外学者；研究的范围兼及近代、现代和当代。研究成果
之丰富可谓汗牛充栋。这里仅对与本项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梳理。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的
急剧变化和衰败吸引了知识界的关注，他们甚至身体力行，通过自己的努力改造和革新破败的乡村社
会。‘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在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知识分子的倡导和带动下，
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意义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参加这场乡村建设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多
达600多个。①发表于1930年代的晏阳初的《农村建设要义》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代表了当时
乡村建设派对中国乡村建设问题的不同学理思考。晏阳初在《农村建设要义》中认为，乡村是中国政
治的基础，要通过进行公民教育，以立地方自治之基础。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指出要重新建造
新的农村社会组织。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农村教育和农村文化建设。1930年代初，薛暮桥、钱俊瑞等
青年学者发起成立了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出版了学术月刊《中国农村》，发表了
大量的关于农村社会的调查报告、研究论文和书评，②成为当时中国左翼学者农村研究的重要阵地。
不过，《中国农村》关注的主要是中国农村经济领域的问题。

Page 6



《财源政治》

编辑推荐

《财源政治:财政下乡视角下的财政合法性研究河南省刘乡的个案研究》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对
个案乡20多年乡镇财政水平的变化、财政合法性基础及其演变、财政与乡镇政权建设关系的深入考察
，提出和探讨了基层政府的财政合法问题，并得出了五个结论：乡镇财政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
县乡财政关系和财政体制是制约乡镇财政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在传统财政治理体制下，农民负担水
平是影响乡镇政府财政合法性以及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变量；在影响乡镇财政合法性的诸因素中，乡镇
财政治理体制及治理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税费改革提升了乡镇财政的合法性，但并未从根本
上解决合法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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