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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村庄治理与绩效分析》

内容概要

在当代中国，村庄社区的治理过程与治理绩效，关系到几亿人的日常生活与未来发展，是一个日益重
要的议题。
本书利用2005年的一个全国随机抽样样本，按照村民代表的产生情况与一事一议的实施情况，划分出
不同的村庄治理类型。村庄治理过程，以村干部在日常治理过程中的时间分配与村民对村庄政治事务
的关注为标准；村庄治理绩效，使用公共品供给作为测量指标，分析了村庄治理的不同类型对于村庄
治理过程与治理绩效的影响效果。本书基于定量研究，对比分析了不同的村庄治理类型，在治理过程
与治理绩效方面的不同，资料丰富，说理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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