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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容提要:本文在集体行动理论基础上建立理论框架解释村庄特征影响村民形成集体行动,

进而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内在机制; 利用 CGSS村级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理论假说。研究表

明,村庄规模显著负向影响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村庄密度显著正向影响村民参与农村公

共产品供给,而基于宗族结构的传统社会关联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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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 � 农村公共产品涵盖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农村
发展等领域,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践均表明, 农村

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对减少贫困、缩小收入分配差

距等具有显著的贡献 (樊胜根、张林秀, 2003; 世界

银行, 2004)。当前,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数量和

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质量更是我国 �新农村建

设 �的重中之重 (朱国云, 2007)。然而, 我国自

2001年开始实施的税费改革, 在地方政府收入和

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背景下取消了 �乡统筹

和村提留 �这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主要来

源,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处于更为紧迫的境地 (徐

志刚等, 2009)。此外, 在 �新农村建设 �推进过程
中, �形象工程�层出不穷,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

性失衡矛盾异常突出。针对上述问题而实施的

�一事一议�制度,旨在通过村民自愿、民主决策的

形式筹资筹劳兴办农村公共事业。尽管这一制度

安排的初衷在于通过村民参与供给农村公共产品,

从而更好地满足公共产品需求, 提高公共产品供给

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 (杨丹、章元, 2009)。但是,

这一制度的有效性建立在较好的村民自治和完善

的民主参与及民主决策机制基础上,并需要村民在

�近似一致性同意�的决策规则下供给农村公共产

品。然而,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由于长期实行 �自上

而下�的供给机制, 致使村民参与普遍不足, 使得

�一事一议 �制度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筹资交易
成本高、供给效率低。张克中和贺雪峰 ( 2008 )认

为我国目前成功地进行 �一事一议 �的农村不及全

国农村的 10%。也就是说, 村民有效参与的不足

已成为农村公共产品持续增加和效率提高的一大

障碍。

在现有制度环境与发展要求下,如何有效促进

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为解决当前我国农

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供求失衡的关键所在。其

中,由于我国农村地域的差异性和村庄的异质性,

识别和探索出村庄特征中那些影响村民参与农村

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无疑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现有文献来看,已有研究主要侧重于应用案例分

析方法提出影响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因

素,也有少数实证研究检验了这些影响因素, 但是

这些研究主要基于个案的观察或者采用特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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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验证。本论文在集体行动理论框架下,采

用来自全国范围的村庄调研数据,从村民参与的角

度探索村庄特征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为

促进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提供理论参考。

二、理论与实践进展

� � 实际上,由社区内居民共同参与供给公共产品

本身是一个集体行动的形成过程。有关集体行动

的理论,早期学者认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必

然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 然而,

这并不完全符合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具有共同

利益的群体并未形成集体行动的实际情况。对此,

O lson( 1965)给出了新的解释: 因为共同利益与个

人利益可能存在冲突,而且形成集体行动需要一定

的组织成本,这会阻碍集体行动的形成; 也就是说,

要使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达成集体行

动,需要集体中人数较少, 或者存在强制或其他某

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

O lson的观点激发了人们对集体行动理论和公共产

品供给的讨论,但他却忽视了群体成员在长期博弈

过程中可能被一些潜在或隐形的因素约束或激励

而减少公共产品供给中 �搭便车 �行为的发生, 从

而形成集体行动 (陈万灵, 2002 )。这些潜在的因

素在随后的研究中逐渐被概念化、具体化。例如,

许多研究指出,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交流可以很

好地促进彼此间的合作, 从而达成集体行动

( D awes et al�, 1977; Anderson et al�, 2004; 刘伟,

2009)。

O lson的集体行动逻辑及随后的研究为人们探

讨社区内集体行为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许多有

关国内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案例研究进一步探

讨了影响农村社区集体行动形成进而促进村民参

与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其中较为著名的是

O strom ( 2000)利用公共池塘为例的研究, 当人际关

系网络与社会规范存在时, 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村

庄已有的社会资本能达成村民之间的合作, 促成集

体行动的形成,从而比强制性或自上而下的公共产

品供给更有效。贺雪峰 ( 2002)提出 �社会关联度�
概念, 指村民一致行动的能力,即在解决村庄秩序

问题时村民有多大可能形成集体行动。贺雪峰和

罗兴佐 ( 2006)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具有强社会关联

度的村庄, 集体行动的达成要求村庄规模不能太

大,且小规模群体内部具有强大的向心力、道德感

及流动性不高等条件。相对于 O strom的社会资本

概念和贺雪峰的 �社会关联度 �, 陈英楠 ( 2006)认

为包括村民集体主义观念在内的意识形态有效地

影响了村民的成本 � 收益比较, 可以促进集体行

动,较好地解决合作问题。刘永功和余璐 ( 2006)

指出村庄的团结程度直接影响着农村公共产品的

供给。

上述研究表明,从村民参与视角研究农村公共

产品供给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它突破

了传统研究中主要关注外在条件约束的局限性,将

研究视角聚焦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需求的主体

上,从而有可能对实践产生重要的指导意义。实际

上,在我国新农村建设实践中涌现了许多能够验证

上述理论的案例,其中发生在湖北省鄂州市英山村

的故事非常具有代表性�。

英山村在新农村建设中意识到村民参与的重

要性, 在新农村建设项目实施之前就在村和各村民

小组建立了以共产党员和德高望重的村民为主要

代表的村民理事会, 并制订了相关规章制度, 规定

凡是涉及到村组建设的事务均由村民理事会提出

议题、酝酿议题、表决议题、公示议题进行民主决

策。这一制度的核心是促进村民参与到公共产品

供给的决策程序中。在这一制度安排下,经村民理

事会和村民充分讨论形成的新农村建设规划得到

了全村村民的支持。因而该村公路建设、厕所改造

等多项公共工程在村民的参与下得到了充分有效

的供给。

虽然基于村民参与视角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的理论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深度, 相关的实践也

在现实中不断涌现, 但是相应的实证研究却非常

缺乏, 这不仅阻碍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也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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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对现实的指导缺乏根基。本文在已有理论研

究基础上, 构建了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 采用来

自全国范围的村庄调研数据, 从村民参与的角度

检验村庄特征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因

而, 本文的研究是对已有研究的一个重要拓展,

尤其是在当前我国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时

期, 从本文研究中得出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实

践指导意义。

三、实证分析

(一 )分析框架与待检验假说

除了上文所指出的影响村民形成集体行动从

而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外, 另一些研究还

提出了其他可能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概

况来说包括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非农化程度、

村庄集体收入等 (彭长生、孟令杰, 2007;高鉴国、高

功敬, 2008;周密、张广胜, 2009)。

总体而言,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主要

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村庄形成集体行动的能力, 另

一方面是村庄经济发展程度。已有研究主要从村

庄社会关联维度解释村庄形成集体行动的能力,在

中国文化背景下,基于宗族、血缘、亲缘的关系是村

庄社会关联的主要内涵,但是村庄规模、村庄居住

密度等外生性村庄特征也会影响村庄的社会交往

网络, 从而影响村庄集体行动的形成。因而, 可将

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大致分为村庄规模、

村庄密度、村庄社会关联、村庄集体经济和村庄经

济结构五类因素,其中前三类因素通过影响村民形

成集体行动的能力进而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图 1形象地表达了以上思想, 也是本研究的分析

框架。

图 1� 分析框架

从分析框架中可以推出本文待检验的三个假

说: ( 1)村庄规模对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

在影响,规模越大则越不容易形成集体行动, 村民

参与公共品供给越弱。 ( 2)村庄密度对村民参与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影响,村庄聚集度越高就越

容易形成集体行动,从而促进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

品供给。 ( 3)基于村庄宗族结构的社会关联对村

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影响,村庄姓氏越集

中,越容易形成集体行动, 从而促进村民参与农村

公共产品的供给。

(二 )数据来源、模型设定与变量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 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

调查 ( CGSS)的 �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研究 (村 )

问卷�,该问卷的调研对象是村支书或村民主任,

调研主要围绕有关村庄地理特征、人口特征、财务

信息等内容展开。调查采取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

法,在全国 26个省份的 100多个县份进行。调查

时间为 2005年 9� 10月。

税费改革后, �一事一议 �制度替代了原有通

过固定向村民收取乡统筹及村提留的办法供给农

村公共产品, 是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形

式,因而,本文中选取 �一事一议 �筹资款作为衡量

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指标,即本文的被解

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包括: ( 1)村庄规模, 结合我

国农村的具体情况,村庄规模体现在村庄户数和村

民小组 (自然村 )数两个层次上; ( 2)村庄密度, 选

取村庄每平方公里户数作为村庄密度衡量指标;

( 3)第一姓氏占总人口比例, 这是反映村庄宗族结

构的变量; ( 4 )户均村级收入, 用村庄财务收入中

扣除 �一事一议 �款项之外的其他收入除以户数进

行衡量; ( 5)农业生产纯收入占比, 这是反映村庄

经济结构的变量。

本文选取样本中 �一事一议 �筹款大于零的村
庄,共 68个观察值。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

1。从表 1中各个变量的统计特征来看, 自变量和

因变量的变异程度较高,这样能较好地考察自变量

和因变量之间的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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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单位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户均 �一事一 �
� 议 �筹款

元 /户 854�23 10�87 7575�76 1148�83

户数 个 561�71 120�00 1840�00 335�60

村民小组数 个 11�25 1�00 30�00 6�86

村庄密度
户 /

平方公里
117�35 2�30 344�00 90�45

第一姓氏占比 % 40�23 3�00 96�00 23�85

户均村级收入 元 /户 797�55 0�00 16000�00 2007�37

农业生产纯收

� 入占比
% 45�51 0�00 96�00 23�64

(三 )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采用 OLS估计法, 选择不同的自变量

组合进行回归分析。因为在一个村庄中, 户数

与村民小组数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所以回归中

没有将这两个变量同时放在同一个模型中, 而

是分别将它们与其他解释变量组合; 此外还单

独将村庄密度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分析。最终共

形成了 9个回归模型, 表 2是回归结果。

从表 2可以看出,在模型 1、模型 3、模型 4、

模型 5中户数都非常显著地负向影响了 �一事

一议 �筹款。同样地, 在模型 6、模型 7、模型 8、

模型 9中村民小组数也都非常显著地负向影响

了 �一事一议 �筹款, 这表明村庄规模对农村公

共产品的供给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村庄密度

无论是单独分析还是与其他变量组合分析均显

著地正向影响了 �一事一议 �筹款。而第一姓氏

占比虽然有正的影响, 但并不显著。人均村级

收入和农业生产纯收入占比对 �一事一议 �筹款

分别有正向和负向影响, 也均不显著, 这一结果

与彭长生和孟令杰 ( 2007)的发现有所不同。

(四 )讨论

1�村庄规模对 �一事一议 �筹款存在负向影

响。户数或村民小组数越多 , 户均 �一事一议 �
筹款却越少, 其所代表的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

品供给相应更弱, 这与本文假说 ( 1 )一致。 O l�
son( 1965)的集体行动理论为这一结论提供了

较好的解释: 户数越少的小规模群体形成集体

行动所需要的组织及协调成本越少, 有助于减

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从而更能

促进村民参与。此外, 在我国大部分农村, 同一

自然村或村民小组内部村民一般比较熟悉, 这

种熟人社会特质基础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更

容易建立信任, 从而达成供给决策的一致; 而村

民小组之间往往属于不同的小集团, 一个行政

村如果要形成公共决策需要征得这些村民小组

的同意,根据集体行动理论, 村民小组数越多则

越难形成一致意见, 利益分化和意见分歧致使

他们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很难形成集体

行动。

2�村庄密度对 �一事一议 �筹款存在正向影
响。村庄密度越大,每平方公里户数越多, 表明村

庄越聚集, 户均 �一事一议 �筹款更多, 这与本文假

说 ( 2)一致。实际上, 越聚集的村庄, 村民之间的

沟通越方便,村庄熟人社会特质更明显, 基于信任

或其他因素的激励与约束也就越强,村民之间的合

作自然也就容易达成,从而在公共决策与建设中容

易形成集体行动供给公共产品,这验证了 Daw es等

( 1977)提出的参与者之间的交流影响公共产品供

给的观点。

3�第一姓氏占比对 �一事一议�筹款无显著影
响。这说明基于村庄宗族结构的社会关联对农村

公共产品供给并无明显影响,这与彭长生和孟令杰

( 2007)的研究发现以姓氏衡量的村庄特征对集体

行动的影响程度较弱一致。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结论并不表明村庄社会关联与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无关。贺雪峰和胡宜 ( 2004)将社会关联度划

分为现代型社会关联和传统型社会关联,前者是指

经济社会分化水平较高地区、以契约为基础建立起

来的社会联系,后者是指以伦理或神性为基础的社

会关联。第一姓氏占比所代表的是宗族这一传统

型的社会关联,这种传统型的社会关联随着现代人

口的频繁流动和技术发展的冲击而作用逐渐淡化

(张林秀等, 2005) ,使得血缘关系在一个村庄中已

不再是维系村民关系的唯一纽带,基于这种关系的

社会关联逐渐被现代型关联取代,也就使得这一指

标很难衡量村庄的团结性或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

性。这一结论正好印证了贺雪峰和罗兴佐 ( 2006)

所提出的村庄集体行动能力形成的难易要求村庄

内部的流动性不高的观点。对于现代型的社会关

联是否对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显著影

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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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户均村级收入、农业生产纯收入占比对 �一
事一议 �筹款无显著影响。户均村级收入的回归

系数为正, 表示村集体经济对 �一事一议 �筹款有

正向影响,农业生产纯收入占比的回归系数为负,

表示村经济结构对 �一事一议�筹款有负向影响,

但是这些影响均不显著。这与已有研究认为经济

越发达的地区,第二、三产业比重越大的村庄, �一
事一议 �筹款越多, 公共产品供给越充足的观点不

大一致。实际上, 经济越发达、工业化程度越高的

地区并不代表村庄的团结度或者凝聚力越高,这些

地区村庄内利益集团的分化往往比较严重, 很难形

成集体行动, �一事一议 �筹款及公共产品供给还
要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此外, 这些地区的公共产品

供给往往有更多的渠道, 比如捐赠等, �一事一议�

筹款的作用有可能被淡化。

表 2� 模型实证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户数 - 0�561 - 0�671 - 0�672 - 0�696

( 2�17) ** ( 2�26 ) ** ( 2�33) ** ( 2�27) **

村民小组数 - 58�321 - 54�429 - 56�261 - 65�941

( 2�16 ) ** ( 1�98) * ( 2�12) ** ( 2�11) **

村庄密度 2�635 2�987 2�985 3�227 2�242 2�202 2�488

( 1�97) * ( 2�08 ) ** ( 2�06) ** ( 2�13) ** ( 1�73) * ( 1�72 ) * ( 1�85) *

第一姓氏占比 0�116 0�145 0�684 1�859 2�331 3�260

( 0�02) ( 0�02 ) ( 0�10 ) ( 0�29) ( 0�34 ) ( 0�50 )

人均村级收入 0�005 0�001 0�078 0�087

� � ( 0�04 ) ( 0�01 ) ( 0�69 ) ( 0�82 )

农业生产纯收入占比 - 6�544 - 10�513

( 0�91 ) ( 1�28 )

常数项 1154�432 529�975 861�117 857�714 1119�523 1479�033 1097�824 1058�462 1564�632

� ( 4�69 ) *** ( 3�71 ) *** ( 1�91) * - 1�64 - 1�45 ( 3�61 ) *** ( 1�79) * ( 1�61 ) ( 1�58 )

观察数 68 68 68 68 68 68 68 68 68

R�squared 0�03 0�04 0�08 0�08 0�10 0�11 0�14 0�14 0�19

� � 注:采用稳健性检验, * 、**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 � 本文从集体行动理论出发,利用 2005年 CGSS

村庄数据分析了村庄特征影响村民形成集体行动

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因素, 主要结论有:

( 1)村庄规模对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存

在负向影响。 ( 2)村庄密度与村民参与农村公共

产品的供给正向相关,村庄越聚集, 村民越容易参

与公共产品供给。 ( 3)基于村庄宗族结构的社会

关联对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存在显著影

响。 ( 4)村集体经济及经济结构对村民参与农村

公共产品的供给有一定影响但不显著。

本文前两项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也

即可以通过促进村庄的集聚提高村民参与农村公

共产品供给。具体而言, 一方面, 可以通过合并村

庄办法,减少村民小组数; 另一方面,村庄发展适度

聚集化,扩大村庄密度。这样既可以减少以水利、

电力等基础设施为主的农村公共产品由于村庄分

散而增加的供给成本, 又有利于村民之间沟通交

流,降低公共产品供给在 �一事一议 �过程中的协

调组织成本,促进村民形成集体行动, 共同参与农

村公共产品供给。更重要的是,建立在村民参与基

础上的农村公共产品更符合村民需求,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避免 �自上而下 �供给所造成的 �形象工程�

问题, 缓解当前我国公共产品供求失衡的突出矛

盾。而这一实践已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展开并取得

较好成效。也就是说,通过激励村民, 诱致而非强

制促使村民形成集体行动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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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有效结合,是提高我国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长久之计, 也是当前 �一

事一议 �制度的应有之义, 这对构建和谐、稳定的

新农村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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