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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精英”研究的脉络与走向 

黄 博，刘祖云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近年来“乡村精英”逐渐成为“三农”研究中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学者分别从政治与行政学、社会学、

经济学以及历史学的视角进行探讨，或作整体考察，或作分散研究，或作理论阐释，或作实践调查。在乡村精英

的概念与分类、角色与地位、权力结构、形成、流动以及“超级村庄”的社区精英等方面展开了不同程度的讨论。

但乡村精英的分类不尽合理，研究视角单一，缺乏跨学科研究的成果，缺少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之间关系的深层

次考察。有必要从宏观视角思考乡村精英群体与乡村治理过程的深层次关联，通过研究后税费时代背景下乡村精

英的行为模式，深入分析乡村治理的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方式，从而凸显乡村精英研究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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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trend of “rural elite” in China 
HUANG Bo, LIU Zu-yu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important role in rural community political lif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ural elite” has 

caus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f scholars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trend of the “rural elite”,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discussed this issue from different aspects with various research methods. By reviewing these 

research literatures,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re are still research gaps: The classification for rural elite is not reasonable; 

the research method is unitary, and there are few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Hence,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value of the 

study on rural elite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further study on governing subject, governing structure, governing methods 

is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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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农村问题研究

的不断深入，在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与基层民主政

治发展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

——“乡村精英”获得学者的“特殊关注”，并形

成一批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一现象本身就说

明乡村精英这一特殊群体在当今中国农村社会建

设中的特殊性。任何一个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在达到

一定的程度与水平之后，就需要学术界回过头来对

这些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反思与总结，并展望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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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研究的未来走向，以利于研究在一个新的起点

上向深度延伸与展开。笔者拟以“乡村精英”这一

主题研究为考察对象，在其丰富的文献学考察的基

础上，以探索其研究脉络与走向。 

一、“乡村精英”研究的现状扫描 

从研究成果的文献检索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乡

村精英主要有“农村精英”、“农村社区精英”、“村

庄精英”等不同的称呼。统计显示，2000 年以前，

通过中国期刊网以“乡村精英”为主题词，搜索到

学术论文 68 篇；以“农村精英”为主题词，有 25

篇；以“农村社区精英”为主题词，有 5 篇；以“村

庄精英”为主题词，有 19 篇。2001 年以来，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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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期刊网检索到的关于乡村精英研究的期刊论文

总计 102 篇，整体呈逐年上升态势；关于乡村精英

研究的学位论文总计 13 篇。专著方面有付少平所

著的《关中乡村精英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从研究主体来看，乡村精英已经形成超过 100

人的研究群体，其中，93.6%的研究人员来自高校，

说明高等院校是乡村精英研究的主要阵地。这与高

等院校在学科的知识传播、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

方面的特殊地位是分不开的。值得注意的是，硕士

研究生占研究群体的比例很大(34.5%)，博士研究生

仅占 6.4%，讲师占 11.%，副教授和教授占 12.7%。

这说明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乡村精英研究的重要性，

但研究群体的层次有待提高。 

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外关于乡村精英的理论主

要分为两派：精英循环理论和精英再生理论。这两

种理论的分歧在于乡村精英的主体是否发生根本

性的变化。国外学者关于二者的争论一方面促成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乡村精英研究的繁荣，另一方面

拓展了我国学者对乡村精英研究的视野和思路。目

前学界对乡村精英的诸多方面问题进行了广泛涉

猎，比如关于乡村精英的概念与分类、角色与地位、

权力结构、形成、流动以及“超级村庄”的社区精

英等方面均有成果诞生。 

(1) 乡村精英的概念与分类。学术界对“乡村

精英”的概念界定多种多样。部分学者以所占资源

以及资源的重要性为判断标准来定义“乡村精英”，

认为“乡村精英指的是那些具有特殊才能，在某一

方面或某一活动领域具有杰出才能的社区成员，他

们往往是在权力、声望和财富等方面占有较大优势

的个体和群体。”[1] 也有以影响力的大小为判断标

准的，比如贺雪峰将其定义为“在农村社会中影响

比较大的人物。”[2] 仝志辉更强调乡村精英产生的

群体背景，认为“在小群体的交往实践中，那些比

其他成员能调动更多社会资源、获得更多权威性价

值分配如安全、尊重、影响力的人，就可成为精英”。
 [3]以上学者的观点均有一定道理，但在新形势下，

乡村精英群体的成员渐趋复杂，单一的衡量标准已

不适应，笔者认为可以如此界定乡村精英：具备优

势资源，做出贡献，拥有权威的农村社区成员。 

对于乡村精英的分类，学术界也未达成统一的

标准。有的学者以精英在不同资本占有上的相对优

势对其进行分类，比如较早对中国农村社区精英结

构进行研究的代表之一王汉生认为，中国农村社区

精英由党政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组成。[4]陆

学艺把农村精英划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

精英。[5]贺雪峰根据体现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不

同把乡村精英分为传统型精英和现代型精英。[2]根

据所掌握资源的形式不同，金太军把乡村精英分为

掌握正式资源的体制内精英和掌握非正式资源的

体制外精英。[6]金太军的此种分类方法为目前大多

数乡村精英研究者所采用。此外，阳信生将乡村精

英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拓展，提出“农村积极分子”

的概念并进行分类，认为农村积极分子是村庄内部

和外部(以内部为主)积极支持并主动参与农村公共

事务、增进农村整体福利，实现农村公共利益的各

种积极力量的总称。[7] 

(2) 乡村精英的角色与地位。早在 1899 年，明

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中就对传统中国“乡村头

面人物”的地位和功能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我

们在中国社会中所能发现的最重要的例证是小社

区的地方自治，这些小社区的组合构成了该帝国更

大的组成部分。村子的管理掌握在村民自己手中。

起先，这种情形容易被误认为一种纯粹的民主，但

稍做考察便可明白，在实际上这一任务并非由全体

村民承担，而是由少数几个人承担。”20 世纪 90 年

代之后，学术界对乡村精英角色的研究起初体现为

对体制内精英即村组主要干部的关注。著名村治研

究者徐勇教授提出了乡村干部兼具“国家代理人和

社区当家人的双重角色”的理论，认为村干部在村

庄治理过程中扮演着政府代理人和村民当家人的

双重角色。一方面，政府希望村干部有效地贯彻落

实政务，但另一方面，村民希望村干部为村民提供

良好的服务。村干部处于传统压力体制传导的最末

端和村民自治的民主合作型体制的夹缝中，此理论

较为准确地把握了农村村干部在国家与村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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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这一二元化分析框架中的地位与角色。[8]王思

斌提出了“边际人”的理论，认为村干部处于行政

管理系统和村民自治系统的边际位置，这种边际地

位及由它决定的职能行为对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系

统产生影响。[9] 关于体制外精英，学界重点讨论的

对象是体制外的经济精英参政而出现的能人政治

现象。徐勇认为经济能人崛起并参与政治是很必要

的，有利于推进社区经济的发展，因为他们懂经营，

善管理，但能人政治具有权威强大、缺乏必要制约

的特点，所以能人治理应向依法治理转变。[10]在对

此问题的研究上，华农心的观点与徐勇基本一致，

他通过分析能人政治出现的经济背景和制度空间，

认为其具有基本的社会合理性，同时又指出能人政

治具有包括权力制约的缺位、村民对能人的依赖等

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其观点代表了学界的普遍观

点，即支持经济精英参政，同时主张进一步完善制

度以抑制其弊端。[11] 

(3) 乡村精英的权力结构。金太军认为村庄场

域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

民”的三重权力互动格局，其中村庄精英处于承上

启下的位置，是村庄三重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集合

区。[12] 陈光金根据社区中是否存在权力分化和权

力中心而辨识出金字塔型、宗族型、联合型和不规

则型这四种基本的权力结构形态。[13]吴思红认为乡

村精英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在村庄活动中表

现出不同的利益行为，从而形成了若干利益博弈模

式，形成村庄权力结构稳定和不稳定两种类型。[14] 

吴业苗对村落权力结构的分化进行了研究，认为处

于转型期的我国农村村落权力结构正在快速分化。

村落体制性、内生性正式权力和非治理精英、宗族、

地方恶势力等非正式权力在村落权力结构中分别

发挥着不同的作用。[15] 

(4) 乡村精英的流动。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研

究，第一是从社会制度层面出发，探讨乡村精英在

追求个体利益过程中同国家治理体制上的良性互

动问题。第二是从乡村发展的立场看待精英流动问

题，主要研究的是精英的流失和村庄精英的缺乏对

乡村政治经济生活的负面影响。 

(5) 乡村精英的形成。主要对乡村精英的形成

条件进行分析。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微观的

角度讨论乡村精英形成所依赖的平台，即其能够拥

有和可以调动的资源，这些资源构成了精英们得以

有所作为的行动资本，使其得以成为“精英”，获

得更多权威的基础。另一类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分

析，或者分析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精英如何形

成，即社会变迁对精英形成的影响，或者分析某一

阶段国家的宏观政策环境、制度背景如何影响乡村

精英的形成。 

(6) “超级村庄”的社区精英。伴随着农村经

济的发展，一些村庄由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强有力

的乡村能人引领而率先富裕起来，成为“超级村

庄”。在这类村庄里，往往存在一个拥有绝对权威

的“领袖式”人物，其具有政治精英、经济精英、

社会精英三重身份，村庄也以其为核心形成了党、

政、企合一的职能体系。这类精英越来越受到学术

界的关注。 

二、“乡村精英”研究的学科视角与路径 

1. 学科视角 

(1) 政治与行政学视角。对于乡村精英的研究，

政治与行政学是一个重要的视域，这方面的学者主

要研究乡村治理，从治理的视角研究乡村精英，重

点关注乡村精英在村民自治、村庄权力结构变迁中

所起的作用。如前文所述，徐勇教授曾提出村民自

治制度实行以后，村干部在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要

扮演好“代理人”和“当家人”的双重角色。另有

学者认为，鉴于乡村精英在村委会选举和乡村治理

中的重要影响，乡村权力结构的稳定需要考量乡村

精英内部的水平博弈和其与镇级政府精英的垂直

博弈这两个方向上的精英博弈情况。[16] 

(2) 社会学视角。社会学同样是研究乡村精英的

一个重要视域。多数学者关注的是乡村精英与新农

村建设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探讨乡村

精英在新农村建设整体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以及

消极影响、受到的制约以及对策建议。比如张登国

等认为乡村精英对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农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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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合和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

用，但也存在精英的权力过于集中、精英治理制度

缺位等局限，可以通过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完善政

府权威的约束等途径解决。[17]另一类是分析乡村精

英与新农村建设的某一方面之间的关系。比如郑炀

和认为新农村乡风文明的建设要重视现代乡村精英

的培育，必须强化以人为本，突出智力在农村建设

与管理中的作用，为乡村精英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经

济环境，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与政策优惠。[18] 

(3) 经济学视角。从经济学视角对乡村精英进

行的研究也占一定比例，其中不乏精彩的观点。胡

拥军等沿袭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中对异质性分

析的思路，基于费孝通提出的“熟人社会”场域理

论，分析该场域条件下乡村精英与农村社区公共产

品自主供给的关系。[19]同样针对这个问题，郭佩霞

等认为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乡村精英群

体引领，目前最需解决的问题在于借助国家资源来

激活村社内部的组织力量。[20] 

(4) 历史学视角。从历史学视角切入的研究成

果较多，且不乏独特之处，尤其体现在对乡绅群体

的研究上。孔斐力在《在晚清中国的叛乱及其敌人：

军事化和社会结构，1769—1864》一书中重点考查

了绅士在晚清时代的政治经济活动。王先明对近代

绅士作了较系统的探讨，发表了《中国近代绅士述

论》(《求索》1989 年第 1 期)、《近代中国绅士阶层

的分化》(《社会科学战线》1987 年第 3 期)、(《中

国近代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历史研究》1993

年第 2 期)等一系列文章，着重考查了绅士所扮演的

社会角色、占据的社会地位及其分化流动趋势。贺

跃夫的《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的变迁—兼与日本士

族比较》(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和马敏的《官

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在目前国内明清绅士研究中也较具代

表性。另外，董馨认为 1905 年科举制的废止造成

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乡村精英群体也出现了激烈的

分化，呈现出双重性的特征。作者从双重变奏这样

一个历史角度探讨了科举制的废除对乡村精英的

影响。[21] 

2. 研究路径 

从对研究对象的选取上看，研究路径可以分为

两种，即研究者或者对乡村精英群体进行“整体研

究”，或者针对乡村精英中的一个个子群体比如村

组干部、私营企业主、家族领袖等进行“分散研究”。

在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中，不少研究者对乡村精英

群体进行“整体研究”。王中标认为乡村精英中治

理精英存在着自身角色上的冲突并受到来自非治

理精英的挑战，必须理清治理责权，建立治理精英

内部协调机制，拓宽民意渠道，完善非治理精英吸

纳机制。[22]李军认为精英是农民组织化的凝结点、

社会网络的编织者、社会规范的维护者等。[23]在学

术著作中，学者们多倾向对乡村精英中一个个分散

的子群体进行研究，比如肖唐镖教授所著的《当代

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跨学科的研究与对话》分

历史变迁、区域调查、村庄个案、综合分析等部分，

主要研究了农村宗族与村民自治的关系问题，对当

前农村宗族与村治的互动关系作了深入研究。仅有

前文所述的《关中乡村精英研究》，将乡村精英作

为一个独立的对象进行了“整体研究”。学术专著

的“整体研究”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社区精

英的所从事职业的多元化使其背景复杂化，其影响

范围大多只集中在所居住的区域，很难形成一个有

共同价值取向的群体。大多数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

在一个个子群体上，没有意识到这些分散的子群体

的集合体即可形成“乡村精英”这个抽象的概念。

把乡村精英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意义重大，因为

在遵循此路径进行研究时，更能够从宏观视角理解

乡村精英群体在乡村社会的治理格局中所起的重

要作用。 

从研究方法的选取上看，研究路径亦可分为两

种。第一种是研究者以理论为导向进行研究。部分

学者从乡村精英的形成、流动、发挥的作用、受到

的局限等方面论述，从全国范围内不分类别地研究

乡村精英，让人从整体上对乡村精英有清楚的认

识。李强斌等从宏观分析的角度概括了社会转型期

影响乡村精英变迁的四个方面因素，指出各级政府

应培育乡村精英成长的良好环境，提高乡村社区的



 
 

58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年 10 月 

政治制度化水平，积极鼓励、规范非政府组织能量

对乡村社会发展的渗透。[24]部分学者对乡村精英所

处的地域进行了限定，具有较强的区域性。褚颖春

选取江南乡村精英为研究对象，从传统社会、近代

社会初期、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历史

时期对江南乡村精英的百年变迁进行解读，发现随

着历史的沿革，中国乡村社会的主体影响因素——

文化、经济、政治在不断变化，从而影响乡村治理

的结构不断发生变化。[25] 另有部分学者运用某个

理论对乡村精英进行规范分析，这种分析较为深

刻。闫金山以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研究视角，

来说明乡村精英隐退的原因，即由于国家权力的介

入，改变了乡村场域的结构，弱化了场域中原有的

资本，使以往乡村精英所获得的惯习在新的场域中

再也无法获取利益，致使乡村精英纷纷隐退。[26] 第

二种研究路径是研究者深入实际地域，主要通过观

察和访谈的手段了解乡村精英的更多信息，以此对

乡村精英开展更为细致的研究。邱煌福等采用实地

参与观察与深入访谈方法选取来自江西省龙南县

W镇的 12 例研究个案来分析留守的乡村政治精英、

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并提

出了如何更好发挥乡村精英作用的相应对策。[27] 

三、“乡村精英”研究的未来走向 

通过对目前乡村精英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

现一个广泛的乡村精英研究问题域已经形成，但是

在日益繁荣的研究态势之后依然存在着诸多不足，

对这些不足的认识和反思可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

指明方向。 

1. 深化乡村精英的分类研究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乡村精英由政治精英、

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三种类型构成，文化精英的提

法不是很多，对文化精英存在与否具有模糊性。如

王汉生认为，目前的分类缺少一种文化精英类型。

但陈光金认为，由于在中国农村社会并不存在着一

个独立的文化领域，乡村社会的文化功能实际是由

社会精英来完成的，因此，不存在文化精英。另有

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农村存在着大传统与小传统互动

的独特文化形态，在有着独特文化类型的农村社会，

是否存在着一种独立的文化精英，这种文化精英与

社会精英之间关系具体如何，需要进一步探索。 

2. 开展跨学科多视角研究 

跨学科研究是近年来科学方法讨论的热点之

一。跨学科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超越以往分门别类

的研究方式，实现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就其深刻

性而言，跨学科研究本身也体现了当代科学探索的

一种新范型。目前学者们或者是在政治与行政学视

域内围绕乡村精英与村民自治、村委会选举等基层

民主建设的关系展开研究，或者在社会学视域内围

绕乡村精英的形成、流动等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展

开研究，或者从经济学视角讨论乡村精英与农村公

共产品供给问题，或者从历史学视角对乡村精英的

变迁进行考察，总体上来说，研究的角度比较单一，

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成果较少。加强跨学科的研究是

今后乡村精英研究的发展方向之一。 

3. 深入考察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的关系 

部分研究者在阐述乡村精英的角色与地位时

谈及乡村精英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但大多集中在研

究精英们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所起的作用，或者相

关主体间的行为博弈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或者经济

精英参政合适与否等问题，研究主题基本上围绕着

乡村精英与村民自治展开。总体上来说，这些研究

仍然是基于微观的研究视角，极易成为现有自治模

式研究的一种辅助性分析。关于乡村精英，局限于

基层民主自治形式框架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

从宏观视角思考乡村精英群体与乡村治理过程的

深层次关联，通过研究乡村精英，了解乡村治理的

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方式，从而改善乡村社

会的治理格局，提高治理绩效，如此方能显现乡村

精英研究的重大意义。笔者认为，探讨中国的乡村

治理问题，乡村精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词汇，因为

我国的乡村治理现象实质上是一种精英治理现象，

或者至少是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起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这是当前的一个客观事实。形成这个

客观事实的主要原因是乡村治理过程是一个多元

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乡村精英群体就是由诸

多治理主体构成的，具体情形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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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政府 

宗教团体 乡村草根组织 

家族共同体 乡村企业

乡村精英

村级“两委”

 
图1  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 

由图 1 可以看出，五个行动主体中，“乡村精

英”都是它们的核心成员，因为任何一个行动单位

都离不开这些乡村精英。他们可能是政治精英、经

济精英，也可能是社会精英。 

4. 加强后税费时代乡村精英行为模式研究 

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影响乡村治理的背景发生

了重大变化，包括经济财政背景、民主政治背景、

村民信仰背景、人力资源背景、文化背景。首先，

最突出的是经济财政背景的变化。税费改革前，乡

村两级干部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以利益共同体的方

式“联手”提取农村资源，而税费改革之后，这种

共同体利益结构被打破，这为乡村治理中的其他行

动者提供了可能。其次，民主政治背景的变化也很

明显。虽然我国的乡村治理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实施后就进入了 “乡政村治”模式，然而只有在

税费改革后，此治理模式才有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这是因为乡镇政权对于村级“两委”的控制能力随

着税费改革而大大下降，乡村基层政权之间留下了

一个比较大的制度空隙，这为乡村社会中的其他行

动主体提供了参与的机会。再次，宗族势力凸显。

在后农业税时代，伴随着乡村基层政权控制力的进

一步下降，宗教力量的影响在稳步上升，不仅影响

着村民的信仰走向，而且在乡村事务中越来越发挥

着不可小视的影响力。另外，人力资本背景发生变

化。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成为我国农村人力资

源状况的一个基本特点，后农业税时代，乡村的人

口流动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最后，文化背景亦有

变化，体现为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伴随着城乡差距

的减小，农村文化急剧转型。总之，后税费时代乡

村治理的背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治理主体的

乡村精英的行为模式自然随之改变，从而进一步影

响乡村治理的格局。但目前鲜见这方面的成果。因

此，加强后税费时代背景下乡村精英行为模式的研

究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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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学到想要的技术技能，拓宽其就业途径，同时 NGO

又可节省大量的培训费用，降低其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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