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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依赖与精英权威：农村社会组织

与基层政府的双向依赖和监督

卢素文 艾 斌

摘要： ， 权力 了在 源 理论视角 关注政府与 之间 关系 忽略 内部或资 依赖 下 社会组织 的已有文献 组织

权 。本 对 一外部 资源的精 威 文基 洪 乡慈善拥有 英 于 江西省 会的实地调查 ： 权英 威的 和发现 精 资源供给

力 了 双 双动员 与慈善会之间 不均 依赖和 平 的 督关系能 使乡政府 形成 衡的 向 不 等 向监 。双向 赖体现为依 ：

， 对 。 ，乡 慈善会整 高公 务水平 这种 乡政府而 是非关 而 慈善政府依赖 合资源和提 共服 依赖 言 键性的 然

对 ， 。 ，会 性的 乡 善会获 最重要的支持 协助 在人乡政府的依赖是关键 政府是慈 得合法身份 者和 者 同时

大 ， 也 。双 ：口 外 的 背景下 慈 会的日常运 决策 要依 监督 为 乡政府量 流 现实 善 行和管理 赖乡政府 向 体现

，对 。 权 力嵌 善会的组 架构与 其的监督 虽然通 的影响入慈 织 日常运行 是全方位的 而慈善会 过精英 威 监

， 。 双 ，的工作 但这种 是受 的 在 向 赖 监 系的影响督乡政府 监督 到限制 依 和 督关 下 “ 浮悬 ”的乡政府通

村 ， 类 。 ，善会的互 庄 并 推动同 社会 发展以拓 资源获 时 慈善会过与慈 动深度融入 积极 组织 宽 取渠道 同

努力 采 少 。过 取灵 乡政府保持高度自主性并通 活策略减 的干预

关键词： 权威精英 乡政府 慈善会 权力社 关政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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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 权力 双 。 一资源 论 组 之间 述 源交换而 关系 当 个组依赖理 将 织 的联系描 为 组由于资 产生 的 向 织需

一 ， 对 了 。二 ，要从 取生 前 者产生 依 依赖关系如果不平衡另 个组织获 存资源时 者便 后 赖 者间的 权力关

会系就 变得不平等（杰 里弗 · 、杰菲佛 勒尔德·R· ，萨兰基克 2006）。 一者们 理论运学 将这 用到政

权力 （府 社 组织 下与 会 之间 关系 文简称“ 权力关系政社 ”） 讨 ，的 论 会组织所需 主要中 发现社 资源 由

， 了 权力 。或与 共 由此产生 关系 但如果社会组织 政府或其政府单独 其他组织 同提供 不平等的 无法从 他

， 权 ， 权力获取资源 而 或外 精英 威 源 么 社 关 演组织 是从组织内部 部的 获取资 那 政 系会如何 变？这种关

？是否仍旧系 不平等

来 一 。 一 一江西省洪 乡 会的 以为 问 线索 洪 乡 个边远的自 慈善 实地观察可 回答上述 题提供 是江西省

， 一 长 对 落 、 ，贫困乡 洪 中 休校 和众 之士面 当地 育环 等问题学的退 多有能 经济发展 后 教 境差 筹集资金

250 了 一 ， 。万 成立 会 民政局正 善会的启动 常运 均余 元 洪 乡慈善 并在瑞昌市 式注册 慈 和日 行所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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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权 。 一 村 ，自 是 乡政府和 乡 人口和资源外流的 都难以提 甚至精英 威 这 因为洪 慈善会在 背景下 供资源

权 村 。 权 ， 一乡政府 威的 改善乡 精 威 源的 乡 政府达还要借助精英 资源 治理 在 英 资 作用下 洪 慈善会与乡

了 。 ， 一 权 、 权力成 因此 该慈善 以被 英 威 与 似乎形成多次合作 会可 看作 个由精 提供资源 乡政府 平等 关

。 权 ， 一 权力 ？ 对的实例 但在精英 威的 洪 乡慈善 政府之间的 吗 这 系系 影响下 会与乡 关系真的平等 种关

了 ？乡政 行 和 善会 何府治理 为 慈 运行产生 种影响

了 ， 对 一 ， 权答上述问 于 洪 乡慈善 实地 英 威 兴 育过为 回 题 笔者基 会的 调查 揭示精 在慈善会 起和发

， 权力 一 对程中 用 分析乡政府与慈善 形成的政 以及这 关系 为和发挥的作 会之间 社 关系 乡政府治理行 慈

。本 权力 ，会运行 文 究 助于 用 论解释政 更好地理解 内善 的影响 研 有 人们在运 资源依赖理 社 关系时 组织

权 。部 资源 所 影响或外部拥有 的精英 威 产生的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本 ：一 权力 ，二 权与 文 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政社 关系 是关注不同相关的文 是分析 的文献 威及其在

。 ， 本 。发展 用的文 中 者 先梳 面 提出 文的社会 中作 献 下文 笔 首 理这两方 的文献 然后 分析框架

（一）政社权力关系的类型

， ， 权力在资源依赖 视角 文献 可 为理论 下 基于已有 政社 关系 以总结 3 类 。种 型

1. 。府主导型政 心以政府为中 的“结构洞” （ 、 ，张奇林 石的存在 磊 2015）， 会使社 必组织 须依

赖政府获得 息信 资源、 治支持政 、 法 等组织合 性 （Saidel，1991）， 此因 ， 权力政 关府在政社 系中占据

。尤 来， ，对 了导地位 其 政府以体制 求为 织购 会 成 直接主 是近些年 内需 导向向社会组 买服务 社 组织形

（ ，控制 管兵 2015）， 使社会组织发展的致 制 缺位度条件 （ ，黄晓春 2017）。 权力主导型的政政府 社

面影关系既有正 响，也 负面影有 响。 了关 提 社会 式这种 系 高 组织的正 化程度， 了组织目标明确 或使命，

可能会导致 组织 繁变但 社会 目标经历频 化（Seo，2016），也 对组 主性可能会 织的自 、价值 组诉求以及

织生态造成消极影响（ 琴等崔月 ，2015）， 对 力还可 组织的组织 响能 社会 能 产生负面影 （叶托，2019）。

然虽 政府 ，是 进 织发的目标 促 组 展 但其 政财 援助会 意或无意在有 间抑制 会社 组织的政治 动活

（Bloodgood and Tremblay-Boire，2017）。 权力 ， 了在 的政 社 为 在激烈政府主导型 社 关系下 会组织 的

， 、 ， 努力 义 ，获取资源 会与政府保 互动 主动 府 或 获取制 性竞争中 持良性 接近政 度外的道 正当 以期获

得社会的支持和 府 默认政 的 （ ，和经纬等 2009）。这些策略 了避免 社会组织 一 矛间的 些 盾与与政府之

冲突，又柔 了性地实现 织社会组 自 与身的理念 目标（ ，华姚 2013）。

2. 。互依赖型政社相 ， 也虽然政府掌握着社会 需的资源 组织 能为政组织所 但社会 府提供 、服务 信

息、政 持治支 等资源（Saidel，1991），二者因资 互 且不源 动 能拆分 形 的而 成互惠互利 共生关系（徐顽

，强 2012）。 了在资源的给 获取 与社 间予与 过程中政府 会组织之 形成 3 ：依赖关系 社会组种 政府介入

、 ， 权织框架和原则 社会组织 做事并部分 的依 关系 社 让 主的界定 帮政府 依赖政府资源 附性 会组织 渡 导

， 、 倚 （ ，换取 和 主空间的 系 互利 互补 的伙 关系政府资源 项目实施自 梯次性关 和互 伴型策略性 范明林

2010）。 而然 ，二 对源获取和 中所产生的相互依赖 不是 称的者在资 转化过程 关系并 （徐宇珊，2008）。

也 ，也这种关系 会 与政 系的加 加 可 随着 主 获取渠道随着社会组织 府联 强不断 深 能 社会组织 动拓展资源



资源依赖与精英权威：农村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的双向依赖和监督

- 3 -

（弱而逐渐减 、 ，陈天祥 朱琴 2019）。 权力 ， 对相互 关系 织 源和规则在 依赖型政社 下 社会组 通过 资 的

找 ，双 权力 （ 、 杰，渐 准自身定位 方逐步 此的 边界 杨运作逐 明晰彼 黄晓星 2015）。

3. 。嵌入型 ， ， 努力虽 主要 但社会 非 全 动 它 渠然政府掌握着 资源 组织并 完 被 会 从多种 道获取资源

少对 ， （ ，以减 政府 而提升组织 性以 展 王的依赖 从 自主 保障自身发 诗宗等 2014）。 了会 通过社 组织除

，政府 市场获取还会通过 资源（覃 ，志敏 2016）。 ，三 力在 境下 方需 自 量嵌入彼这种情 要将各 此实现

（ 、 ，理 刘 俊芳协作治 伟 翁 2021）。 ， 、 ，例 为 会 织搭 台 资源 甚至如 政府 社 组 建运行平 注入外生性 通

嵌过关系 入和协商 式帮的方 助其建立 治式 架自 组织制度 构（王辉，2020）；市场为社 供资金会组织提 、

力 ， ； 了 ，人 等资源 以半 形式与社 和政府产生 为 满 存与发 要嵌入的 会组织 互动 社会组织 足生 展的需 仍

， （ 、 津，需 分嵌 获 从而与政 嵌入性的合 式 冷部 入政府以 取政府资源 府形成半 作模 向明 张 2019）。

了 权力文献 关已有 展现 政社 系的 3 类 ， ， 了型 但将资 主要限定为政府和市 社会种 源提供者 场 忽视

权 。 权 权力组织 威获取的资 答依 英 威获 的 会 织与 成从精英 源 这就无法回 靠精 取资源 社 组 政府会形 何种

， 一 。及这 关系关系 以 是否平等 泽 、邱 奇 由入文（2020） 讨 权力在线 部与 的在 论 教育机构总 分部之间

， ， 二 、发现 表达 求的用户能够改变总 部之间的 式 进而实现关系时 差异化需 部与分 沟通模 者目标协同

。 一 了 权力 ， 本 了 。息共 信任增 究 果 破 资 论 研究提供信 享和 强 这 研 结 突 源依赖理 的 机制 为 文 启发

（二）不同权威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村 ，权 村落 力 ， 权力社区 威指的 有调 能 的 乡 格局中不在农 是具 动 社区资源 人 他们是 土社会 可或缺

部分的 （ 东，赵旭 2003）。权威 权力真正的 源于 财富拥有 （特别是土地和生产工具），从而 了产生 分

村 力庄资 影响配 源的 （ ，张静 2006）。 对权 类。韦 （们 有 种分学者 威 多 伯 1989）把权威 为分 法 权制型

、威 统传 权型 威和 型卡里斯马 权威。 （党国印 1997） 权 、 权 、 权 权教 威 威和从宗 宗法 威 道德 政府 威四

讨了 村 权方 国传统农 构变迁面探 中 社会 威结 。任生德（2009） 权 权从国家 角度把 威 治 威治理的 分为政 、

权 、 权 权 。 孝 （经济 威 威 费宗教 威和宗族 通 2015） 村权力社会冲 会 作 角指 中从 突和社 合 视 出农 结构 存

权 、 权 、长 权 势权 。 （威 同意 威 威 周沛在着横暴 老 威和时 1999） 权 权 、把 威 组织分为 威 传统或家族式

权威和有 力强很 号召 个人的 权威。

， 权 一 村权力 。中 和国成立前 政府 威 直 构中占据 位 它是国家华人民共 在乡 结 统治地 意志和治理的

， 权 村 。 权 力体现 通过政 理 社 政府 强国家 府 威管 农 区 威凭借其 制 和组织优势 。把控着社 存亡会组织的

， 权 村 本 ， 权 权但由于 和信 的制 深 成 过高 不 宗法 威和道德 威交通 息传播条件 约 政府 威 入 庄的 得不借助

力 （ ，的 量 党国印 1997）。 权 ，宗族 威在 律和制度的 家治 立并维 伦国家法 认可下协助国 理 建 护儒家 理

， （ ，纲 关系 护 生德常 的秩序 维 公共安全 任 2009）。 权 村宗族 宗族组织在 理中威构建的 乡 治 扮演着正

（ ，治理 肖式 者的角色 唐镖 2010）， 、 ，以有效地 实施多边惩罚机制可 规模化地 村节 会的治理省乡 社

本成 （ 、 ，图 齐秀琳邓宏 2016）。 绅 权 一 、 较 、乡 威因 定经济 教 水 高 道为代表的个人 具有 基础 受 育 平

较 ， ， ，而 众的认可 导和守护传 理 并 规民 维德品质 好 得到地方民 从而能倡 统伦 据此制定乡 约 建立和 护

村 村 （ 、识的乡 共 辉民共 同体 胡鹏 高继波，2017）。 ，差序格局背 乡土社会 之间的互动景下的 人与人

， 长 习 ， 一 长 权 了 权力，和道 轻人需 学 验 这 过 拥 轻依靠的是传统 德 年 要向 者 经 在 程中 老 威 有 教化的 年

必 权力人 须恭 于这种敬和顺服 （ 孝 ，费 通 2015）。 ， 村 了一 轨乡 形 下的 治由此 成 条自上而 官僚系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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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轨 ，条自下而 体制 道 即道和 上的民主 “双轨政治”（ 孝 ，费 通 2012）。

， 村权 了 大 。 权中 共和国成 改革开放前 发生 迁 政府 制 的华人民 立后到 中国乡 威结构 巨 变 威以强 性

权力 ，握和 会 源掌 支配着社 中的许多资 是社会 共政策的制政策和公 定者 执和 行者， 对种相而其他各 独

力 来会 发育出立的社 量很难 （孙 ，立平 2004）。

， ， ，放后 基层政府获取经 径从收取 变为上级支 不足 题 只改革开 费的途 税费转 付 但面临经费 的难

能靠“跑钱” ， ，和 债 此与 疏借 由 农民逐渐 离 呈现出“ 浮悬 ” 村 （ ，于 庄的状态 周飞舟 2006）。政府

权 ， 。威难以 社会 源 但 握 性资源且 替代性 虽然宗族普遍再为 组织提供资 仍然牢牢掌 着合法 具有不可 在

， 也 ， 丰 ， 村 村重建 各地 效果 并不相 的资 乡 治理 日 生 中发全国 的重建 同 但都具备 富 源 在 和 民的 常 活 挥

（ ，作着积极 用 肖唐镖 2001）。长 权 来 ，一 ，威 自稳定 社区 旦社会 达到 们老 而封闭的 变迁 某种程度 他

， 。 ， 绅 村便 用 者经验为 答困惑 地位不断下降 时 士 逐步 理中退无法再利 知识或 年轻人解 与此同 从乡 治

， ， 村 ，场 取 新乡 代表的 英 们 成的 希 庄的承认而代之的是以 贤为 个人精 他 组 社会组织 望能够得到 赢得

， 了 ， 了的荣誉和尊 为 国 间的 个 激励的能 府示范导向的自身 严 成 家与社会之 纽带 推动 体自我 动性与政

互动（ ，姜亦炜等 2019）。

（三）分析框架

了 ，本 对权 类 权 ，为 实现研 文借鉴已有 及 威 会发展 的 化 乡土究目标 文献 威的分 以 在社 中作用 变 将

权 划 权 权 。 权 力 ， 村 。 权威 和精英 威 表国家 量 包 层政 英社会中的 分为政府 威 政府 威代 括基 府和 干部 精

权 ， 权 、长 权 。威 府 的精英人 族 威 老 威和个人精英是指除政 威之外 士 包括宗

， 权 ，的文献梳 精英 威在社 和发 可能发 作 从 影响从前文 理可知 会组织的生存 展中 挥重要 用 而 政社

权力 ， 权力 又 对 村 。的 关系 会 乡 和组织运行 影响 赖理关系 形成 而政社 治理行为 产生 但在资源依 论现有

， 权 。 ，本 了分 下 精英 威 忽视 鉴于此 文构建 如的 析框架 的作用被 图 1 ，的分析框所示 架 用以分析精英

权威如何通过为 会社 组 供资源织提 影响 权力 ，社 系政 关 对而进 村基 治层政府乡 理行为 会组织和社 运行

产生 样的怎 。影响

基层政府 社会组织

政社权力关系

精英

权威

乡村治理行为 组织运行

图1 精英权威作用下政社权力关系及其影响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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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资料获取及介绍

（一）案例资料获取

本 料文 两种 例资通过 方法获取案 。一 式是半结构 访谈法。在实地访谈之前， 计了者设 访谈提纲笔 ，

并于 2020年 4 一 了西省瑞昌 开展 为期月赴江 市洪 乡 1 。 找 一个 洪 乡 会的常月的调研 在 到 慈善 务副会

长T1后， 找过 雪球 另通 滚 的方法 到 外 10 求的受访位符合要 者，对 了 小 小半 时至两个 等的他们做 时不

一对一 。 ， 、 、村 小 长、不仅 会 相关者 如 员 捐款人 民 组 受资助访谈 受访者 包括慈善 的利益 慈善会成 学

生、 村通 民普 ，还包 会的利益不括慈善 相关者， 市民 工作人如瑞昌 政局 员。 本者 基 息见受访 的 信 表 1。

二 。 了 村 。观 去往 部分 资助的学生 家里是参与 察法 笔者还 受慈善会 和 民 观察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二）洪一乡慈善会概况

一洪 乡地处偏远且 不便交通 ， ， ，以水 为主 几乎没稻种植 有工业 型的属于典 “ 、 、穷老 边 ” 。乡

，本近些年 乡 大 ， ，居 多 往周 市 出现象非民 去 边发达城 务工 人口流 常普遍 小学生中中 儿留守 童 比占 逾

80%。 一 。 ， 苏的文 自 在文化资 曾是 维埃革命和土地 根据洪 乡有独特 化资源和 然资源 源方面 它 革命的

， 丰 ， 苏 。 ， ，地 有 命历史 现存 馆和 陵园 在 源 面 地处 地富的革 维埃革命纪念 烈士 自然资 方 它 山区 境内

， 丰 ，壮丽奇特 富 是周边知质地貌景观 绿色资源 名的“绿肺”和“天然氧吧”。村 了民们 水借此开发

、苎 。等特色种蜜桃 麻 植产业

一 ， 来乡人素有重视教育的 统 自古以 盛洪 优良传 文风鼎 ，历史上的 一洪 乡就 一 名的是 个有 “才子

之乡”。 ， 村据族谱 多 的 上记载 很 民 祖 了出 ， 少 才。不进士 还有 秀 一 善事业正 起步洪 乡的慈 是从教育

的。 长在常务会 T2 本 努力和 乡其他人的 下， 一洪 乡慈善会（ 文下 简称“ 善会慈 ”）于 2017年 1月 23

大成立 会日召开 ，并启动 ，圆梦助 现场接收学行动 界社会各 捐赠 133 。万元 慈善会以“ 子、扬美助学

、 、急难德 救 断穷根”十二 ， 了方 为 旨 陆字 针 宗 续开展 “ 梦圆 助学”“ 餐免费午 3+1”“ 村乡 暑期课

堂”“孝 大老表彰 会亲敬 ”“扶贫助困”“红军桃采摘节暨扶 助学贫 ” ， 村 、乡 业 道等活动 为 教育事

序号 访者受 代号 或职务 职业 慈善会的与 关系 年龄 性别

1 T1 一 长洪 中学校 长常务副会 46 男

2 T2 一 长（ ）中学校 已洪 退休 长务会常 65 男

3 C1 一 长洪 中学副校 宣传员 43 男

4 K1 一 长洪 信所所乡电 长（ 计）秘书 会 45 男

5 C2 双 村村港 书支 愿者志 46 男

6 T3 村村 小 长组麦良 民 志愿者 47 男

7 W1 生学 受资助人 13 男

8 L1 学生 受资助人 14 女

9 W2 经理公司 捐款人 43 男

10 K2 厂工工 人 益潜在受 者 27 男

11 F 昌市民政 员瑞 局工作人 无 45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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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德建 发展做出 贡献 具体而设和经济 言 “ 助学圆梦 ” 、活动 和高考成绩 供助为贫困 优秀的学生提

金奖学 ；“免费午餐 3+1” 动 由 善会 会 合作活 是 慈 与中国社 福利基金会 ，免费 提供午餐为师生们 ；“乡

村 课堂暑期 ” 儿 办 、 术 ， ；童开 美 课程 拓宽 野并保障其人身安全活动为留守 涵盖国学 等暑期 他们的视

“孝 大表彰 会亲敬老 ” 孝 。 ，活 和宣传 亲敬 以呼 们继承 德 仅 此 慈动奖励 老的典范人物 吁人 传统美 不 如

力 村 ， 。 ，极 展 庄建设 困户和有特 紧急 发放 外善会还积 助 乡政府开 工作 为贫 殊或 困难的家庭 救济金 此

与慈善会 乡 一 办政府 同承 “红军桃采摘节暨扶贫助学” ，活动 活动募集 金并吸引外通过该 助学资 地游

本 。购买 产品客和商户 乡农

门（慈 立 事 和监 部善会设 理 会 事会两个 见图 2）。 、负责募捐 金和物资 构 承理事会 与使用资 思和

办 、对 对 。活 等工 由动 内 外宣传 作 理事会 长会 、 长副会 和 长秘书 ， ， 长 长组 和副会 都有名誉成 其中 会

。 长 长 ， ； 长和常 名誉会 和 责联络外部 善会 的工作 务 和 会务之分 副会 负 资源 不承担慈 具体 任务 常 会 副

长 。 长 大 长 ， 长 一负 的 誉会 由已 学学院院 担任 常 由已 学责慈善会 日常运行 名 退休的某 务会 退休的洪 中

长 ， 长 一 长 ， 长 一 长 。 长校 副 乡党委书 任 常务副会 由洪 中学 担任 秘书担任 名誉 会 由洪 记和乡 担 现任校

、 计 ， 一 长、 长 一 长 。纳 会 和宣传 医院院 所所 和洪 任 校 任 监包括出 员 分别由洪 乡 电信 中学现 副 担 事会

、 落 。 长 ， 长 一 长监 金使用 活 况 监事会由 监事 乡现负责 管慈善会资 动 实等情 会 和 组成 会 由洪 任副乡 担

，任 监事由 、 村 。乡纪委及 支部负责人担任学校 各 党

图2 慈善会的组织架构

（三）精英权威的资源供给与动员能力

1. 权 力威资源 释放精英 供给能 的 。 大 本 一 力 ， 哺 村善会的成员 影响 具备反慈 都是 乡中有 定 的人 乡

力 。 本 权 ， 村 ，或 源 们 身 威 中比普通 多资源 还能 些可的能 资 他 就是精英 在乡土社会 民拥有更 将这 利用

来。 ， ， ，热慈善 结 时 这些人 报家乡的情感 具有乐 的精神 衷资源与 会的需求 合起 同 怀揣着回 于奉献 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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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长业 慈善会成 用自 资源为 运 提 各种 常善事 立后 成员们利 己的 慈善会 行 供 便利 例如 务副会 T1

一 长，中学现任是洪 校 宣传员C1 一 长， 了 本 ， 对是洪 中学现 校 他 及其 能任副 们 解 乡学生 家庭情况 贫

， 找 ； 本 长，生做摸底 可以快速 出需要资助 担任慈善 的是 乡医院院困学 调查 从而 的学生 会出纳 清楚患

村 ， 。医疗 情况 能 核 因 致贫 的病 民的 支出 够帮助 查 病 家庭情况 真实性

， 对 来 。成员们都 自身的资源 慈善 源 慈 行 说并不够虽然 积极地将 投入 会 但这些资 善会的运 和发展

一洪 乡大 村 较 力在外打拼多年的 民有 济实部分 强的经 ， 也很多 家乡做事人 想为 。他 金钱们有的能捐赠 ，

本 ， 找 一 ，能为慈 地 济 会发 键 不到 个合 或可信任的有的 善会和 经 社 展提供关 信息 但苦于 适的平台 人 使

得资 聚集源难以得到 和利用。 了善 适时地发慈 会成员 挥 作用。 长善会常务会 是慈 一 长洪 中学退休校 T2。

大家之所以推选T2 长任会担 ，是 一因为洪 中学的 广泛教师 地 村 ， ，到 民的 会 位 高受 尊敬 社 地 很 而且

T2在 长 办校担任 期间 事公道、 心富有爱 ，村 十民 他的人品们 分相信 。 一 村 一洪 辖 庄 几乡所 中的年轻 辈

， 长 。乎 他 由他出面 合适不过 他都曾经是 的学生 担任会 最 从乡政府和其他村民那里 了 一获 辈人取 年轻

的联系方式，通过 、 门网络 上 的电话 或者 方 他 为 善会式游说 们 慈 捐款。他 通还 过各种 宣传渠道 和鼓励

村的 民有意愿 主动参 善会与慈 的各项活动。因为T2在乡里 有具 ，誉良好声 一 也年轻 辈 够将相信他能

办 ，慈善会 好 都愿意 会为慈善 。捐款或 息提供信 一 村村曾向慈善 吴家会捐款的洪 乡 民W2 ：道说

“ 一 来我是 走 的从洪 乡 出 ， 前真 好以 的是好穷 穷， 也 力了点能现在 算有 ，就想 做点事情着为家乡 。

长 长， ， 心。慈 的会 候的 钱 我就很放善会 是我上学时 校 把我的 交给他 ”（HY-WJC-20200410）①

权 ， 。 大 村仅包括慈善会的成员 其他在乡 在乡的精英 流的精英 威不 还包括 或者不 人士 人口 量外 庄

再是不 “熟人” ，村民社会 之间 会交社 往 少，减 关系变得 较 。比 淡漠 ，时 慈善会 会关系网同 成员的社

本 ，对 村 力 。 ， 村 ，络 在 地 源动 因 只能联合 已为慈善会提供集中 外流 民的资 员能 有限 此 他们 民 并通过

支持的不在乡 ，精英 呼 不在吁其他 乡 村 。 一精英 洪 乡为 庄注入资源 村民于 2015年建立了微信群，意

图联络本 村村乡各 民的感情，互 信息相交流工作 。通过 群这个微信 ，村庄人际关 络得系网 到重新建构。

同时，以血缘 地和 缘关系为纽带建立 来起 的 系关 网络更加牢固和可靠，村民们也都 较 一比 信任这 网络。

不在乡 权 也 村 了 ， 村精英 群与 的 民们 系 们 虚拟 将 起威 利用该微信 在外 取得 联 他 在 的网络上 民重新团结

来， 本 村 ， 村 力。聚合原 的 庄内部资 庄发已经外流 源 为 展助

2. 权 力 。精英 威 动员能 的 显资源 凸 本 村 了大 ，慈善会从 募捐到 量资金 但由于虽然 乡 民那里 其服务

、 、扶 ， 长 。范围覆盖 疗 贫等多个 并不 期支持 的 行 业务教育 医 领域 这些资金 足以 慈善会 运 和 范围扩张

权 村 。 权 大 长 ，慈 助精英 威 络整合和调 外的 英 威 已善会需要借 的资源网 动 庄 各项资源 精 多 居外地 经拥

了较 力、较 力，强的经济 息资源和良好的组织 并且他们 何利用互联有 实 多的信 动员能 懂得如 网和社会

村 撬 。网络 善会在 更 资关系 为慈 庄外 动 多 源

①
代码由三部分组成：前两位字母代表乡名，中间三位字母代表村名或慈善会，最后的八位数字代表访谈日期。例如，

此处和下文代码中出现的“HY”代表洪一乡，此处的“WJC”和下文代码中的“SGC”“BSC”分别代表吴家村、双港

村和边山村，下文代码中的“CSH”代表慈善会，此处的“20200410”代表访谈日期是 2020年4月10日。下文除特别

说明之外，代码的含义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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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儿 父 较大 长 ， 长洪 乡 乎 等年纪 的 辈们留守 童几 都是由祖 母 辈照看 但 因普遍 农活忙于 无法时刻陪

。 子 ， 。 一护 这 假 常去河里 安全难以得到很好保 所在瑞昌 个乡些孩 在暑 期间经 游泳 生命 障 洪 乡 市的各

溺 。 了 一 ， 长镇每年 解决 题 慈善 副都有学生 亡 为 这 问 会常务 会 T1计划 办在 期举暑 免费的“ 村暑乡 期

课堂”活动， 子为孩 们补 识的同时为 提供充课外知 他们 安全保障。 一 长为洪 校作 中学现任 ，T1可以借

， 。 ， 儿用学校教 作为活动场地 但他没 承担活动 各项费用 并 的经室和宿舍 有资金 所需的 且 留守 童家庭

较 ， 长 也 力 。件普遍 没 能 付这 然济条 差 家 们 有 支 些费用 虽 T1 一 ，会申请第 资金可以向慈善 期活动的

但慈善会的教育 大 ， 长 。于资 生 以为暑期 期支持 要想把资金主要用 助贫困学 上 学 难 活动提供 “ 村乡 暑

期课堂” 长 办 ， 村 。 一 ，一动 期 下去 不向 庄外部 莫展活 就不得 求助 正当他 筹 时 位长 村居外地 英的 庄精

布了微 群中 西在 信 发 关于江 青原弘 ， 。善基金会 表示可以帮 系 在济慈 的信息 并 忙联 该 的精英人士 协调

下，江西青 慈善原弘济 基金会答应为“ 村乡 暑期课堂”活动提供资助， 于支付购用 买教材、 习学 用品、

午餐以及聘用教师等发 费用生的 。2018年， 一 办了顺 举洪 中学 利 儿期关 之首 爱留守 童 “ 村乡 暑期课堂”

活动，为期 1 。 动按照学员 的原个月 该活 就近 则在 一洪 乡 了 ，置 两 组设 个活动点 成 5 ，级 聘请个班 了

15 丰 大位 验的专业老师和在校 任教学任具有 富经 学生担 务， 了文化开展 、国学、 丰 彩书法等 富多 的课

程。参 动的学加活 生达 150 人余 ，2/3 ，学 每天 早的 生 由监护人 晚接送 其余学生食宿在校内。

， 权 力 村 ， 术上可见 精英 仅能 资源 集 资源 还能 络技 和由 威不 够利用自身 和影响 聚 庄内部 够利用网

村 ， 。 匮 了社会关系网络 外部资源 慈善会的运 源 乏 善会和 为动员 庄 从而为 行提供保障 资 的慈 乡政府 获

权 采 一 ， ， 权 权力 ，得 英 威 取 么 精英 威 慈善会与乡 之间精 的资源会 系列行动 那 如何影响 政府 的 关系 进

村 ， 。如何 府 理行为和 运行 将在下文回答而 影响乡政 的乡 治 慈善会的

四、乡政府与慈善会的双向依赖和监督关系

（一）不均衡的双向依赖关系

1. 对 。政府 慈 赖乡 善会的依 一 丰 ， 一 大力洪 乡具备 富 资源 府 直 发 爱由于 的自然和人文 乡政 展红色

义 采 。 较 ， 一主 育旅 蜜 生态旅游 距离市区 远 旅游 度国 教 游和以水 桃 摘为主的 项目 但因 洪 乡 项目的知名

并不高， 也并效果 不理想。为此， 一 找 长洪 乡 到慈善会常务会党委书记 T2， 力希望 助慈善会能够借 的

。 ， 义引外地游客 会商 决定 以 的 开量吸 乡政府与慈善 量后 慈善会 名 展“红军桃采摘节暨扶贫助学”活

动。 活动的目 色旅游打出该 的是为红 名气、 扶为慈 募集善会 贫助学 资金、 本 类乡 品的销售促进 各 农产 。

、 、要由文艺演出 农产品 约 红军该活动主 销售签 桃采 。 ，本 村捐等环节构 表演摘和募 成 首先 乡的 民 歌

； ， 类 ， 扶接着 乡 织 户 商家 销 号召游客 慈善会 贫助 目舞 政府组 农 与 现场签约 售各 农产品 和商家向 学项

； ， 择 采 一 。捐 可以 桃 蜜桃或在 设置的摊位上购买农 动结款 然后 游客 自由选 在 林 摘水 乡政府统 产品 活

， 了 少 ， 大束后 客都购买 不 型商 在现场很多游 农产品 好几个 会都 与农户 了签订 大 ，笔 单 慈订 善会募集

了 十 扶 。到 学资金数 万元 贫助

了 ， 大了 ， 了乡 借助慈善会 红色 旅游 产 还提高 公政府不仅 促进 旅游和生态 发展 扩 农 品销量 共服务

。平 利用在水 “红军桃采摘节暨扶 学贫助 ” ，活动中 的资金 慈善募集到 会联合 会福 金会中国社 利基 在

一洪 乡 了设开 “ 费 餐免 午 3+1” ，项目 。项 镇的试点 会与中国社 利基这是该 目首次在乡 经过慈善 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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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定 为金会协商决 乡 校 供免费午所有在 师生提 餐。 ， ，两个组织分担 其中 中 福利基金费用由 国社会

会资助 3 ，元 慈善会资助 1 ， 也元 这 是“ 午餐免费 3+1” 义。名称的项目 含

， 扶 ， 一 扶 对 扶 。来在 准 工作 依 些特殊的 更多 持和帮此外 精 贫 中 乡政府 赖慈善会为 贫 象提供 助 自

一 双 村洪 乡 港 的学生W1和L1 了 扶均得 和 的帮到 乡政府 慈善会 。W1因母 走与亲离家出 父继 相依为命，

父继 在两 车不幸遭遇 失劳动年前 祸而丧 能力， 父继祖 因 了 而受不 打击 中风，长年 。瘫痪在床 助受资 学

生L1 父亲和 聋的 母亲都是 哑人，父亲 4 去世年前 ，母亲改嫁，其与 83岁的 一奶奶 同生活， 能靠只 奶

一 计收入奶务农的 点 维持生 。 一 扶两 洪 乡精准这 户都是 贫的对 ， 受象 接 政府救助，村 也干部 会定期上

门 问慰 。 本虽然乡 够为他们提 障政府能 供基 的生活保 ，但 再为他 更 帮很难 们提供 多 助。W1和L1在遭

变受家庭 故后， 一 下滑到全成绩 度 班倒数。 了善会 解情况慈 后，对 两户这 每月给予 500 的元 额外补助。

长务常 副会 T1 为还 W1和L1辅导功课， 了他们的提高 习学 成绩， 了 大并为他 去北京参们提供 观各 高

。 ，校的机会 受访时 L1 了 ， ：示 她 绩优异 的 状 及慈 道自豪地展 因成 而获得 奖 谈 善会时说

“ 了， ， （ 一 村村 小 长）我家就要 天天哭 还好周 乡麦 家我以前以为 这么没 奶奶 叔叔 洪 良 民 组 说国

扶 ， 心。 来 来了 ， ， 心 。 长（有 我 后 慈善会 说我们满足条件 让我 校 常贫帮助 叫 不要担 的人 我家 安 上学

长务副会 T1） 找 了 ， 。我们班老师 学以 我补课还 到 解我的情况 放 后给 ”（HY-SGC-20200413）

对 力又上 行 任务 能政府面 级 政 而下级的 不足时， 会尝试可能 “借道” 对织的资源应社会组 难题（黄

、 ，晓春 周黎安 2017）。 村 ，也 力 村 ，乡政 上 内部获取 员 庄外部资源时 就当 府难以从 级或 庄 资源 无 动

大 ，对 村 、 也 心 力。很 共服务范 民收入 改善 现得 通过借 会 资难扩 公 围 提升 教育环境等 表 有 无 助慈善 的

， 一 找 了 村 ， 了洪 乡 适 内外资源 为该乡旅游 和农 开 市源 政府 到 合 的路径将 庄 化为己用 项目 产品销售打

， 了 ， 。高 务水平 这 依赖慈善会的很好例场 并且提 公共服 是乡政府 证

2. 对慈善 的依赖会 乡政府 。 权 大虽然慈善会 以调 获取自 所 的 分资借助精英 威可 动和 身运行 需 部 源，

权 。 了 ，才 权 村威 会提供组 慈善会只有 组织 获得但精英 无法为慈善 织合法性 获得 合法性 能够 精英 威和

， 村 ， 。民 从而调动 内外资源 实现组织的 发展 虽然 的合法性需的信任 和聚集 庄 可持续 慈善会 要从瑞昌

， 。 、 ，政局 但没有 的 助 很难 政 慈善会快 完成注册市民 获得 乡政府 协 是 完成的 乡 府能够协助 速 顺利地

一 。 一 ，使 为 个 组织 高 慈善会其成 正规的社会 洪 乡政府 度重视 “一路亮绿灯”， 最快速度帮助慈善以

料会 册所需的准备注 各种材 ，使其能够在 成立最短的时间内 。 市民政 人瑞昌 局工作 员 F在 到慈谈 善会

：过注册 程时说道

“ 一 了 ， 找 ，时洪 乡乡政 慈善会做 很 乡政 到我 多 会注当 府的人为 多事 府的人直接 希望我能 给慈善

。 一 ， 力 。册帮 成立是 件多好的事情 定全 支持忙 慈善会 啊 我肯 ” （RCS-20210312）①

长会常务副 T1 力 ，在谈到慈 的全 下完成 为 能 获得 和善会在乡政府 帮助 注册后 何 够 外地企业 慈善

大量资金和组织的 物资支持
②

：时说道

①RCS-20210312表示受访者来自瑞昌市（RCS），访谈资料收集时间为2021年3月 12日。

②
慈善会在瑞昌市民政局正式注册后，许多知名公司和慈善组织想通过慈善会为洪一乡的贫困学生提供奖助学金或捐赠

学习用品。慈善会先后收到加多宝集团捐助的 50万元，江西青原弘济慈善基金会捐赠的 5万斤大米和若干食用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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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政 支持府的 肯定是有的。经济 没上的帮助 有太多， 了但是在注 乡政府提供 很多帮助册过程中 。

了 也 来。册 以后那 方便投进正式注 些资源 ” （HY-CSH-20200405）

了 ， 、 办、 划慈 合法 取方面 政 在 金募 传 等方面善会除 在组织 性获 依赖乡 府 资 集 活动宣 和举 出谋 策

也 。 ， 了 门 ，需 政府 慈善会 初期 的工 慈 传和募集 该要信赖乡 成立 乡政府派 专 作人员帮 善会宣 资金 并为

， 大 了 。 办大 ，项工作提供专项补 减轻 慈善 用负担 慈善 光靠 的成员贴 极 地 会的费 会主 型活动时 自己 无

力 对 杂 。 了 长动 繁 工作 因应 活 中 的 任务 这是 为除 常务会 T2 ，已经退休 体承担慈善 务的外 其他具 会事

本 ， 力 ， 。 一己的 间 限 只能利 间为慈善会提供服务 洪 乡的成员都有自 职工作 时 和精 有 用休息时 再加上

力青 动 几乎都外壮年劳 出务工， 村 力无法 内部获 的 支慈善会 从 庄 取足够 人 持，只能 府寻求乡政 的帮助，

村 、 。 ，乡政府可 部 教师等人 为慈 志愿 善 政府的协因为 以动员 干 员作 善会活动的 者 经过慈 会与乡 商 慈

办 ， 一 。 ，每次举 活动前都会向 汇报所需 的具体人数 调配 慈善会善会 乡政府 志愿者 再由乡政府统 另外

， 。对 ，在 入 善会 有 从业经验 免会出现各 漏 此的成员 加 慈 之前都没 社会组织的 工作中难 种疏 乡政府为

议 ， 办 。 ，善会 面 意见 并督 定期举 意见反馈会 例慈 提供多方 的建 和 促慈善会 如 在“ 费午餐免 3+1”项

， 议 对 ， 议 ， 了政府建 慈善 生的 在该建 会 员 各学 装目中 乡 会加强 食物卫 监管 下 慈善 成 在 校食堂安 监控

， 、菜 ， 。 办时严控食 安全 并监督 查食 作情 举 反馈会设备 实 物质量 品 和检 堂员工的工 况 在每次 的意见

，上 慈善会 会都 邀请乡政府代表和 长代表学生家 ， 对参加 们听取他 慈善会的 。意见 指导乡政府的 使慈

善会得以将“ 费 餐免 午 3+1” 目项 ， 。的 最 通过全国风险降至 低 最终顺利 年终审查

可见，慈善会 不能 得资虽然 从乡政府获 金支持， 是 合法性获 运行中依赖乡政府但 在组织 取和日常 ，

了 ， 。从 慈善会的 险 为自身发 能性而降低 运行风 展创造更多可

， 了双 。 ， 本所述 乡 慈 会 间形 的 依赖是不 存在 质上综上 政府与 善 之 成 向依赖 关系 但这种 均衡的 且

。 ， 对 ，的 乡政 会整 提 服务水平 乡政府而言是非关键区别 府依赖慈善 合资源和 高公共 这种依赖 性的 因

力 、 也 。 ，为别的组 有影响 的个 助乡 实现同 标 使 通过 政织或者 人 群体 可能帮 政府 样的目 即 不 慈善会 乡

。 ， 对 ，通过多种 资源 然而 慈 乡政 关键 府 会获得府仍然可以 途径获得 善会 府的依赖是 性的 乡政 是慈善

。 ， 大 ，合 重要的支持者和协助 在人口 量 现实背景下 运行 理法身份最 者 同时 外流的 慈善会的日常 和管

也 。决策 乡 府要依赖 政

（二）不平等的双向监督关系

1. 对 。乡 慈善会的 督政府 监 ， 对府 慈善会 现在乡政府 人员 任职首先 乡政 的监督体 工作 在慈善会担

。 了 ，会 确立 理事 会各个职位的责任人 责事项 乡 作人员在慈务上 慈善 的章程 会和监事 及其负 政府工 善

。 一 长 长， 长和监 中都担 洪 党 书记 理 会 副乡 担会的理事会 事会 任职务 乡 委 和乡 担任 事会名誉副 任监事

长。 ， 对 了监事 慈善会 织架 在乡 督 乡政府 慈 自上而下的垂会 的组 构设置需要 政府的监 下进行 善会形成

权力 。直化 干预

， 对 。乡政府 慈 监督体现在 员参 善会日 的 个 面 虽其次 善会的 乡政府工作人 与慈 常运行 多 方 然乡政

， 择、 、 、不 善会的日 务 但全方位 督慈 选 服 费府 直接插手慈 常运行事 地监 善会的成员 务范围 经 使用 活

及本市一些小型商户捐赠的图书、学习用品、衣服等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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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动举 等 具体体现在 4 ： 一， 择 。 择方面 第 乡政府监督慈 成员选 和 善会选 理事个 善会的 确定 慈 会成

员时， 初步 的候选 提 乡 府审先把 确定 人名单 交 政 核， 一逐 员的情况 慈善会乡政府 审查这些成 后反馈给 ，

。 二， 、 对 。并督 善会 名单 在 宗旨 服务 的确定上给予指导 慈促慈 公示候选人 第 乡政府 慈善会 象和范围

长 长常务会 和善会的 副会 都（ ） 一 长，对 。曾 是洪 中学 怀有 的感情 初 想的校 教育事业 深厚 他们起 只 慈

村 ， 一 ， ，善会 教 政府认为 个慈善组织 当仅仅 事业专注于乡 育事业 但乡 慈善会是 不应 局限于教育 服务

对 以象可 拓展到“ 、 、 、老 弱 病 残” ， 、扶 。 ，盖教育 贫和经济建设 方面 于是等群体 涵 等多个 在乡政

议 ， 一 一 扶 一 。府的建 下 慈 的教 组织转 多 的 助组 政善会就由 个单 育 助 变为 个 元 救 织 这是乡 府治理理念

。 三， 。入慈善会 现 第 乡政府 慈善 与物 情 会接受个融 理念的表 监督 会公示资金 资的使用 况 慈善 人或者

， ， 。 ，业的捐赠后 直接存入 的银行账 及时公示捐 额 除 外 慈善企 其专属 户 并要 款人名单和金 此之 会还

。 义 ，公 受 者的 庭 关信息是 法律 务 乡政 慈善 的流会 示 捐 经济和家 情况 公示相 慈善会的 府在 会公示信息

。 ， ，上 监督作用 公示受捐者信息之前 会核实所 信息的准确程和形式 发挥着 在慈善会 乡政府 要公示 性

。 了 ， 了 ，无误 面公示 物 的 用情 建 信群内不以确保信息 为 全 资金与 资 使 况 慈善会 立 微信群 微 仅有捐款

， 。 ，人 还有乡政 作人 仅需 群 金与物资 况 还要将这些情况张府工 员 慈善会不 要在微信 公示资 的使用情

村 ， 村 。 ， 对 办的宣传栏 便乡政府工 查阅 乡政府 举 所 活动贴在各 中 以方 作人员和 民们 第四 慈善会 的 有

、 、 。 办 ， ，审 事后反馈 举 各项活动 需要 作人都要事先 批 事中参与 慈善会在 之前 向乡政府工 员汇报 并

。 一 办 ， 也 。 ，征 的意见 在 举 的过程中 乡政府 会 时参与 截 结束前 慈善求他们 每 次活动 派人实 至调查 会

办 ， ， 。动中 乡政府 员 开 发言 与 的宣传员举 的所有活 都由 工作人 做 场 并全程参 活动 慈善会 C1主要负

对 ， ：接慈善会与 府的 宣传责 乡政 工作和活动 他谈道

“ 一 东 ， 一 了， 大 一 讨， 一政 些指导性 上 般就不承担 主要是 政府提出乡 府提供 的 西 经费 家 起商 些

性的意见指导 、 议建 …… 对 心这边 蛮关政府 于慈善会 还是 、重视的，一 面 们 边主 联方 我 这 动和政府 系，

一 对 也 ， 大一 ， 一 。府 我们这 很关注 我们 稍微 政府 到另 方面政 边的事情 搞得 点的活动 乡 般都会看 ”

（HY-CSH-20200424）

2. 对 。慈善会 监督乡政府的 ，也 对会并非完全被动地接 府的监督 府的工作进慈善 受乡政 会 乡政 行

。反向监督 双 村 一 ，本村 来 浊， 本的 位 人在慈 立 微 群里 水 能饮港 捐款 善会建 的 信 反映 的自 非常浑 根 不

， 。 一 ， 村村 ，用 借 政府不作为 府的 到这 息 电话联系此控诉乡 乡政 工作人员 看 条投诉信 就马上 该 干部

了 计在慈善会的微信群内 源问题出 因和预 解决并 解释 水 现的原 的时间。村 成功 决问题干部们 地解 之后，

了 。 了 权 对政 的 作人 群 结果 这件 精英 威通过 会 乡乡 府 工 员在微信 里汇报 最终 事情体现 慈善 政府工作进

。 权 对 ， 权行监 可 互联网平 己 乡政府工作不到位 乡政府考 英 威督 精英 威 以通过 台表达自 的质疑 虑到精

村 力 较 力， 。在 庄的 源供 动员能 地 决 们反号召 和 强的资 给与 会积极 解 他 映的问题

， 对 一 。 ，然 政府的监 些限制 首先 限制而 慈善会 乡 督会受到 这种 可能来自村 。就以干部 上文提到

， 权 ， ， 了 ，本的 题为例 精 慈善会向上反映问题 及时反馈 到 迅速解决水源问 英 威通过 乡政府 问题得 应

大 。 ， 双 村村际上 解决水 的 支皆 欢喜 但实 负责 源问题 港 书C2对村民在微信群“ 级越 上报” 很的做法

。 找 村 ， 村 ，不满 他 后单独 到反 题的 后遇 向 映 而不要曾在此事 映问 民 希望他以 到问题先 干部反 在微信

来。 村里直接说出 在 支书群 C2 来，看 双 村 村 了 办 ，部已经为 源问题想 很港 的 干 解决水 多 法 碍于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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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村 ， 村 。 ，素 直 顺利解 没 向 详细 并 没有认真 这位因 没有 决 所以 有 民 汇报 可这 不代表 干部 工作 然而

“不懂事” 村 权 ， 村在众 导和 威 微信群中 消息 就是在指责 干的 民 多乡政府领 其他精英 所在的 披露负面

， 办 力 。 、 了 一部 没有做到 府的 事能 不 很有 导致那 在 不 洪的工作 位 乡政 足 这样的行为 可能 些常年 外 解

权 对 ， 少对 本 。双乡 的 府产生负 而减 慈善会 的后 源注实际情况 精英 威 乡政 面印象 从 和 乡 续捐款与资 入

村村港 支书C2 ：在 谈道受访时

“ ， 办 ，在微 消息的这些人 就说乡 实事 他就信群里发 政府不 是瞎说……他都不知道乡政府在背后

努力 了 少为老 做 多 事百姓 …… ，个 里 么说 道他在这 群 这 因为他知 群 头 ，有脸的人 能里都是有 这样就可

。 ， ，会影响这 的想 们在 知 的实际情些人 法 那些老总 外面忙 不 道当地 况 但 ，里看到这样的信息 以在群

办 ， 对 一 了。是这样 事 捐款这 块有为政府 的 可能 影响 ”（HY-SGC-20200429）

， 限制其次 这种 可能来自 。意见 台 完 慈善 政 见表达平 局表达平 不 善 会监督乡 府工作的意 台目前只

， 村 才 。 ， 村限于微信 只有 过款 拉 群 这些人 外地定居 不熟悉群 但 为慈善会捐 的 民 会被 入微信 几乎都在

，也 少 心 村 。 较 ， 未 村 大 村庄事 乡政府为 的服务及其 些 捐 的 民 多务 很 关 庄提供 质量 相 而言 那 过款 在 庄

， ，对村 也 了 ，居 常 乡政 人 事务 更加 却无法通过 群这定 经 与 府的工作 员打交道 庄 解 但他们 微信 种影响

力较大 ， 村 ， ，台表 意 单独向 干 见可能得不到及时反 重视的程的平 达自己的 见 只能 部反映 意 馈 受到 度

也 较 。 对 大 。低 这就导致 日常 的监督可能 慈善会 乡政府 工作 打折扣

，综 所上 述 了双 ， 一 。乡政 会 监督关系 实质上并不 乡政府与慈善 之间形成 向 但这 关系 平等 府嵌入

，对会的 与 行 其的监慈善 组织架构 日常运 督是全方位的。 权 力而慈善会虽然通 威的影响过精英 监督乡

， 。政府的工作 受到 的但这种监督是 限制

（三）乡政府和慈善会之间双向关系的影响

1.对 。府治理 为 影乡政 行 的 响 双乡 善 的 向政政府与慈 会之间形成 社权力 了乡政府深度关系促进 融

村 。 了 ， ， 村庄 调 善会 乡 乡 治理工 是依靠上级政府的政入 研中 解到 慈 成立之前 政府的 作几乎都 策和资

， 村 较 ， 村 ， 村 力 。 ，村金支持 与 系 为疏远 难 在 庄 召 不强 在 善 的庄的关 以深度融入 庄 的号 因此 民 慈 会

心 。 心 ，发 非 是谁 他们 筹集的资金 是由 管理 以起过程中 常关 发起人 担 慈善会 如果 乡政府直接 可能就难

村 ，也 心 。 ，用于 庄建 工作人员换届会引发 理问题 所 认为 慈善会保证被 设 担 政府 资金管 以他们 不能由

， 来 村 又 三 ，也直接 而要由 立 乡 府的乡政府 发起 自 庄 独 于 政 第 方 就是由 权 。并组织精英 威发起

，村 了 办 力 ，在 式成立后 民 乡政 举 的 中 帮助和人慈善会正 看到 府在慈善会 各种活动 提供的 支持 并

村极解决 民通过慈善会 实际问题积 反映的 。 努力府和慈善会在乡政 的共同 下， 一 大农产 量扩洪 乡 品销 ，

， 。 ，村 对 了 大农 增 教 环境 在 善会互动 民 乡政府的 有 很民收入 加 育 明显改善 乡政府与慈 的过程中 看法

， 。 一 村 村支持 日 洪 乡边山 的普通 民改观 更愿意 乡政府的 常工作 在外务工 K2 ：受访时说道

“ ， ，也 了在外务工 不怎么跟乡 道 不 乡政府 老 姓 体做我常年 以前都 政府的人打交 知道 为我们 百 具

什么…… ， 了 ， 办慈 我感觉乡 们乡做 很多 比如自从 善会成立后 政府为我 实事 的那个桃采 了节提摘 高 种

。 办 ， 也 村 。的 次慈善会 府 会派 干部去轮流当植户 收入 每 举 活动 政 志愿者 ”（HY-BSC-20200424）

，由此可见 ，成立后慈善会 找 了 村 村 。乡政 同建 的渠道 在 善 与乡府 到 联动 民共 设 庄 和路径 慈 会 政

，村 了 村 努力 ， 了对动 实体会到 乡 治理工作 和成 府的府的互 过程中 民切 乡政府在 上的 效 改变 乡政 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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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与 形成 相互 持的良性循环印象 乡政府 理解与支

双乡政府 会之间形 政与慈善 成的 向 社权力 了 对 类 ， 了关系促 织的 从而拓进 乡政府 同 组 培育 宽 资源

。 了获 渠 乡政 善 程中体会 在聚集资源 充公 面的取 道 府在与慈 会的互动过 到 慈善会 与补 共服务等方 重要

， 类 ， 对 一 ，从 推动同 型 的成立和发展 以求降 织的资源 度 并拓宽资作用 而积极 社会组织 低 单 组 依赖程

。 了 匮 力 、 ，极推 会组织 现 源 和压 多 背景下的源渠道 政府积 动社 发展体 资 乏 型体制的 目标 高指标 政府

村 矛 义 （ ，取资源和解 治理 实行 运 欧阳静为获 决乡 需求的 盾而 的策略主 作逻辑 2011）。

， 一 也实 发现 借助慈善会整合 补充公共 洪 乡政府 积 会组地调研中 资源与 服务的 极推动其他社 织的

成立。2020年 1月， 一 村区 振 促进洪 老 乡 兴 会（ 称下文简 “促进会”）成立。 一促进会是 和个由政府

、 、 头企事业单 退休 责人 等 洪位的 领导 企业负 致富带 人 百余名 一乡 ，乡贤组 服务组织 目标是成的公益

一 、 村 、 。带领 业致富 改 础设施 弘扬 会中洪 乡产 造 庄基 乡风文明 促进 的乡贤对 村乡 建 己 看设有自 的 法

和想法， 大 一 计会 为洪 乡发 献策在促进 的成立 会上 展积极献 。2020年 4月， 议在 府的乡政 倡 下，促进

采在全 用 的方式募会 体乡贤中 不记名 捐到 15万元，为全乡 村各 的保洁员购买了 44辆 车动环卫电 ，用

本乡人居环境以改善 。 ， 慈善不过 促进会和 会除 ， 。理事会 外 人 上多 进的成员 在 员 有重合 促 会与慈善

权 村 ， 大 小 ， 村 。都依赖精 庄外部资源 途径 取 庄 的 全重合会 英 威获取 获取 同 异 并且获 内部资源 范围完

， 一类 弈。因 还可能需要考虑同 型 织之间在 源情境下的 过促此 慈善会 社会组 有限资 资源博 曾参与 进会

大 双 村村成立 会 书的 港 支 C2 ：访 说道受 时

“ 子， ， 头 ，乡 退休的干 识分 他们有 关系 脑的促进会的 贤好多都是 部或者知 人脉 而且都是有 都会

一 。 一 找 ， ，设 洪 乡做事 么公司或者单位合作 济发展 乡 定都会注意想方 法地为 洪 乡想 什 拉动经 贤们肯

，也 。 ， 。 ，会跟 会的人 都 混 好的 老 区别在于到 会帮忙 促进 慈善 有重复 是 得 人或公司 板等 两个的 慈善

、扶 ， 一 。注重教育 贫 面 促 洪 乡 展会更 等方 进会更注重 的经济发 ”（HY-SGC-20200429）

2.对 。慈善会 响运行的影 ， 努力善会的日常运行受到 的全方位 它仍然 保持虽然慈 乡政府 监督 但 高

。 ， 对 ， 布 ，例如 会在挑 象 虽 参考 的 但会多方度的自主性 慈善 选资助 时 然 乡政府公 贫困户名单 面收集

一 。 了 一 ： 一，息以做进 步 这是 成员 户 程和结果 问题 第 以信 筛选 因为慈善会 解到贫困 评选过 中存在 些

， ； 二，前乡政府评 户的标准 格 有些不符 被确 贫困户 户 单选贫困 并不严 合条件的农户 立为 第 贫困 名 更

， ； 三， ，新不 实 完全相符 户因突发疾 者遭 陷入及时 与现 变化情况不 第 有些农 病或 遇意外事故 贫困 需

， 一 。 ，资 但不 定符 标准 为此 慈善会成员 掌握的信要 金支持 合贫困户 先根据 息和乡内 对熟人关系网络

贫困户做 。 ， 长摸底 例如 慈 员 过 慈善 纳 贫困户在 的数调查 善会成 通 在 会担任出 的医院院 调取 医院就诊

， 对 。 计 长据 核 他 医疗 的电们的 情况 担任会 信所所 K1 ，跑 户安装电 慈善会通过经常 各家各 话和网络

了 本 。 ， 、 ，他 解 乡各 和家庭实 另外 慈善会 访贫 的邻居 方 总户住址 际情况 成员还实地走 困户 亲戚 多 汇

对 了 、 。比 解 房和 他们的住 收入等情况 ，除此之外 本 权 ，员还联系 乡 的精 困慈善会成 在外 英 威 打听贫

。 ， 议户 的 入 调查结 成员会在慈善会的全 会 上汇报在外务工 实际收 束后 调查 体理事 情况供 讨集体 论决

。 较 ， 。定 的贫 数量比 会会 据 困户 度 筛选 最终如果需要资助 困户 多 慈善 根 贫 的贫困程 进行排序并 资助

， 村 布。确定后 慈善 过微 传栏 民 会还会根 价水平和剩余名单 会通 信群和各 宣 向全乡人 公 慈善 据当年物

资金调 标准整资助 。最后， 将收集到的 乡政 馈慈善会 贫困户数据向 府反 ，便于 更 贫 户名乡政府 新 困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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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常慈善会 务副会 T1 计和会 K1 了分别给出 据调查结果慈善会根 ， 仅仅是 的贫而不 乡政府提供 困

对 ：确 象的理由户名单 定资助

“ （ 对 ） 扶 ， 来 对 ，其实不完全按照他 资 不是精准 者是低保户我们这边 助 象 是 贫户 或 确定资助 象

。 了，们实 看这些 不 真 困难 助 年条件好 把他从资助我 际去 家庭是 是 有 如果受资 的家庭这两 我们就会 名

。 村 ， 。 一中移 跑到 闹 己没评上 个个地向他们详细解释单 除 有些 民会 我们这里 啊 说自 我们就得 ……甚

也 来找 ， 。 ， 大些领导的 我们 希望我 他 但 没这么 慈 会 钱是至有 亲戚 会 们把这个钱给 我们 干 因为 善 的 家

。 ， ？我 人 以后谁 们捐钱的 要是 们都给那些 还会给我 ”（HY-CSH-20200405）

“ 了不能马虎 ，你做得不好的话， 一在外 些 乐意的面赚钱的 人会不 ， 了他 就不愿意捐钱们不高兴 ，

来一 一 ， 了 择了 ？因为我 光靠原 次 那么 点钱 用 是吧 还想靠 取们不能 募捐的 完 你就没有选 我们 慈善会 得

来 一 ， 来。的 效果 些 慢慢地加入好 吸引后 的 乡贤 想他们 我们中 ”（HY-CSH-20200408）

努力 ， ，然慈善会 保 度自 动的 限 政府的嵌 慈善会仍然虽 持高 主性 但其能 空间是有 的 在乡 入监管下

了 。对 ， 采 了 ， 大丧失 部分 和能动性 会 取 广泛征 策略 获得更 活自主性 此 慈善 求民意的行动 意图 的自主

。 一 ， 村 一 ， 村空 慈善 展 前 都会在 间的民意调 民征动 间 会每次开 项新的活动 庄做 段时 研 向 集关于活动

类 。 ， 长型和 的 如 常务会服务范围 意见 例 T2对本 十 心，老的风气逐渐消失的 痛 想要乡敬老爱 现象 分

。通 会改善留守 经过过慈善 老年人的处境 T2、 长副会常务 T1和宣传员C1 本 ，在 开 的调乡 展 查 他们

办定决 举 “孝 大彰 会亲敬老表 ”活动， 村 一 孝出 名 敬老人 年代即各 推选 的青 表， 为其由慈善会 颁发 3000

元 金奖 ， 办专业广告并聘请 公司举 动的活 颁奖典礼。同时， 了 车慈 租借 广告 流动式宣传善会还 公司的 ，

在 村各 人的宣传获奖 事迹。 对乡政府 人 此 有微的工作 员 颇 词， 一个 发挥很好认为这 活动不 定能 的效果，

。 大 村 ， 村不如把资金 乡内 但慈 以 分 民的同 为理由 让全体还 用于 的经济发展 善会成员 获得 部 意和支持

村民参与 增强 民的活动以 认同感。最终， 了慈善会 项活顺利地开展 这 动， 本在并 乡 了 大内 反引起 很 响。

一 ， 对 ， 也从 事例 乡 慈善会的 施加管束 但 民意 由阻这 可以看出 政府虽然想 日常运行 碍于 没有正当理 碍

，尤 权 择 。 对开 顾及慈善 威的后续资源投入只 步 这说明 在面 不平活动的 展 其是 会和精英 能选 让 慈善会

双 ， 了 ， 力 对等 时 为 能地提 性 利 自身 的 乡政府的的 向监督关系 尽可 高自主 会 用 量和灵活 应 策略避免 过

。度干预

，由上可见 对 权，慈 在挑 确定 的 保持高度 策 几乎没有受善会 选资助 象和 资助金额 过程中 的自主决

。 长 村，对村 ，到乡政 预 这是因 会成员生 于 并且 自身职 和 系府的干 为慈善 乡 庄非常熟悉 凭借 务便利 关

村 ， 必 。 ，络能 府 握 民的真 而不 完全依 政府 同时网 够比乡政 更全面地掌 实情况 从 靠乡 提供的信息 慈善

计、 较 ， 村 村活 金募集上 自主性 以满足 民或 庄 为主而不 地完成乡政会在 动设 资 有 充分的 的需要 是被动

。 ， ， 权 村更重 是 慈善 源 不 乡政 是 聚集 庄内府的工作任务 要的 会的资 并 由 府提供 而 依赖精英 威 部和外

。 ，也必 权 对资源 即使慈 想要 完成 任 虑精英 威 续所需资源部 善会 迎合乡政府 其分配的 务 须考 慈善会后

。 了 权 ，供给的可 善会为 获 威持续不断 得不 强自身 乡 府 能能性 慈 得精英 的资源供给 就 断增 独立于 政 的

力， 一 。并 进专注于促 洪 乡发展

来 ， 双 双 ，二的 说 在乡 善会之间形 不平 不平 关 下 者的总 政府与慈 成的 衡 向依赖和 等 向监督 系影响

了 。 ，行 显的改变 乡政府在与 的互动过为都有 明 慈善会 程中 从“ 浮悬 ” 村于 庄的状 深度态逐渐转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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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 类 。 努力庄的状 积 推 同 社 展 的资源渠 保持高度的融入 态 并且 极 动 会组织发 以拓宽自身 道 慈善会 自

， 采 少 。性 并 策略 的主 通过 取灵活 减 乡政府 干预

五、结论

本 对 一 ， 了 权基于 洪 乡 实地调研 分析 精英 威 过为社会 供资源影响文 慈善会的 如何通 组织提 政社权

力 ， 对 村 。 ， 一 权基层 乡 治理 社 组 运行 研 精英 威利关系 进而 政府 行为和 会 织 产生影响 究发现 洪 乡 用自

力 村 ， 术 村 ，源和影响 聚 内部 互联 会 络动员 庄 为慈善会身资 集 庄 资源 并利用 网技 和社 关系网 外部资源

了 。 权 ， 了 双的运行提供 精英 威的 乡政府与慈 不平 向依赖 等保障 在 作用下 善会之间形成 衡的 和不平 的

双 。 双 ，向 督关 赖 的影响下监 系 在 向依 和监督关系 “ 浮悬 ” 村府通过与慈 的互的乡政 善会 动深度融入

， 类 。 ， 努力 采庄 并 同 织发展以 获取渠道 同时 慈善会 度自主性积极推动 社会组 拓宽资源 保持高 并通过

少 。取灵活策略 预减 乡政府的干

对 ，本相 典的资 理 将 会组 源 定于政府 会组织 研究于经 源依赖 论 社 织所需资 的提供者限 或其他社 结

村 ， 了 权 ，农 社 况 将 的 拓展到 组 外部拥有资源的精英 析合 区的实际情 组织资源 提供者 织内部与 威 并分

了 权精英 威 的政作用下 社权力 。 本 也 一 。 ，本 权关系 足之 先 文只 英 进 粗但 文 存在 些不 处 首 是将精 威 行

类， 未 讨 一 对略 这 差异及其的分 并 探 群体内部的 政社权力 。 ，本产生的不同 其次关系 影响 文没有深入

类分析 促 同 社会组 之间形成的政慈善会与 进会等 织与政府 社权力 ， 一 对 村关系 以及这 差的差异 异 乡 治

。 一 。理和组织运 待开 步的研行的影响 这有 展进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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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Dependence and EliteAuthorities:Mutual Dependence and
Supervision Between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Grassroots’

Government

LUSuwen AI Bin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ignores the elite authorities with resources inside or outside the organization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harity Association of Hongyi Township in Jiangxi Province,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 resource supply and

mobilization abilities of the elite authorities make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and the Charity Association form an unbalanced

two-way dependence and unequal two-way supervision relationship. The two-way dependence is reflected as follows: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relies on the CharityAssociation to integrate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public services, which is not critical for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However, it is crucial for the Charity Association to rely on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who is the most

important supporter and helper for the Charity Association to obtain a legal status.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ssive outflow of population, the daily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of the CharityAssociation also depend on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The two-way supervision is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is embedded in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daily operation of the Charity Association, and the supervision is all-round. Although the Charity

Association supervises the work of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the elite authorities, this kind of supervision is

limit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wo-way dependence and supervision, the "suspended" township government deeply integrates into

the village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Charity Association, and active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imilar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broaden the channels of resource acquisi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harity Association strives to maintain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nd reduce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by adopting flexible strategies.

Keywords:EliteAuthority;TownshipGovernment;CharityAssociation; PowerRelationBetweenGovernment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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