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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赋权实践逻辑

——基于晋江市华洲村与围头村的案例研究

霏林雪 1 孙 华 2

摘要： 村 ， 权中 部 乡 振兴战 中 以股份合 式的集体 是重 制度组在 央 署的 略 作制为形 产 制度改革 要的

。 权 计 、 权 ，成 该 基于产 理 设 出从 经济组织 多 次赋 链条 包制度 论 农民个体 到社区共同体的 层 括赋予农

权权 ， 权 ，个 集体经济 织的市场 能 以及在 基 上 民主参与 结构完善培民 体集体股 能 激活 组 此 础 通过 和 育

力同体的治社区共 理能 。 市晋 为国家试点沿海城 江作 ， 权中央的制 框架下 产 制度改是在 度 推动集体 革，

一 村 计、 权 。 洲村环 下的两个 庄 同 的赋 过程 在改革中重但是在同 制度 境 却呈现出不 于制度设 差异化 华

权 ， 头村 权 ， 村视农民 体 民 过程 而围 更关注经济 发展效用 后两 区个 的 主赋 则 组织的赋 同时改革前 的社

力 。 权 力，治理能 均 显变化 研 结论是 的多层次 程 存在着内在无明 究 制度设定 赋 链条在实践过 中 张 特别

权农 织两个赋 次之间是在 民个体与经济组 层 。于是， 村各 往往会 于 身 会情境进 适应性调适基 自 的社 行 ，

村 权 权 。 议的群体产 能动 相互作用中 出特定的 形态 因 政府在在 社既有 认知与精英 性的 塑造 赋 而建 各地

计 ， 对村 对村 权 。改 层 主决策留存 重 民产 认知 培养革制度设 时为基 自 空间 同时注 庄精英的吸纳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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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 村 权 ，在 的 中 农 集体 革是重要的 构成中央实施 乡 振兴战略 产 制度改 制度 被赋予“ 农民保障 财

权产 益”与“ 大壮 济集体经 ” 双的 重任务
①
。 村国农 继土地家庭 产这是中 联 承包和“三权分置” 又后

一触及“ 权产 ”的 度性变革制 。与以往不同， 改 向 具 场价 性此次 革将关注的焦点投 更 市 值的经营 资产，

权 。 权 计，也合作制的 集体产 秩序 集体 的实 自 顶层设以股份 形式重构 此次 产 制度改革 施不仅源 中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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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 ， 九十符 展的现实需求 在 浙 市化与经济 达地区 早在上世 出合地方发 广 江等快速城 发 纪 年代就 现

了 。份 的 发探围绕集体资产股 制 自 索

讨 了 权 计 ， 对 、对献 改革方案 的合理性 股 作制 济发现有文 主要 论 既有 及其产 设 份合 改革 集体经 展

村 。 计 ， 本 了 、的 制度设 的 些研究基 上形成 农 组织到社区 同体庄治理 影响 从 视角看 这 从 民个体 经济 共

权 。 大 ，的多层次赋 多 革 为 变量 验 赋予农民链条 它们 是将股份合作制改 作 自 观察或检 它能否有效 个体

权权 、 权 村 力。本 洲村 头村能 集体经济 的市 社区 研 晋江市华的股 组织 场 能以及 庄 的治理能 究经由 与围

， 计 权 ， 计 村例研究发现 制度 中 是理性推演 的理想状态 同质 设的案 设 的赋 链条只 下 化的制度 在基层 社

了 。 ， 权 力，高 异 性的 这 当下 赋 层 在着内在张 是在间却形成 度 质 实践形态 说明在改革 次之间存 特别 农

。 ， 村 ， 村经济 层 于是 各 庄 自身的社会情境 行 在 社民个体与 组织两个 次之间 往往是基于 进 适应性调适

权 来 权 。既有的 体产 认知与精英 相 体 赋 态群 能动性的 互作用中塑造出 具 的 形

一、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赋权设计

权 三十 ，以 制 体产 制度 历各地近 年 发探 由中股份合作 为形式的集 改革在经 的自 索以后 转向 央主导

顶的 层部署。 计 权此轮改革 上带有强烈的赋 辑在制度设 逻 ，“ 权赋 ” 权 力激发 能或培 能可理解为 养 。基

权 ， 权 权 撬 、 权 。于产 理论的 以 将 时 个体 区 链条理论推演 股 为形式的产 改革 同 动 组织与社 多层次的赋

（一） 赋权的理念及多层次内涵

“ 权赋 ” 权理 赋 理论念源自于 （Empowerment Theory），其中“权” 权力是指 、 力能 ，即能够掌握

力（源以 的资 改善处境 能 Chadiha et al.，2004）。 权 、论认为部 体由于缺乏资源 以赋 理 分治理主 难 实现

产生目标而 “ 权无 感”（Powerlessness）。 权 、 ，赋 是通过行为 活动 形 主就 或结构等 式的干预 促使治理

力 ， 对 （获 资源 善 会境遇 增 掌控感和效体 取 和能 去改 其所处的社 强 生活的 能感 Simon，1976；

Zimmerman，1990）。 心该理 于 理论最早应用 学、 作社会工 领域， 注妇女关 、黑人、同性恋、残障等“被

标签化” 势弱 低的 群体如何降 “权力障碍”（Solomon，1987；Gutierrez，1990）。 对 讨随后 的 论扩展它

、 、 议 （至企业 复 治 性 戴维管理 社区 兴 政策参与等公私 理 题 · 本、奥斯 彼德· ，普拉斯特里克 2002；

Seibert et al.，2004；Fung，2006； 、 ，吴晓林 郝丽娜 2015）。

来 ， （论运用的情 它包从理 境 看 含从个体 Individual）、 （织机组 构 Organization） 共到社区 同体

（Community） 权 。 对权 判 ，层次的赋 体层次是指个人 缺 性感知 并通 联合多 内涵 在个 利 失现状的批 过

来 ； 权行动或参与 新 掌 生 的效 机 指组织通组织 营造 的社会处境或获得 握 活 能感 组织 构的赋 则是 过资源

、 权 ， 力， 长；取 结构完善 拓展 和影 我 成 就社区 言则是指汲 或 能 增强其功能 响 实现自 管理和 共同体而

力 力， 。社区成 获 管理秩序的 与外部组织协作 此 发 社功 得维护内部 能 的能 并以 推动社区的可持续 展 区

权一 、 来 （赋 般 发 参与 向社 应的资源或 治理是通过激 居民的公共 区输入相 搭建 结构 实现 Zimmerman，

2000；Hur，2006； 、 ，晓林吴 张慧敏 2016；Chadiha et al.，2004）。 三 权个 具有内在这 赋 层次 联系性，

、 。们相互依赖 会成 引 因或结果它 为 发彼此的原

， 权 权 。 权 一 ， 权此 赋 理论同时关注 与 果 态 主要 预外 赋 的过程 结果 当赋 作为 种结 状 时 评估赋 干 所

力。 权 力 ，或治理主 的掌控能 而 过程 治理 建 特别是产生影响 体所拥有 作为 的赋 则关注 主体的能 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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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 权 ，也 对赋 机制 这些过程因 不 到治理主体 实际 能 会 其主观 和的方式和 素 仅直接关系 的 的效能感 满

（意度产生影响 Zimmerman，2000）。

（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赋权链条

2017 国 院 台年 务 出 《 村 权关 进 度改革的于稳步推 农 集体产 制 意见》（ 简称后文 《意见》）标 国志着

、 权 。 权家 的形 向 体 经济组 共同体的多层次 过 辑是以正式制度 式开启面 农民个 织与社区 赋 程 这套赋 逻

权 。 权 ， 权 一 权 ，以产 理 为基础 在西方新 学 是 享 某种 束论 制度经济 的产 理论视角下 产 组 有 资产的 利 包

权括所有 、 权有占 、 权使用 、 权支配 、 权经营 、 权 一 权取 等 系列 利索 （Oi andWalder，1999）。 的著名

权 ， 小， ，科 只要 易 零或者很 最终就是有效的 且 有斯定理指出 产 明确 交 费用为 资源配置 并 与初始的所

权 （形式无关 R·H· ，斯科 1994）。 权 ，产 安排会理性 们 与 相 配的地影响人 的激励与行动 创设 之 匹 经

会济和社 关系制度（E·C· 吕博腾菲 、S· 杰配 威齐，1994）。 本改革的基 思 是在这轮 路就 保有“集体

有所 ” 权 权 。 权权 ，的 股 集体内部 化 在赋予农民个 股 能够激活前提下以 形式将 的产 明晰 体 能的同时 还

， 村 、 力。 权 ，集 经济组织市场化 能 序 行 能 在 赋体 的发展功 培育农 社区民主 有 运 的 上述制度 逻辑中 股

权权 心是改革制 容能 度的核 内 ，也 权是制度赋 的起链条 点（见图 1）。 也 本 一研究 这现有 基 遵循着 制度

计 ， 权 。框架 围绕 的赋 过程与效果 开 实证检验设 各个层次 展 理论推演与

一， 权 权权 。 权权 权其 民个体层次的制 集 要 容 能主 利农 度赋 是以 体成员的股 能为主 内 股 要表现为

属性，村 对 权 权成股民后 集体资产相 经济 决策民在变 就获得 于 应的 性 利与民主 利。“ 有集体所 ”一直被

权（ ，为非市场 产 周其仁视 性的模糊 2004；Ho，2001）。对于谁是“ 体集 ” ，被掩盖在集真正的代表

权 ， 。 长 ， 权面目下的成员 利 和 所 在 的实 资 策体 如何界定 行使 均无明确规定 以 期 践中 集体 产使用的决

村主要掌 手中握在 干部 ，“ 一 一 也 来任何单 的农 户再 集 体 显示存个体 户或者 群农 无法作为 体的载 在和表

利益达 ”（吴毅，2004）。股份合 制 集体所有制作 改革就是将 由“共同共有”转变为“按份共有”（黄延

，信 2014）。《 》意见 明确指出“ 村 本 ，将 集 经营 股 式量化到 作为其农 体 性资产以 份或份额形 集体成员

本参与 收益 据集体 分配的基 依 ”“ 权保 体 份 利障农民集 资产股 ”。这意 份为载体将农民 体味着以股 个 的

权 。 权 。利具象化与 度化 个体层次的 要 层 进 评估集体成员 制 赋 效果需 从结果与过程两个 面 行 结果层面

权、 权权 。 、 （的 是否拥有 股 是否享受 的股 琪标准是成员 集体资产 相应 能 王宾 刘祥 2014）对北京昌平

权 村 了大 。改 证检验指 促使农 集体分红 幅 的改革模式 间有着明显差区 革的实 出产 改革 有 度增加 各地 之

（别 “ 村 权制 研农 集体产 度改革和政策问题 究” ，课 组题 2014）。 权不 配 标准都有同的股 分 方案和认定

（ 、 龙，合法性基础 照 金其相应的 刘玉 文 2013； ，温铁军等 2018）， 对 权会 股 产 影响配置结果 生重要 。

（郭巍青 2019） 东 ， 权 ， 棘在广 的改革中 外 女 的典型社会 体 已经演化成当等发现 嫁 成为股 缺失 群 地 手

。 ， 权 、 大 村会 看 改 的组 程 化程度都 到 民参的社 问题 而从过程层面 赋 革 织形式 过 样态与民主 会极 影响

力 。 执 了 矛 （ 、郜与改 自主 观获 在 行过程中 盾纠纷 马翠萍 亮革的 掌控能 与主 得感 各地 决策和 引发 诸多

亮，2019）。 包何 钢（2012） 讨方式证明协 民主 论能够有效 述通过实验 商 地解决上 的外嫁女纠纷，由此

一 也 ， 一 对 权形 的 性赔 到 的同意 这 反映出民主 于个成 次 偿方案 得 多数外嫁女 从 个侧面 过程 体赋 的重要

。 、作用 市 政策明确 清产核资 集体成 界 节都要设定 比例的民所以北京 的改革 规定包括 员 定等重要环 高

门 （ ，主表决 槛 赵家如 2014）， 也 权 。这 赋 程 重要种制度性安排 构成 过 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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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权 权权 ，也改 体成员股 将集体经济 织结 份合其 产 革在赋予集 能的同时 的组 构转变为股 作制形

。 权 ， 权 ， 、这 济组织层 程 即赋予集体经 组 使其积极参 市场配置 在式 便是经 次的赋 过 济 织市场 能 促 与

大市场 展运行中发 壮 。 权的 属有别于个体层次 利 性， 权该层 关 的功能性次赋 更加 注经济组织 与发展性。

诺斯提到“ 长有 的经 济增效率 济组织是经 的关键…… 效 织需要在 出安排和确立所有 率的组 制度上作 有

权 一以造成 种刺激， 努力将个人的经 变成私人收益率 收济 接近社会 益率的活动”（ 斯道格拉 · 斯诺 、罗

伯特·托马斯，2014）。 权 权地 有研究多 视为内生变农 产 改革的现 将产 制度 量， 权于上 产基 述理论得出

明 结 助于推动 化晰的制度 构是有 农业现代 ， 对 村 了并 农 经济发展 生产 积极影响（Liu et al.，1998； 小杨

凯、黄有光，1999；姚洋，2000）。 一 权这 轮产 改革是农 延地改革的 续与扩展， 权 表 为 下其赋 过程 现 如

：一 ， 对两 将 织改造为 运行规则的 合作 予它 的个方面 是 集体经济组 符合市场 股份 社结构 并赋 集体资产

权力；二 赋予其管理 是 “特殊法人” 。份和市场主体地 这 排有助于推 集体经济组织身 位 些制度性安 动

， 、 力，发 和 运 中 活集 发 从而实现挥市场化 发展性功能 在市场 作 盘 体资源 激 集体经济活 “ 大壮 集体经

济” 。 （的目标 关 等锐捷 2017）对于北京市 468 ， 权型集 织 效益分析 产家新 体经济组 的经营 指出 这轮

了 长。 村、改革确实促进 体 持续稳定增 文还通过具体案 建集 经济收入的 该 例总结出 居撤 市场化运营与

。 荔 （新 产 等集 值 而钟桂 和建 业 体资产增 的实现方式 夏英 2017） 大 八 村云南 理 个 庄 察指基于 的观 出推

：一 ，二经济 条 将经营性 竞标以提升资产 市 资源性资产动集体 发展的两 路径 是 资产公开 的 场价值 是将

一 、 。成员承包地入股 社 营和 成立合作 以便统 流转 规模经

三， 计 权 ， 权 村在 度设 中 经济组织 将共同促使 区共其 制 的赋 链条 农民个体与 的 能激活 农 社 同体的

力 。 对 权 力 ，能 提 共 制度赋 强 特征 主要是指社 自 持续发展治理 升 针 社区 同体的 调的是能 区 我管理和可

力。 权 ， 力 ： 一的 关于社区赋 的相 出 需 经 两种 激能 关研究指 社区自治能 的培养 要 由 路径 第 是 活成员的

， 对 、 、 。 ，区意识 包 满意度 信任 属感 其中 与 构建其他社 括 社区的 度 归 和参与意识 成员的参 意识是 社

的基础区意识 （Perkins and Zimmerman，1995；Putnam，1993）； 二 力第 是培养 区社 能 。 的领社区精英

导、社区 构的合理化和外 络结 部支持网 的搭建， 外 资能够整合内 部 源、 力提升 问解决自身 题的能 （Clark

et al.，2007；孙奎立，2015）。有学者指出“ 权 权 一 对和治 之间存 定的由于产 在着 应关系， 权产 制集体

本 村 。 来了 、 大就 理体系改 带 治理资源 治理 体 机制的重 变度改革 身 是乡 治 革 它直接 主 和治理体制 化”

（仝志辉、韦潇竹，2019）。 权在产 理论视角下， 权 权 权 村体 晰 其 缺失集 所有 的产 主体不清 及 利 是乡 治

主 足的根源理 体有效性不 （ 韬黄 、 双王 喜，2013）。 权民个体的赋 将成 与集农 过程 员个人损益 体经营状

一 ， 村 力，况 联在 起 由 利益相容机制有 于 民主管理能 使他们主动且持直接关 此形成的 助 开发 民们的 促

对到 监 中续地参与 集体事务的决策和 管 （ 方成袁 ，2013）。 结而从治理 构上看， 权组织的赋经济 过程将

、 。 ，村生独立决策 化运 济合 庄 形成产 市场 行的股份经 作社 由此 内部将 “ 、由党 股份经济合支部领导

作社 担 营管理事务承 集体资产经 、 村 村 村民委员会承担 民 的由 自治事务 新型农 治理模式”（ 英夏 、 瑞张

涛，2020）。这种政、经、 村 权离 有助于理 治理结构的 系社分 的组织架构 顺 庄内部 责关 ，构建起有效运

行的监督机制， 双从 经济运行 务治理的 重效益而提升 与公共事 （ 茜张 ，2015）。 也由 行入手集体经济运

（ ，有可 逐步推动政府与 之 云能 自治组织 间的协同治理 郭金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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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多层次赋权设计

图 1 权 计 。所 现的 设 度决定论 础之上 制度 论认 内展 多层次赋 是建立在制 的思维基 决定 为制度作为

， 。 权 、生 建 行为和社 面会产生决定性 影 基于产 清晰 辑自洽性变量 在 构个体 会互动方 的 响 该制度是 逻

。 权 对 权权 对的理论推 份 实 集 经济 能 经济组织演而成 股 合作制的产 改革将 现 体 成员的股 赋予与 集体 的

权 ， 村 力 。对 ， 执开发 进而推 社区 升 于 的 容 只要忠 遵市场 能 动乡 的治理能 提 科学合理 制度内 实 行就能

计 权 村 。循理性设 的赋 条 乡 治理的目 样态链 而自发达成 标

， 计 权 。 权然而 现实的 几 的 个 链条 论 论难以制度运行 乎很难完成理性设 整 赋 基于产 理 的制度决定

计 ，也回 与现实运行 的背答理想设 之间 离 无法回答“ ， 权在同 环 何会产生 改样的制度 境下 为 不同的产

革状况”。 权 ，晋江市 为 制度改革的 家级试点 于作 这轮集体产 国 2018 《 》年在 的中央出台 意见 指导下

。本 对 村 来 权动 革 将通 个 的观察 尝 套赋 制度在 实践开始推 改 文 过 其中两 庄改革历程 试回答这 基层 中呈

？ 计 权 ，些过 性 多层次赋 实运行中为何难 有 哪些情境性现出哪 程样态 理 设 下的 链条在现 以 序推进 受到

？素的影响因

二、一种制度、两种实践：改革中的两村产权建构过程

（ ） 东 ， 。 ， 落晋江市 于 济 达 是 该 市 于工业县级市 位 南沿海地区 民营经 发 但 地区的城 化进程远 后

， 村 大。 大 ， 村化 农 体量庞 随 模扩 早先 内 多企业却发展水平 着规 和产能升级 发源于 庄 部的许 搬迁至产

， 村 。 、 村 ，业园区 这反而使 所 经济陷入困 为盘活集体资源 兴得 在 庄的集体 境 探索乡 振 的发展路径 晋

，主 争 到省 级江市 动 取 与国家两 试点 并于 2016 村 权 。 洲村 头村底启动农 度改革 华 与年 集体产 制 围 都

一 村。 门 ， 村 ，被晋 第 批 在 度框架的 部 的协助下 两 顺 完江市确定为 改革试点 市里制 指导与多 利 成改革

习 对为晋江市内 学 与 外展示的并成 部 “样板工程”。

择 村 ， 权 ，所 案 首 是因 集 革不是自 而是在之 以选 这两个 庄作为 例 先 为晋江的 体产 制度改 发的探索

。 、 禀中央 体部 排下 各 理区位 资 展水平等环境条 上的整 署和制度安 推进 尽管 地在地 源 赋与发 件 有所差

， 计 执 一 ； ， 一江实践还是 展现出制度设 与 性 此 改 的 个异 晋 能 行的 些共 的特征和逻辑 其次 次 革 显著特

是征 “ 划一齐并不强调整 ”（张红宇等，2020），《意见》 也明确指出中 “ 村改 要在 产的革主 有经营性资

镇， 村城特别是 中 、 村 村和经济发城郊 达 开展”。 洲村 头村 村 村与围 分属城郊 与 济华 经 发达 ， 沿且处于

、 较 。 ， 村 、 矛 力 大。海地区 发 起步 早 所以 两 改 性 的 张 它们展 革的社会 需求更强 改革面临 盾 更 在改革

对 ； ， 了 计的 中西部地 试价值 再则 现此 度设 的中 探索与经验 区具有先 为 展 次改革在制 与实施间 内在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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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村 村 较 力， 执 对所选两 所 政府和 庄精英都 有 尽量避免由 人为 行偏差 制度在的基层 具 强的治理能 于

所实施效果 产生的影响。笔者于 2018~2019年 间 次赴 实期 多 当地开展 地调研、 洲村 头观察华 和跟踪 围

村 村 。 村 村 ，也 村 ， 村革历程 在深 谈其 民的 随 问卷 调查两 的改 度访 两委及部分 同时 在 内 机发放 民的产

权 。 权 。 洲村 头知与改革行为 调 发 预设的多层 赋 在现实运行中 实认 研 现制度内在 次 难以共同 现 华 与围

村 一 ， 了 ， 权 。环 下 历 相 流 出各有侧 程样态在同 制度 境 经 似的改革 程 但却呈现 重的赋 过

（一）华洲村的集体产权改革过程：聚焦农民个体的民主赋权

洲村 州 （ ） 。 心 势华 位 江市 市 地 合 其临近中 位优 发展出于晋 通往所属泉 级市 的接 部 借助 城区的区

一 小 ，村 了 ， 、 心个 型 贸 入驻数家国 知名企业外 还形 发 及商 集镇 域内除 内 成水产批 市场 水果批发中 以

。 划装 场等 由家 市 商业市场 于被规 入“大 州 小市半 时城泉 市群”， 洲村华 在 2000 、年 2005年和 2012

三 。 少 ， 村 。年先 历 次 征迁 滩 全 所有的 与产业全都被征 掉后经 片区或组团 目前除 量 涂地外 集体土地 迁

，村 村 。村均以现金形 赔偿 两委将赔偿 放 两 在前两次征迁 式 款陆续发 给 民作为生活补助 委 2012 城年

， 十 ，北 中 被征的集 换成为数 间 店面 些成 产组团征迁 转变思路 将 体资产置 商场 和商品房 这 为集体资 的

。 村构成 全 常主要 住人口 1700 、人余 371 ， 村 落 三 小户 已被集中安 于 个相邻商品 区置 域内新 成的 房 。

村 来 ，也 本村村 一 。 权目前 域内的外 至 的 公 福利 集人口已增 近万人 在分享着 民 些 共 如何保障 体成员的

， 村 ， 村 。 洲村 一如何在 改 发展集体经 为 庄 之急 华 批改革益 居过程中 济 成 转型的当务 晋江市将 纳入第

村， 了 ， 计、 术 。试 试行指导意见外 聘 专业机构为 改革提供全流程点 除 出台 还 请审 律师等 其 的技 支持

洲村 力 村 子， 。 了村华 既 的 委班 召 作组 工作改革的主导 量不是 有 两 而是特意 集的改革工 组成员除

， 村小 长、 村 、 村 ， 计二十 。两委外 还包 部分 协会 威 余人 扩展括 组 民代表 老人 以及 里有 望者 共 决策主

了 。 ，的代表性是为 提 改 主性和合法 根据晋江市所出 意体 高 革过程的民 性 台的指导 见 此次改革需要就

改 实 方案革 施 、 权认 标准成员资格 定和股 分配 、以及 经济联合社所组建的 （ 简称后文 “经联社”）管理

等内 主容进行民 表决
①
。 讨 ，以工作组 初步的改革方案 后 摸排情况并 集意所 先行商 出 然 分工入户去 征

。 ， 大 村 议讨 ， 对村见 根据收集 他 的 代 会 论 准 民到的意见 们多次召开规模扩 民 表 相关的标 或规则 还针

门 一 讨。 洲村的个别 专 协商会逐 曾于诉求召开 商 华 2017年 2 了 一 村 议对次全 改月召开 第 户代表会 革

， 未 。 ， 又 了一 义、进行表决 此后 工作组 花费 多 改革意 逐户 充确认成员方案 但 能通过 个 月时间宣传 补

。 村 ， 二 才 。资格 党 决 以 利通在 两委和 员的动员下 第 次表 得 顺 过

， 洲村 力 权权 ， 权过 要精 都花 股 能配置上 相当 的民从改革 程看 华 将主 在成员的 并且 注重赋 过程 主

。 村 。 洲村村范 成员认定 于改革的每个阶 华性和规 性 该 的 工作贯穿 段 主任谈道：“ 较们资产比 明我 确，

少大 。 来。 来 ，拆迁多 家都知道 认 起 决 过后 过 都但是资格 定的公告总是贴不 表 通 还会有人 要股份 每次

大 三 。 来，二 。 ， 大 ，大概有 四 把它罗列起 定 如 不进 需 票 家个 我们要 次认 果是可进可 的情况 就 要 家投

觉得 就给他应该给他 。”由此可见， 对 村作 的回应很及工 组 于 民诉求 时，而且主要是通过 的民主协商 方

①
根据晋江市指导意见，改革主要包括成员界定、清产核资、股权设置以及新型管理机构设立 4个主要环节，期间所形

成的《改革实施方案》《成员资格认定方案》《清产核资情况》《股份合作改革方案》以及《经联社章程》等改革方案均

需在村民户代表大会上获得80%以上赞成票才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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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式 裁定成员资格。即 在 联社 后使 经 成立的最 改革阶段， 村 议们仍在处 的异他 理部分 民 、增补成员
①
。

， 村 一 ， 执 、外 该 特点 重 的规范性 遵守政府设定的 流此 改革的另 个 就是高度 视过程 不仅严格 行 程 及时

， 。 、 、村信息 还相当 意改革过程中的 归 所 文 方案 民公开 注 文件记录 档 自改革工作起的 有 件 公开信息

议 讨 ， 《 洲村 权改革工作 都会详细记 理形 产 改代表会 以及 组内部 论 录 整 成 晋江市华 革实录》。

洲村 权 权权 。 一 较 村的 结果表现 和股 能优先的特 其 地方的 庄会华 股 配置 出均等化 征 是相 于有些 综

合设置劳龄股、贡 重献股等多 配股标准， 洲村 村落 了 头共 体 辑设华 只按照 同 逻 置 人 股。 村最全 终有 1509

， 、定为集体 而且只要具 体成 男女人被认 经济成员 备集 员资格 无论 老幼各 10 。 二其 社只设股 是经联

了村 本 ， 。 权置 股 不设集体股 股 行民个人基 实 “ 减生不增死不 ” ， 本 、的静态管 可在 社范围内继理 承

。 权 ，转 需 协 农民 体 在利益分 现为集体股赠送与 让 集体产 制度改革 要 调 收益与集 发展的关系 配上就表

人股与个 的分配比重（夏英、张瑞涛，2020）。 一 义这从 意 上看， 洲 对 权权华 的设置 出 农民股方式凸显

。 洲村 讨， 、益的偏 和 的这两个特 在科学性上有待 在 协重 保护 华 改革 征 商 但却是 充分尊重民意 反复 商

， 村 对 较 。过 中产 民 果普遍具 意度和效能程 生的 所以 们 于改革结 有 强的满 感

洲村对 权 了 大 。 洲村 子对于经 的赋 农 层次形成 华 两委班 于华 济组织层次 状况则与 民个体 巨 的反差

权 、 大 少 划， 未 。如何 发 场 能 如何壮 体经济 有规 都尚 思 目开 经联社的市 集 形成明确 路 他们将其归因于

未 、 对 较经 社的 成 资产使用 及缺乏具有前 联 手续尚 完 晋江市 集体 约束 多以 “ 舵 力掌 能 ”的经营者等外

。 洲村村因素 出部 华 主任指 ：“ ， 必 ， 了产转移到 经联社 定要存在 不 完集体资 经联社里 的 可能让你卖 。

村 来讨 了这个店面 题就要召集 民 论问 ，要怎么租， 一或者出售 部分， 一留 部分。也 了不 能 部出可 全 售 。”

，村 计划 权也 村 。委 经济后续 导 交由政府 与 庄可见 两 仍旧 将集体 发展的主 指导 民主决策

（二）围头村的集体产权改革过程：侧重经济组织的赋权发展

头村 东位于 角围 晋江市 南 ， 远离集镇临海且 ， 久历史且具有悠 。有府志记载， 村该 至今已有 1300

年多 ， 倭寇自古就是 击海盗 的前线战抗 地。 村 人全 户籍 口 4300多名（1100余户）、3000 来人多名外 口。

村里 面积总 3 ， 村且 多数 民平方公里 多为滩涂地 “靠海吃海”， 。出海捕鱼和 水产以 近海 养殖业为生

2006 村年 两委换届后， 村 长 村 村曾 防民兵哨 竞选上 主任任驻 海 的洪某回 （ 村 村 一而今 支为 书和 主任 肩

挑）。 本他在整合原 “不团结” 子的集体班 后， 村展提出发 乡 旅游的思路。此后， 头村一围 面 用政方 利

， 本村 、 村 ， 一配 基础设施 遗址 渔 风情 台资 景区府项目和 套资金完善 开发 战地 和侨 源打造主题 另 方面

划 三 。村过 商铺规 和 近 百亩闲置土地 由 债转变为年 定收入通 景区的 租赁盘活 财 上任时的负 固 200多万

， 了元 目 产前集体资 除 部分出租的 1300 ， 、 、土 外 有现 面 性资产和多亩 地 还 金存款 店 仓库等经营 敬

、 、居楼 景点公 非经老院 安 园等 营性资产
②
。 ， 也 一各家 经 服务 在旅 增加而 各户通过 营餐饮 游旺季 能

。 村 长大，村 、笔可观收入 着 的发展 两委 开始面临集体福 配随 该 集体经济 就 利如何分 资源如何整合再

。 ，发 问 为此开 等 题 他们在 2013 权 ， 。曾 集体资产 认定 但是很 进 直年 自发组织过 清查和产 难推 到被

①
在《晋江市华洲村产权改革实录》中 2018年 5月 12日商讨经联社章程草案的村民代表会议上明确记录 8位异议人员

的讨论过程和处理意见。

②
该村只对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进行了盘点，未进行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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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 。革试 晋 府和律师 导与协助下完成 革纳入改 点 他们 在 江市政 团队的指 改

， 头村 村 权 执设定的制度 则的同时 围 主要 精 行 程 动在遵照市里 规 是依托 庄 英的 威与规范化的 流 推

。 议 大 ，村 心 。改 的 定环节 两 重 放在先期 传动 定 他革 在争 最 成员资格认 委将工作 的宣 员和规则制 们通

期 调查过前 的摸底 ， 对 类 了在草 便 各 情况进行拟方案时 “一一对照 理梳 ”， 村 大代表 会表决而后提交 民 。

权 ， 划 本村们设定的股 配置 截 定 围 的 原 员他 原则是 在 止日期与户籍登记 范 内 住居民成 人均享有 10股，

集体占股 25%。 通过以后改革方案 ， 头村 执围 格按 行便严 照方案规定 ，对 议 村 村于 则有异 的 民 是由 两

委入户“做思想工作”。 村该 党支部副书记 道谈 ：“ 意的肯定有不满 ……例如很 华侨就有意见多 ，（我们）

， 了解 股 他 户口向华侨 释为什么他们没有 份 们 迁出去 …… 了 村 ， 也最 理解的 民到 后有几户不 我们 是要

， 也到他家里跟 解释 解释他去 思想不通 要 到通。”

头村 权 。 ， 村 了改 中更加关 织赋 的发展效应 结 完成 集体经 成围 在 革过程 注经济组 从 果上看 两 都 济

权 。 ， 头村 议 ，员的股 配置和 建 中 有 识地 激 市场经联社组 但是 围 在改革过程 会 意 创设 程 去 活经联社的

权 、 大。 ， 村 ，能 推 济发展壮 首 两委 江市 利 境 争取到动集体经 先 该 充分挖掘晋 政府的有 政策环 农商银

给予新成立经联 的行 社 2 ， 。 头村并且积极开 经联社的优惠政 部亿授信额度 发 策 围 党支 副书记谈到：

“ 来 ， 。 、 ， ， 一明 说 联社 公 说免税 你 生意 都免税 是 个当时是 确 经 可以当成 司 运转 而且 有经营 做 这倒

大 策很 的优惠政 …… 也 ， 来 ，而 在 出两块地 投资商要 合作的 我且我们现 有清理 皮 如果有 话 们想以经联

来社为主体 运作。”其次， 村 了该 在改革方 补案中特意 充 相关细则， 权允 社 流转例如股 许 内 、个人持股

不 数的得超过总股 5%、近 5 。 权 ，村年 转等 鉴于集 业可 股 的 集内暂停流 体产 观的前景与 可流转性 体

权 权。 三， 村 权权借由这些 经联社在发展早 的 决策主导 其 有意弱化股 能希望 细则保障 期 股 稳定性与 该

。 来 ， 村中 配 应 成 股与 比 分红与集 是 民的利益分 内涵 理论上经联社 按 员 集体股的 例 分配股份 体提留 但

未 。 头村改革前 福利 变化 副 释道后的 水平并 发生 围 党支部 书记解 ：“村民福 还没有什么变动利现在是 ，

村 村 、 ，一是 纳新农合 医 保险 年是每人就 帮全 的 民缴 疗 200 。 ， 也块 游 要左右 搞旅 很多基础设施建设

， 较 ， 。 较大，而 现在 比 的地方 目 设的前期投 经联做 且 游客要求 高 要有消费 前景区建 入比 社今后怎么

讨。 ，运作 前 以后肯定还要探 有 景的话 会分红。”

（三）两村制度赋权链条的实践状况总结

， 村 本 ， 较 了改革的结果上看 个 成集体经济 份化改造的基 任 民从 两 庄都顺利完 股 务 以 高的 意实现

村 权 。 权 来 ， 村 村 权权和 份 作制 组 的角度 看 民股 能与开民的股 配置 股 合 经联社的 建 但是从赋 两 在激活

权 。联社 面是 的发经 市场 能两方 各有侧重

洲村 ， ， 村革过程中 程序的规范性 还 动 商式的决策 台 积极回应 民华 在改 不仅强调 主 构建民主协 平

权 。 一 ， 才 。 一 本 对村的 革 败 再 表决 这 就是 民股赋 诉求 改 在经历第 轮投票失 后 次 得以通过 改革过程 身

权权 ，也 对 。 权 ，有助于提升 集体 感和 是 农民个体能的实践 他们 事务的掌控 效能感 但 在聚焦 赋 的同时

洲村 权 。 权 ， ， 未华 的经济组织赋 被 置结果看 全 集体资产都被量 成则 弱化 从股 配 部 化到每个 员 并 设定

。 ， 村 村 ，对经 社 展的 留 是 从 干部 革后集体经 发展用于支持 联 发 公积金提 部分 更重要 到 民 于改 济的 都

长 划， 。 较 ， 头村设想 有 变现分割 求 相 而言 围 更关 如没有 期的 或规 而且 把资产 的民意诉 注 何利用改革

权 。 权 ，开发集体经 组织的市场 能 他 发 政 网 既为 争济 们主动开 产 改革配套的有利 策 络 集体经济 取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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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贷款授信，也 本村索新型的经 与 产 联系在积极探 联社 业发展间的 。 权权 的 程中而在股 能 配置过 ，

村 权 来 、 议 。 ， 权他们 两委的既有 威 动 宣 不满 与此同 股 配置内含的利更多依赖 员 传 化解异 和 时 益分配

， 大 。则 要 是 入于 投 产规 被弱化 集体收益主 还 投 基础设施 入与扩 再生

， 村 力 未 。 计 权然而 两 体的治理能 次改 现出 根 设 的赋 链社区共同 在这 革前后都 表 明显变化 据制度

， 权 村 。 ， 村 了织层次的赋 将推 乡 构的完善 但 现实情况是 两 尽 经条 经济组 动 社区治理结 是 管都组建 联

， 。 村 ， 东 村 也运 方 与改 无 由 两委负 代表与 民代社 但集体经济的 营 式 革前相差 几 经联社仍 责管理 股 表

本 。 ， 较 ， 未对 村重合 成立 具 依附性 并 治理结构造成实 性基 由此可见 新 的经联社 有 强的 原有的 庄 质 的

。冲击

， 权权 村 一 也 。同时 股 能授 将激发 民参与意 度 明 我 通过与此 予 愿的这 制 预设在现实中 并不 显 们 问

卷调查
①
对 村村两 参与集体 极性民改革前后 事务的积

②
和具体内容

③
较。进行比 由表 2 ， 洲村华 与可见

头村村 村 较 ， 了革 务活动的 改革前非但没有 高围 民在改 后参与 频率相 于 提 反而都下降 0.4 。左右 这说

村 未明 到股民的身份转 他 性民 变 能提升 们公共参与的积极 。 就而 村体的 言具 务内容而 （见图 2）， 村两

村 一 。 ， 村村改革前后 是从基础设 设的 向公 软 此外 两 民民在 的 致变化 施建 硬件需求转 共服务等 件需求

对 、村 ， 力 计产 两委换届的关 都 相反的变化 向 难以有 证明制 个于集体资 注 呈现出截然 方 度设 中由 体赋

权 权 。作 机推动社区赋 的 用 制

①
本研究在开展深入访谈的同时在两村各随机发放了50份问卷并全部成功回收。由于调研期间多数村民都外出工作，较

难找到受访对象，所得问卷数量有限，但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区层次的赋权状况。首先，两村习惯于以户为单

位参与集体事务，包括这次改革（华洲村为371户、围头村为1188户），所以在问卷发放时是随机选择其中的50户由

家庭代表作答；其次，我们对样本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见表1），这些样本与村庄基本人口特征较为吻合，不存在明

显的选择偏差。

②
对于产权改革前后村民参与度的比较采用如下两道题：“在产权改革前，您参与村务活动的频率？A非常高，B比较高，

C一般，D比较少，E非常少”；“在产权改革后，您参与村务活动的频率？A非常高，B比较高，C一般，D比较少，E

非常少”。在分析时将选项中的“非常少”“比较少”“一般”“比较高”“非常高”等 5项指标分别赋值为 1、2、3、4、5，

并进行了描述统计和配对样本T检验以对比改革前后的差异。

③
对于产权改革前后村民关注的村务内容比较采用如下两道题：“改革前您对村集体事务主要关注哪些方面？A村两委的

换届选举，B集体资产的经营、分配与监督，C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养老院、村委会老人会大楼、医院、学校、乡村

道路、监控系统、宗祠等建设），D公共服务提供情况（养老、医疗、教育、交通、治安、文化习俗传承保护等），E其

他”；“改革后您对村集体事务主要关注哪些方面？A 村两委的换届选举，B 集体资产的经营、分配与监督，C公共基础

设施的建设（养老院、村委会老人会大楼、医院、学校、乡村道路、监控系统、宗祠等建设），D公共服务提供情况（养

老、医疗、教育、交通、治安、文化习俗传承保护等），E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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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问卷受访者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义含变量 和赋值
洲村华 头村围

百分比 本样 量 百分比 本样 量

性别 女=0（ ）组基准 68%
50

32%
50

男=1 32% 68%

年龄 19~30岁 24%

50

14%

50
31~45岁 36% 8%

46~60岁 24% 50%

60岁以上 16% 28%

入家庭收 3万以下 8%

50

19.1%

47

3~8万 32% 10.7%

8~15万 38% 29.8%

15~30万 22% 21.3%

30~100万 0% 19.1%

度受教育程 初中及以下 24%

50

31.3%

48普 高 专通 中或职业中 58% 60.4%

大 本 大学 科或 专 18% 8.3%

（出打工比例 占家外

）庭人口

0 68%

50

18%

50
0~25% 24% 30%

25%~50% 8% 32%

50% 上以 0% 20%

村家庭中户籍不在 人

数

0人 70%

50

76%

501~2人 16% 10%

3 及以人 上 14% 14%

表 2 改革前后村民参与村务活动的积极性比较

村参 频率改革前 与 务活动的 村改革 务活动的频至今参与 率 对 本样配 T检验

均值 差标准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差标准 T值

洲村华 3.200 1.471 2.720 1.280 0.480 0.762 4.452***

头村围 2.710 1.399 2.350 1.362 0.367 1.035 2.485**

：注 ***、**、* 计结果在表示估 1%、5%、10%的水平上 著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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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华洲村 （b）围头村

图2 华洲村村民与围头村村民改革前后关注的村务内容

三、制度赋权过程中的群体产权认知与精英能动性

村 。 权 ，程说明制度 定论在基层实践 局 有 度 情境两 的改革历 决 中的解释 限性 此次产 改革具 高 的 性

难制度很 完全起到“ 响规则影 、信念和行为”的决定性作用（ 湘林徐 ，2010）， 划一的理只依靠整齐 性

计也 。 计 权 力， 权权难 改革效果 赋 层次之间表现 特 特别是在股制度设 以保障 制度设 的 出 定的内在张 能

权 ， 村 了 权 。 ，与市场 能之间 这 庄 各 侧 的赋 需 究使得两个 在推动改革时形成 有 重 过程 那么 要追问的是

权 ？竟是哪 造出赋 过程 异些因素塑 的差

（一）基于群体产权认知与精英能动性的分析框架构建

1. 权观环境要素 度赋 过程客 与制

洲 头 村 一 ， ， 、华 虽然处于 境下 但是外部环 有 在地理区位 市化水和围 两 同 制度环 境 所差异 包括 城

权 。 村 ，也 了平以及集 产 境 素 庄集 续 观基础 构体资产的 形态等方面 这些环 因 是 体经济存 与发展的客 成

权 ， 择。 ， 较制度改革的 变量 革主 偏 为选 但是 比 与案集体产 前置 从而影响改 体的认知 好与行 从区域间

来 ， 对 村 权 、 。例动态过 的 它们 于 庄差 化赋 的影响作用 切程 多重视角 看 异 并非最密 最相关的

一 区 与 市化 异其 是地理 位 城 水平的差 。 洲 村型城郊华 属于社区 ， 头 村落而 离集镇的典围 则是远 型 。

， 一 对 权理因 系到 的 值以及产 位 但不 定会 改革 的地 素会直接关 集体资源 市场价 业开发定 中 赋 过程产生

。 ， 村 来 。影响 从全国 围看 城郊 主要依 扩 展 租 济 而 集范 靠城市化 张带 的土地溢价发 地 经 那些远离 镇的

村 ， 村 。则更多利 型资产发展 农业典型 庄 用其资源 特色 或乡 旅游

二 权 。 村 权 择 一 。 洲村是集 产 异 这与 庄 选 具有 定的关联 华其 体资产的 形态差 的赋 层次 性 的集体资

、 ， 权 较 ， 。 头村以店面 商品 为主 产 与收益都 于 在 游 业开产 房 为清晰 便 个体化分配 而围 正 旅 产 发过程

， 较 ， 村 。 权 了 权 择集 强的俱乐 赖于 集体的 开发 差异中 体资产具有 部属性 有 统筹 这种产 形态 构成 赋 选

的 理性客观合 ， 来但是 推导出 的基于理论 “应该是”与“实际是” 有理论解释 差距之间仍 的 。实际上，

头村 也 权 ， 洲村 村围 的 中 店 和 库 但 刺 的分红乃集体资产 有部分是产 清晰的 面 仓 却不似华 激起 民强烈 至

。愿瓜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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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权 ， 村 。其实相 于 形态 确的 则 体经济的 异 这不仅会资产产 是否形成明 产业方向 是两 集 关键性差

村 对村 ， 权 。 头村影响 民 赖程度 还会 变集体资产的产 体 与到 们 集体的依 改 属性 围 集 资产的俱乐部属性

村 ， 村 划 村 。 东、 ， 村的 体性 都 乡 旅游产 江等沿海地 些城民 集 依赖 主要 源于 庄规 的 业 在广 浙 区 有 中 或

村 洲村 ， 村 。 村着与 集 形态 是在 拆迁后置换的住 或 些 庄城郊 有 华 相似的 体资产 整 改造或 房 店面 但是这

， 一 （ 、 ，以此发 物业经济 并在有 跨 投 马 广 王展 定积累后 地域或跨行业继续 资 学 爱民 2011； 、石婷婷

，张日波 2014）。 村 ， 对村民们能够 业的发展中 获益 强化 赖当这些 从集体产 持续 时 他们就会 集体的依 ，

也 。 ， 村的集体资 强烈的俱乐部物 特 提出被 民所 持的产业方向并而此时 产 就带有 品 征 然而 能否 支 组织

， 大 村 、 力。投 度 取 于 庄 魄资源 入产业开发 在很 程 上 决 精英的胆 意愿和能

2. 权群 与精英能 框架体产 认知 动性的互构

，本 权 村 ，对村基于 验发 群 知与 庄精 之间的互构作用 实调研中的经 现 文提出 体产 认 英能动性 庄 际

权 。 权 权 ，对生直接且关 性的影响 群体产 改 精 行 的自赋 过程产 键 认知作为 革赋 的合法性前提 英 动 由空

了成间构 约束。 村 村英占据着 利位置并掌 键资而 庄精 庄结构有 握关 源， 构性具有反结 、 力能创造性的 。

， 权。 洲 头 村基于特定 偏好有意识地重 事 握改革的主 华 与围 两个 庄在他们将 的目标或 构 件情境 以掌 动

权 权度 是 两 相互 的集体产 制 改革上的赋 差异便 由 者 作用造成 （见图 3）， 料对 一结合案例下文将 资 这 论

。展开论证断

分 架中析框 的“ 权 知群体产 认 ” 权 。 权是 建 发而提出 建构理论关注于受产 社会 构论启 产 的社会 产

权 ， 较 计， 权 权 。的 践 相 于正式 制度设 它更强调 序 的 系乡土社会实 的 集体产 秩 与群体性的产 认知 联 性

来， 权 ， 村 长在该 体 的乡土性 既是乡 主体 的互 达成理论看 集 产 具有很强 与情境性 在 期 动与协调中 的社

合会性 约，也 赖于是依 “小社区”的情理、 来惠规则以及共享 文 解冲突互 的 化价值观 化 、维持 衡均 （申

静、 汉王 生，2005；朱冬亮，2013）。 二十 八九十纪所以 世 年代， 场 约 完备集体企业在市 合 不 的情况下，

权便 方式协调 冲突是以非正式 社区的产 （折晓叶、陈婴婴，2015）。 权 了 权集体 左右产 认知构成 产 改革

，也 对 权 。 苏 三 权合 础 会 赋 形 要影响 有研究在 溯 地集体产 的 化历程的 法性基 态产生重 追 南与珠 角两 演

， 三 村 了时发现 珠 角 庄形成 “按份共有” 权 苏 ，则 南 没有 于 地的的现代产 规 而 却 差别就在 集体回收土

时机（桂华，2019）。苏 地发生在因 收入南收 务农 低、 弃田农民主动 的时点， 三珠 土地溢价而 角是在 时

，村 对 。 较 村土地红利的意识 使 份制方式确 其收益分配 所以 他期 民 于 迫 集体要以股 认 相 于 庄其 客观特

， 权 一 ， 对 权 一 。会 契 的群 作 要素 构成 种民意约束征 延续着社 性 约 体产 认知 为 种结构性 赋 过程的

力 。杰者视 者调 结 束的能 和 指出不仅结构限 会能动 角关注行动 整与突破 构性约 方式 索普 制 随时空

而策略性运变化 行，结构下的能动者更是如此。“能动者是反思性的， 够 结 限制 明能 在 构 下重新阐 自己

。 计和利益 并 他们当前的 中进的身份 且能够在 处境 行策略 算”（Jessop，1996）。 权的社 论产 会建构理

也 在制度环 化时意识到 境急剧变 ，这种社会性 约 就变得很有合 的保障作用 限（折晓叶、陈婴婴，2015）。

村 ， 议 ，此时 由 息 资 能够 偏 进行 程设 重的 庄精英 于掌握着重要的信 和 源 根据主观 好策略性地 置 能动地

构改革情境。村 权力 双轨精英 于公 网 治之间庄 自古就被置 共 与乡土 络的 政 。杜赞奇（1992） 的笔下 “保

护型经纪”， 村 双轨所 现 乡 精英在进 连结时的能动性展 的便是古代 行 。徐勇（1997） 对 村当基于 代乡 治

， 村察 出 部作理经验的观 提 干 为“ 理国家代 人”与“村 人庄当家 ” 双 。村 对 办的 重角 要 上代色 干部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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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任务交付 ，又 村供 庄需要向下提 公共物品、 村带 富领 民致 。 对村这个分 初是 庄精英在析框架最 “结

上构 的静态定位”，也表现出该群 在履职时的体 “结构性两难”（ 毅吴 ，2001；申静、陈静，2001）。但

来动 的 度 看是从能 性 角 ，“双重角色”又 村 类以 英在自主 上的两种理可 被视为 庄精 行动偏好 想 型，是忠

执 村 。村 权 ， 择务还 展 出发点 庄 据各自的行为偏 设实 行上级任 是以 庄发 为行事 精英会依 好 定赋 目标 选

。行动策略

图3 村庄场域内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赋权过程机制

（二）群体产权认知：制度赋权过程的合法性要素

村村 对 权 义 ，也 对 较两 们 于此次产 改革 值 遍 现 于此 的民 的意 和价 都没有明确认知 普 表 出 次改革 低

。 头村村受访的围关注度 多数 民表示“ 村任 两委信 ”“积极配合”，中青 间为年则以没时 由“ 里委托家

理老人处 ”。 洲村村 心华 民多 戚动员或出于从 理数是被亲 众 参与投票。 村然部分 民在 极争取集体成虽 积

员身份， 权后 往 惯 获得其背 的诉求是要遵照以 产 例 分红， 甚有的 至提出“ 体资产彻将集 底分掉”。 此由

， 村村 未 权 权 。可见 两 民 尚 形 有者 意们都 成作为股 所 的产 主体 识

权 。 二十 来，模糊的群 状态与此次改革 集 有关 近 年 集 土地承包经营这种 体产 认知 的 体资产属性 体

权 、 ，的 与 形 日 凸显确认 流转 宅基地隐形市场的 成 益 出“排他性”与“可转移性” 权些私有产这 的核

心 （特征 H· ，登姆塞茨 1994）。“ ， 了 村土 公共 个人 的 接刺激 农地由 资源属性向 财产属性 转化 直 集体

权私有观念与私有 规土地 产 则的发育。”（ ，鹏进黄 2014） ，本 权相比之 轮产 改革指向的 有下 是集体所

的经营性资产。 类 村 少产 由 体的 导这 资 多 集 数精英主 和经营， 村 村庄公共开 性的 民福利用于 支与普惠 ，

向更偏 “ 权社区共有产 ” 。 未 权 ，村 权 来性 由 现 识 民们仍 有的产 惯例 作为特 于尚 形成 代股 意 然是以既

。价 法性的标准评 此次改革合

来体 看具 ， 村两 “社区共有” 权 又认的群体产 知 有所差别。 头村围 的“ 区 有社 共 ” 调集强 体控制、

， 村 、 。 村 苏 村 类 ，筹 由 集体负 体资源配置 和经 的收统 安排的形态 责统筹集 使用 营 该 与 南 庄 地状况 似

也是在 20世纪 90年代初土 重的时候地抛荒严 ，村集体便 包将 括林地、 了在内的数百 土地都收荒地 亩

来。 ， 权 本 村 ， 、回 此后 基 筹 排 入到 和 等公共福土地使用 上都交由 庄精英统 安 投 景区开发 学校 安居房

。村 了 对 心， 对们从中享受 惠并 发展 以 定运行规 可利建设 民 到 实 集体经济的 抱有信 所 普遍 既 则表示认

集体产权认知 精英能动性

集体统筹

个体加总

村庄当家人

国家代理人

提供合法性

策略性建构

侧重经济组织的赋权发展效应

聚焦农民个体的民主赋权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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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支持， 村 计 了较大这为 庄 英 提供 的自由 间精 在改革设 时 空 。 头村围 一 村位普通 民说：“ 村 的我们 以前

，大 对 一 ，村 来 村 权的 土 这 块 能 里打电话 弄 民股土地都是集体所有 家 地 的认知可 没有那么多 说我们要

，大 也 本、 来制 家 配合 身份都很 就拿着户口 证 登记。”

洲村华 这种“共有”属性并非团体性的“集体利益”，而是集 成 的加总体 员个体利益 。 洲村华 从第

一 来 三 一 ， 较轮土地承包以 就 整维持 年 调 的惯例 所以相 于“ 不 死 减生 增 不 ” ，村的 模固定承包 式 民们

权 。村 ， 了 村有强烈的 念 域内土地 城市 常被 补 用于 部建并没 私有产 观 随着 化的扩张经 征用 所得 偿款除

，运营外 剩下的就设和日常 是“ 村一全 律平分”。 村村 书谈到该 支 ：“ 村 ，我们 土地是全 共有的的 不是

， 村 。 权这 这 地 出去 全 分 所以我 定就按照老说你 块地你种就是你的 块 卖 要把钱给 基金会再去 们的股 认

习 来惯 ，大 较比 容家 易接受。 大 议可能 的改变 会造成更 争 。” 个体导向 则已经形成具有这种 的分配原 普

遍 性契约认可的社会 ，也 村 对 本塑造 民 这次改革的基着 预期。 村 了民多位 都表达 相似的看法：“ 村我们

村 ， （ ） 大 。 。因 平时 这 改革 感觉 变动 现在是 经联 想为 就有分 财 块 所以 这次 不是很 的 换成 社 我们就是

村把 移 社财全部转 到经联 ， 村 来然后以 全部分下股份把 财 ，不要留 集有 体的……”“大 关注什么家就是

。 ， 也 大 ，时 分钱 其它的不关 需 是 趁 分掉候 注 因为 不 要集体壮 什么的 就 想 早 。”“ 心 的我们 里想 都是如

子 了 一 ， 。 子， ，些房 你要 福利 比如逢 节都 是这 都 是比果这 卖 要分 点 年过 要吧 反正就 样 其他的 同意 还

较信任的。”

权 洲村 村 ， 权例的群体产 认识 得 关注集体资 的分割 并不在意 股遵循惯 使 华 多数 民更 产 作为集体 所

长 。 也能 释 何有者的 远预期 这 解 为 洲村华 村 了对 （后 体资产后 关注度民在改革 反而降低 集 续管理的 图

2）。 大 洲村 。这 体认 住华 构 境中的行 们将此次改革解 为种集 知极 地限制 精英在建 改革情 动空间 他 释 切

分资产的“前置环节”和“ 范平台规 ”， 采并 取严谨、 主透明且民 的运行过程。 了 大是 最 度这些都 为 程

村 对村 。消 体 产分配的除 民们 集 的疑虑和资 焦急情绪

（三）精英能动性：制度赋权过程的建构性要素

洲村华 两委在此 革中 的次改 表现出典型 “国家代理人” ， 办偏 成上级交 务视为此好 将完 的试点任

。 村也 ， ，次改革 首 该 有改革的 观要求 但是在晋 局 带 开的 要目标 尽管 客 江市农业 的安排下发起的 就 有

展“政策试验” 立和树 “示范标杆” 。村 对本村使命 庄精 定位就是完 里安的 英 改革的 成市 排的试点任

务， 洲村村华 提主任多次 到“ 头改革是市这次 里面牵 ， 村也 村们 是试点我 ，肯定要 得做 更好嘛”。 了为

对 ， 对 力 ，也 对合政府 试点 功的高度期待 他 传 革 程 主动迎 成 们 政府所 导的压 很敏感 在改 过 中 模仿和 接

。 大 力 、 讨 、 权 心科 方式 他们 去梳理改革 摸排 认定 核层制的运行 花费 量精 流程 论成员资格 股 设置等 利

， 。 洲村 了 本 料程邀请律 与并提供咨询 华 细 阶段的文 图 资 并形成文件汇益 全 师团队参 详 留存 改革各 片

编。 制在科层 运行中，“对 来基层 说， 落是 实 作和 的文档 其 工 取得绩效 依据…… 了仅是 解该文档不 组织

来 ，也 一情况的主要 源 是 免受 的运行 信息 种使得组织 外部风险 依据”（ 、 杰，昌武 杨华颜 2019）。村庄

一 对 办 ， 一 也格的痕迹管理 方 是 形式展现 政 交 任务的重视程 是精英严 面 在以科层制 府 度 另 方面 在以科

来 对村 。段 非 土逻 质层官僚制手 而 乡 辑 应 民的 疑

村 对村能动性作 现在应 民们庄精英的 用主要体 的“ 钱分 ” 。 洲村村 权诉 华 民求 它扎根于 的群体产

， 大 。 ，认 利完成试 最 风险 起初 精英 将知 是顺 点任务的 们 改革解释为“以股份方式 钱分 ”、“甄别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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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谁没份”。 村 对们但是 民 这套说辞存有疑虑， 一导 第 民主致 次 表决受阻。 村这 好的 庄精给代理人偏 英

来们带 “ 时完成改革按 任务”与“维持社区稳定” 双 力的 重压 。 洲村村 了表 两难华 主任 明 这种 ：“农业

， 一 计划。 办 ， 。做这个试点 它有 工 的时候没 法 时完成 该推后的 后局让我们 个 作 但是你有 按 还是要推

了 的 向 进因为改革是为 向好 方 推 ， 来 村不 成要做起 变 整个 造反、 哄哄的乱 。” 二为确 决的通过保第 次表 ，

村 、采 对 。 ，两 度动 措施 股 制改革塑 分配的前置环节 以委高 员 取多种应 首先是将 份合作 造为资产 并 后

计划 村 ； ， 少 对产销售 安抚 其次是继续围绕 开 减 体 的反续部分房 民 成员界定 展民主协商 尽可能 群 内 声

； 采 ，还 每户家庭 参与投票音 同时 用物质激励 凡有代表 ，“ 了 一只 就可要去 以拿到 百元”。终于在晋江

二 村 议 ， 。局 临的第 次 个改革方案都得 顺 改革过程的 动作为形成鲜市 领导亲 民会 上 四 以 利通过 而与 主

对 ， 洲村 对 。 了明 精 续 展 无明 前 守的店面比的是 华 英们 集体经济的后 发 则 确思路 目 的方案除 保 出租和

，房售卖以外 更多住 他们 寄希望于“ 府支政 持”。

头村 村 村精 过程中更围 的 庄 英在 治 偏重于“村 当家人庄 ” ， 力角色 将主 的 如何进行要 注意 都放在

村 ，庄 营 即经 “ 村 ， 村运用其 庄领 共 公 资导人的公 身份 合法地经营 庄 共 源”（ ，蒋永甫等 2015）。在晋

权 撬 ， 村 划村 ，江 改革 动集 政策思路之 精英 谋 庄 出市推行以产 体经济的 前 该 就开始自主 的发展 提 “生

村， 村， 村， 村， 村旅游富 文 立 依法治态兴 化强 诚信 ” 大 村五 治 理 和念 “ 、 源整合到旅环境整治 资 游

发展”三 十 划个 年发展规 。 村 划发谈及该 的 展规 ，村支书侃侃而谈：“ 十们 在 个 年 化我 现 这 先保护文 生

、 、 村 ， 才 对 权 。 一 十 ，民经营乡 会 集体产 制 革有 是怎 怎态 宣传 农 旅游 所以 度改 兴趣 下 个 年 么留住人

、 村 ， 村、 村， 村，对美丽特征 展成两岸青年的 客 研学 海峡妈 的交流么拓展 乡 特色 发 创 现场教育的 祖

了于这些我 多们是想 很 。”

村庄精英始终将“ 集 经发展 体 济” 。作为 过 量 他们积贯穿改革 程的首要考 极利用“ 点试 ” ，身份

权 力借助 威突公共 破原有阻 ， 议在改 中 经济营造 展环境并 革 程创设 为集体 有利的发 。 权在股 设置 面方 ，

头村 未来 权， 了 权， 对 权体在 经联社 主导 不仅在政策 置 还围 很强调集 的 范围内设 最高额度的集体股 股

门 、 。 未来 ， 权流 设定 人 将股份分 集体经济的 挂钩 股动 槛 防止个 垄断 他们还 红与否和 盈利 保障个体的

权 对 。 头村能 不 发展造成 支部副书记指出在现阶段 会 组织 冲击 围 党 ：“ 们我 集体股是 25%， 定要集肯

， ， 、 、 来？ 也体股 要不然你以后都 社 还 每 我们 设啊 归到经联 人员 用电 用水从哪 有 年 很多基础 施建设

， 。 ， 、 、 ， 来 ，特别是做 产业是非常 可以 态 业 慢 础设要做 旅游 旅游 好的 保护文化 生 态 但是 钱 前期基

大施投 常资建设非 。”

了对 ， 头村村除 改革过程的 构重 围 庄精英的“当家人”偏好 体现在能动地开 度还 发改革制 周边的

政策红利。“ 了使 点 得成为 试 取 功， 府 源投入到上级政 还往往集中资 试点地区。正是因为试 够获点能 得

在政策、 政等 持财 方面的支 ……”（赵慧，2019） 村 头村 了长精英已经 制定 期愿景和实 安该 为围 发展 施

， 心 ，策支持导入 支持这个愿景是 关 旅 产 就是排 如何将政 或 他们更为 的内容 其实他们的 游 业 在这种思

路下发展至今。 村村该 支书指出：“（20）07 首先提出保 态保年我就 护生 护文化， 村乡 旅发展 游。基于

， 扶 ， 一条 到国家政 就更上 层楼这 主线 碰 策 持 我们 …… 门 ， 村 ， 也各个 项 乡 打造 政府部 目都有 美丽 有

。 ， 门也配套 做旅游 旅游部 有配套…… ，也既 争要等机会 要自己去 取。” 对凭 于政 敏借 策红利的 感性，

是坐等他们不 “政策支持”， 门 。 了 、是积极开发 的相 行贷 联 优惠而 各部 关资源 除 银 款授信 经 社税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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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本村一 。 了他们 部 的指导下完成 集 的上市交易 不仅为集体经济 拍还在国土 块 体建设用地 这 留存 土地

卖 70% ， 了大 ， 村 。进 企 投资 店 游设施水的资金收益 还引 型 业 的星级酒 提升该 的旅 平

四、结论

权 ，对 村 又一 大 权 ，制度改革是 庭联 制后 所 重 产 变革集体产 继家 产承包责任 于农 集体 有制的 而且

计从自发探索进入 顶 制度化推广 段已经 到 层设 主导的 阶 。在收集各地探索经验、 较创比 新成效的同时，

， 计 。本 本要 察 度实 这 度设 与基 间的关联性 出的还需 观 制 施的效果 就涉及到制 层实践之 文得 基 结论如

： ， 权 计 权 ， 权 了 权首先 度 制度设 上 的赋 逻辑 基于产 论 的赋下 集体产 制 改革在 带有强烈 理 形成 多层次

。 权权 ，链条 股 合作制改革在理 不 股 还 助于 经份 性预期中 仅将赋予农民个体 能 有 开发集体 济组织市场

权 ， 村 力； ，能 公共参 的提升与治 构的 提升 同 理能 其次与积极性 理结 完善将共同 乡 社区共 体的治 预设

权 力 ，尤 权权 权 。 权度赋 链条在现实 境 的 其是在股 与市场 能之间 在 革的制 情 下是存在张 能 产 制度改 的

， 力 权 孰 孰 ，也表 为 体利 利 集体经济 位在市场化过程中 这种张 既 现 集 益与个体 先 后 表现为 的角色定 与

孰 孰 ； ， 村 权 了 、 权 。障性 则 基 制 中形成 差 性的赋 过程 这主保 之间 轻 重 再 层 庄在产 度改革 异化 定制 要

权 。 权 了是 产 认知与精 能动性相互作用 作 体 认 构成由当地群体 英 塑造而成 为社会性契约的群 产 知 精英

， 村的 庄精英则 其行动 民意约束 而 能够根据 “国家代理人”或“村庄当家人” 偏好 定的自主 能动地设

， 权 。标 策略性 体产 认知改革目 地重构群

本 权 一 。 一 权研究试 为 改革提供 些 的研究视角与思 由图 集体产 制度 新 路 第 是借 赋 视角梳理此次改

村 。 权 对 （ 权 、革 响 社会 性 不仅关注 的干预方式 容 授影 乡 体系的理 预期 赋 理论 治理主体 和内 予 利 制度

持支 ），也 权 。 权 对关 治 的 能变化 知 这既能拓宽产 论注干预后 理主体 和效能感 理 中 于“ 权赋 ” 解的理 ，

又 村 。 计能立足于 民与农 的主体需 面 基 制 设 者 论农 求更为全 地观察改革效能 而 于 度 与既有理 研究者的

权 ， 、 ，度梳理制 这有助于厘 重改 在的 以 层实践样角 度赋 链条 清多 革目标间 潜 关系脉络 便与基 态进行

。照比

二第 ，对 对于现实案例 情 助于拓展 制 实施效果的认识的 境性分析有 度 。 不此次改革 能简单套用“制

执标 否 完全度目 是 被 行” 来 判 。对 村 、 权 类评 性 于以 社 赋 增能为导 这的标准 制度的有效 作为主体 向的

， 了 、 计 ， 一 。 洲村制 程 内 学 实施还依 情境要素的共时 支度 除 改革流 容设 的科 性外 其 赖于 系列 性 持 华

头村 村 未 权 ， 村 。改革虽然都 按照预设完成赋 是 适 性 物与围 两 能 全链条 但 都是基于特定 情的 应 产

三 村 。 权第 精 次改革中 行动者的作 例分 产 制是强调 庄 英群体在此 作为关键 用 案 析充分说明 度的外

权 权赋 难在短时 培养出现代性产 念部 过程很 间内有效 观 。 权 革当下在产 制度改 ，村庄精 群体在政府英 、

村 三 了 。 ， 对集体 民 联 和 调功 们 性包括 集以及普通 方之间发挥 重要的 结 协 能 同时 他 的主观能动 体经济

划、对村 力 ， ，也 对发展规 治中 我角 源精 直 到集体经 会 群的 的自 色设定和资 投入 都将 接影响 济的发展

权 。 也 一 权 一 。体产 认知起 转 作用 这 从 个 面说明制度赋 链 辑到 折性的塑造 侧 条的另 逻 偏差 在现实案例

权 未 力， 权农 个 与经 都 区共同体 反而是社区 体内中 民 体 济组织赋 明显提升社 的治理能 共同 部的精英 威

力 权 。与治 左 个体与经 个层次的赋 效果理能 能够 右农民 济组织两

， 议 权 ，于 地方政府在 动集体产 制度改 要 设 发 助基 上述研究 建 推 革时首先 完善改革的制度建 在 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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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推 用 体自主决 足的空间 其 创造 环境 间和规范作 的同时 为集 策留存充 次要 完善的治理 与发展空 引

村 ， 村 。能人回流 挥他们在 庄治理 能导 治 与扎根 发 的 动作用

本 一仍存在 定的 足和可拓展的空研究 不 间。 本 东所 沿首先 文 选取的案例位于 部 海、经 发达济 地区，

。 一 本，难 全国范围 情况 下 步将 有研 展中 的但是 以完全反映 内的普遍 在现 究基础上扩 西部地区 案例样

较 大 义； ，本 权开展案例 的调查研究以增 研 其次 文提出 集体产 认知与精比 或 规模 强 究的普适意 以 英能

， 。相 但 有 例难 析 的所有状动性 互作用的解释机制 现 案 以覆盖分 框架所涉及 况 例如当“村庄代理人偏

精英好的 ”遇到“ 权和的 知个体总 集体产 认 ” 村 权 ，何影响 庄时将如 赋 样态 或“国家代理人偏好 精的

英”与“ 权有的集体产 知集体共 认 ” 。 找 一 。如何互动 这些 寻 掘状况有待 适配的案例进 步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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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Logic of Empowerment in the Reform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ACase Study Based onHuazhouVillage andWeitouVillage

in Jinjiang City

LINXuefei SUNHua

Abstract: The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 to adv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this institution designs a multi-level empowerment chain, which includes empowering collective

members with equity power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ctivating the market power of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and thus cultivating governance capacity at the community level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As a national pilot city, Jinjiang has implemented its reform withi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projec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is city, two villages during the reform have shown different empowerment

processes. Huazhou Village has focused on the democratic process of empowering individual farmers, whereas Weitou Village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al effectiveness of empowering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No obvious change has been

found in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ability of the two village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re exists an

internal tension in the practice of the multi-level empowerment chain, especially between individual farmers and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Consequently, each village often adapts to its own social situation and creates a specific form of empowerment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xisting group cogni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elite initiative. Therefore,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reserve space for autonomous decision-making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when mapping out the reform as well as

pay attention to the absorption of village elit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villagers' awareness of property rights.

Keywords: Collective PropertyRights; Empowerment;GroupCognition of Property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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