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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助推作用 

——基于宁波奉化滕头村的个案分析
1
 

徐晶晶 

(浙江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舟山 316022) 

 【摘 要】在农村社会，实现乡村振兴要内外结合。村民是乡村的主体，强化村民自治能力，提升村规民约的作

用、实现乡村善治，是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本文通过对奉化滕头村村规民约内容研究，指出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

中的重要助推作用，同时进一步提出乡村现阶段在制定和实施村规民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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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今，乡村振兴战略在全国方兴未艾，美丽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外在动力，而村民自治就是乡村振兴的内因驱动，它主

要体现在村规民约的生成与践行。美丽乡村建设浙江宁波一直走在前列。2019 年是宁波高质量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打造“乡村

振兴宁波样板”的攻坚之年，其中五个“高质量推迸”任务之ー是以和谐稳定为基础，高质量推进乡村善治。宁波奉化滕头村

人ロ仅有 800 人，通过“ー犁耕到头”的精神，实现了脱贫致富，让全村村民共建共享发展成果，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样板呈

现在人们眼前。“这里的婴儿ー出生，每月可领取 1500元的福利，成年后有了劳动エ资仍然享受该福利”。“全球生态 500佳” “上

海世博会全球唯一入选乡村” “世界十佳和谐乡村” “中国最美乡村河”，诸多荣誉让这个明星村闪闪发光。党的引领、能人

带头、集体经济、规划先行、产业发展„„成功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某ー个特殊原因能造就的。这里容易被忽视的是村规民

约的助推作用。村庄是阵地、村民是主角，乡村善治是滕头村成功的其中ー个重要原因。因此，通过对滕头村历年村规民约的

解读，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体现其在乡村治理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2 乡村治理和村规民约的含义 

贺雪峰（2007)等学者认为，“治理”是ー个目标向善且多个主体共同行动的过程，“村治”，可以理解为村民自治，也可以

理解为村级治理，通过不断的历史演迸，“村级治理”进ー步扩展到了 “乡村治理”。乡村治理是通过对乡村布局和生态环境的

改善、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升，来有效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村规民约是民间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村社会实践发挥

着指导作用。村规民约是村民群众依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结合本村实际，为维护本村的社会秩序、社会公共道德、

村风民俗、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制定的约束规范村民行为的ー种规章制度。陈寒非、高其才指出，村规民约是乡村治理的重要

规范形式，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等领域，较为全面地调整了

乡村社会关系，促进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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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滕头村村规民约对乡村治理的助推作用分析 

3.1从各时期村规民约内容分析 

自 1985年-2003年滕头村在近三十年的村庄治理实践中颁布实行了五个版本共十七个村规民约。 

 时间（编号) 名称  关键词 

 1990-2  滕头村教育基金会章程  教育 

 1993-2  滕头村爱国卫生公约  卫生 

   保护生态环境和加强卫生管理实施   

 2002-1  施细则  生态、卫生 

     治安、卫生、产业 

 2002-2  经营户治安、卫生、经営责任书  经营 

 2002-3  滕头村交通管理规约  交通 

 2002-4  滕头村禁赌管理民约  治安 

   “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服务”   

 2003-1-1  实施细则  村民素质 

   保护生态环境和加强卫生管理实   

 2003-1-2  施细则  生态、卫生 

   “莘莘学子，勤奋有为”奖励金实   

 2003-1-4  施细则  教育 

 2003-1-5  退休养老金制度实施办法  养老 

 2003-1-6  村民待遇制度实施细则  福利保障 

 

滕头村 1990年-2003年部分《村规民约》分析 

通过上表的具体内容和名称提炼出滕头村村规民约在村民素质提升、教育和养老保障、生态和卫生治理，以及交通和治安

等社会稳定方面的细节问题，这些内容对乡村善治都发挥着较为重要的助推作用。 

3.2从现行版本村规民约内容分析 

滕头村的村规民约经过三十多年的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版本的发展演变，形成了如今较为成熟的模式，现行的是 2018 年 8

月 9日起实施的《滕头村村规民约》。最新一版的实施细则包括规范村民行为、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秩序、保障村民福利待

遇等几个方面内容。 

3.2.1村规民约制定了村民的行为规范准则，使乡村社会秩序稳定。 

实施细则第一章题为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服务，通过对安全防范、文明待人、文化娱乐、遵纪守法等村民行为提出

了具体的标准和要求。其中第 8 条规定“对违法犯罪行为要坚决阻止及时举报，对知情不报、窝藏、销赃、资助、包庇者移交

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除此之外，村内给予扣除从刑期开始包括缓刑期间的福利金的处罚。对检举、揭发有功的人员和

见义勇为者除给予相关的精神奖励外，酌情考虑不少于 500元的物质奖励。”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制约村民，扬善惩恶，使村民

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健康文明有序的生活习惯，这是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石，是乡村善治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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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村规民约的相关价值取向功能，使乡风更文明、社会更和谐。 

实施细则第一章还包括了村民团结互助、家庭和睦、关心集体、崇尚科学等内容。其中第 2条规定“尊老爱幼、夫妻和睦，

不虐待老人、妇女、儿童。晚辈应孝敬、照顾、赡养长辈；长辈要爱护、关心、抚养晚辈，保障他（她）们健康成长。ー经发

现，由村委会在全村范围内进行通报批评及教育”。通过将我国传统价值规范、伦理道德、为人处世的标准贯穿其中，倡导团结

和睦、爱国爱村爱家的观念，提高全村的凝聚力，激发村民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并逐渐形成优良的价值观，是乡村善治的目标。 

3.2.3村规民约始终坚持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使乡村资源良性循环。 

实施细则第二章题为保护生态环境和加强卫生管理，包括了对乡村动植物的保护、对乡村水源的保护、对环境卫生的管理，

以及对村民环保知识的普及。其中第 17条规定“村管理监督领导小组每 2月一次对村民住宅区和党员责任区块进行检查。每季

度组织党员、村民代表和村民志愿者开展义务劳动。每次检查结果记录在案，将作为本村年终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实实在在

地证明滕头村村规民约对于环境治理和维持的毅カ和决心。改革开发以来，滕头村就坚定地高举“生态立村”的大旗，1993年，

全国第一家村级环保委员会就在这里成立。从卫生环境的治理到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是美丽乡村建设的要求，也是实现乡村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3.2.4村规民约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使村民的文化水平一代代快速提升。 

实施细则第四章为“莘莘学子，勤学有为”奖励，专门成立滕头村育才奖励基金领导小组，对考取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的奖

励高达五万元，“在职考取学历学位的，凭毕业证书及相关票据予以报销学杂费”。村民永远是乡村治理共建共享的主体，人才

振兴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因素。滕头村认识到培养本土人才的重要性，长期制定教育奖励条款，让高知识水平的户籍人

员留在乡村，服务乡村，同时也使乡贤团队不断发展壮大。没有人才的乡村好似一个空架子，以人为核心，才是乡村治理的关

键动因。 

3.2.5村规民约严格体现民主参与，使乡村的公共事务做到民主治理。 

实施细则中，多次出现“由村委会在全村范围内进行通报批评及教育” “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等关键字眼，增强了村民的

参与感，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改善村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对村务公开的有效促迸，对乡村法制社会的建设，都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乡村治理民主化的重要标志。 

4 我国现阶段村规民约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 

村规民约在不同时期历史发展进程中都曾出现过制定和实施问题。这些不同背景和原因下产生的矛盾，通过国家政策和制

定主体的共同作用得到解决，促进了村规民约不断演进和发展，形成某个阶段相对有效的约束体系。 

4.1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 

村规民约以其独特的乡村治理效カ优势活跃在广大农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助推作用。经历了辉煌到转型的村规民约已经

可以说是乡村治理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根告进ー步强调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

体系”，这足以表明充分运用村规民约对于乡村治理的重要性。但当前，我国的村规民约还是存在ー些需要根本解决的问题，第

一在文本制定的过程中缺乏民主性和法治性，导致乡村治理作用发挥不全面；第二资源分配是村规民约的核心环节，但不敢触

动最深的利益分配规则，是阻碍乡村治理最根本的问题；第三乡村善治达到一定程度，要把握适度原则，制定脱离实际的“高

目标”必然导致制度条款流于形式；第四要制定系统完整的村规民约，绝不是一个或几个部门能快速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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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未来趋势和対策建议 

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是ー个长期的过程，从中国乡村的实际出发，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乡村治理理念、治理内容和治理

方式也在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发展的新形势。村规民约以其乡土化的特性持续助推着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在乡村社

会稳定、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资源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解决现阶段阻碍村规民约发展的若干问题，亟需在制定程

序、调整内容、整合提升的基础上，发挥其最亲民、有效的独特优势，进ー步完善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4.2.1遵循民主和法治原则 

村规民约的文本制定应广泛听取村民意见，由村民集体协商讨论，尽可能提高现行文本的民主性。同时要指导村民学会科

学地考察文本的合理合法，即正确认识文本的法治性。 

4.2.2推进“三治融合”工作 

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党建引领。要积极响应全省号召，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一一 “三治融合”，打造小

微权力清单升级版和“清廉村居”，用法制建设护航村规民约。 

4.2.3深入基层、注重实情 

乡村治理实践要循序渐迸，不急于求成、不走过场、不造盆景，注重实情调查、因地制宜和全面分析，努力构建基层社会

的善治体系，不断增强村民的获得感和安全感。 

4.2.4增强部门之间联动效应 

制定系统完整的村规民约是多部门联动的产物。妇女利益、土地承包、计划生育等条款的制定，必须同步参考妇联、计生

委、农业和土地资源管理部门的综合意见，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修订村规民约，推动乡村社会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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