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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展地区乡规民约建设发展路径探析 

——基于湖南西部 H市 100个村的问卷调查研究 

周明
1
 

（怀化广播电视大学，湖南 怀化 418000） 

【摘 要】：本文结合中西部衔接的后发展地区 H市乡规民约建设与发展实际，对相关调查问卷进行数据统计分

析，探讨建立包括生态发展、公共管理、民主权力和疫情防控四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并尝试提出如何通过建设促进

治理的对策和路径，促进内容与作用间的生产机制形成，改善其作用效果。 

【关键词】：乡规民约 建设 乡村治理 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乡规民约在农村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是乡村自治的一种主要方式。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发挥市民公

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则进一步提出要“健全

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可见，中共中央十分重视乡规民约在社会治理尤其是农村治理

中的作用，研究乡规民约的建设、调整和创新，对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乡规民约，通常的理解是指农村地区约定俗成的传统习惯，或是由村民共同制定并遵守的用于本地的规约，是一种规

约村民的行为准则。邹喻等主编的法学大辞典对乡规民约的解释是：“乡规民约是中国由乡村群众集体制订，进行自我约束、

自我管理，并自觉自愿履行的民间公约。”乡规民约形式多样，内容广泛且具体，与乡村民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协调

乡村社会关系、约束村民社会行为、保障基层群众利益、弘扬社会文明新风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有关研究认为，中国农

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长期存在、代代相传的如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一个是短期形成、效应直接的

如民间规约、乡村惯例等。乡规民约作为农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是乡村治理的常见手段和重要载体，是村民认同和行动逻辑

的治理基础。乡规民约作为农村自治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不同于国家法律的社会规范，在乡村治理中有其独立发挥作用的空间。

各种各样的民间法、软法、社团规范、乡规民约等发挥着法律无法替代的作用。总的来看，发展到今天，乡规民约建设已成为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中自治明确的建设内容，尤其是在后发展地区，乡规民约赖以生存和发生作用的社会基础犹在，乡规民

约作用及效果仍然明显，研究和建设乡规民约，发挥乡规民约的社会治理功能和作用，仍有其特殊意义。 

2 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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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研究目标 

为了解后发展地区乡规民约建设现状，课题组对湖南省西部地区 H 市农村的乡规民约建设现状包括其建立、内容、执行、

作用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通过问卷掌握乡规民约现状的第一手资料，分析其作用机制，并就如何优化和完善乡规民约提出建

议，发挥治理作用，为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系统建设提供参考。 

2.2调查区域和调查对象 

调查区域为湖南省西部地区 H 市农村，该市经济上属于省内较典型的后发展地区，区位上属于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是武陵山经济协作区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2018年纳入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在后发展地区中具有代表性。H市现有 13个

县市区，2000多个建制村。我们抽取了 100个村进行调查，抽样比在 3.5%左右，采访对象确定为村组织负责人，因其是乡村治

理责任人，对乡规民约的主动建立和执行、作用效果感受也最为明显、真实和全面。 

2.3研究设计与框架 

2.3.1调查内容和指标设计 

课题组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并经过对部分村组织负责人实地访谈后，用内容分析法归纳，初步确定以乡规民约的作用效果

为主要调查内容，拟定由 4个一级指标和 10个二级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参考调整了学者高其才、陈寒非的研究分类)，见表 1，

旨在解决可用于验证与对应本文后面的路径分析框架问题。 

表 1指标体系设计 

一级指标(效果维度) 二级指标 题项来源 

生态发展方面 

环境保护 

问卷第 9题 4、5、6、9项 

村风文明 

文化弘扬 

产业发展 

公共管理方面 

公共事务 

问卷第 9题 2、3、7项 

调处纠纷 

资产保护 

治安维护 

民主权力方面 民主权力 问卷第 9题 1项 

疫情防控方面 新冠防控 问卷第 9题 10项 

 

四个一级指标代表乡规民约作用效果的四个维度，大致归为生态发展、公共管理、民主权力、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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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调查问卷设计 

根据确定的调查内容，问卷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各村乡规民约的基本情况(问卷第 1-7 题)；第二部分是各村乡规民约

的主要内容(第 8题 10个选项)；第三部分是对乡规民约的作用效果进行量表测评(第 9题 10个选项)，采用五分制李克特量表，

从“很不符合”到“完全符合”每个选项分为五个等级，得分为 1～5。 

2.3.3数据收集方法 

通过抽样确定调查对象后，2020 年 6 月至 9 月间向村组织负责人(村支书)现场发放调查问卷后收回。第一次发放问卷 103

份，收回有效问卷 93份，后进行了第二次补充调查，收回有效问卷 7份，两次共收回有效问卷 100份，调查的整体可信度较高。

调查中课题组同时还重点访谈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省级美丽休闲乡村或省级村规民约建设示范村共 7个。 

2.3.4数据处理和分析 

调查结果利用社会科学统计分析软件 SPSS统计分析。本研究重点对设计的乡规民约效果量表统计，先进行初次修正，考虑

尝试用探索因子分析测试，按特征值大于 1 抽取，对低值负荷(<0.5)题项删除，如果发现因子抽取不够理想，经初次修正后第

二次可用固定抽取 3—4个因子再分析，尝试选取合适的探索因子归类，然后结合乡规民约内容结果，分析提出有关对策建议。

本次暂不进行验证因子分析，主要是考虑到本次调查乡规民约研究的并不是评价体系构建，只需探索因子，分析找出适当的主

要维度方面，用于简明归类，方便进行乡规民约内容建设的讨论分析，所以暂不需要进一步验证因子分析或讨论结构模型和拟

合度问题，那是另一个研究问题。 

3 调查统计情况 

3.1基本情况 

3.1.1被调查者基本情况 

采访对象年龄在 26岁至 66岁之间，平均年龄 41岁，男性占绝对优势，达 90%；民族构成上少数民族(55%)多于汉族(45%)，

少数民族中又以侗族(25%)和苗族(22%)为主；文化程度上，占比最大的是大专，为 47%，其次为中专或高中，占 31%。调查对象

所在村绝大多数已脱贫，仅有 5个村人均收入在 4000元以下，按该省脱贫新标准尚未脱贫。 

3.1.2乡规民约建立情况 

在所调查的村中，有 98%的村都立有乡规民约，占绝大多数，其中经过村民讨论修订的占 89%，利用其他村的规约模板的占

9%，一方面说明 H市农村乡规民约建立的普遍性，另一方面说明在乡规民约的建立中，村民参与程度高。 

3.1.3乡规民约的执行主体情况 

就调查情况看，乡规民约的主要执行者正是村支“两委”及其下属的专门组织和人员，共占到约 56%，也是新时代乡村治理

多元主体中处于关键位置的网络节点，体现了本次调查对象选择的代表性意义；传统社会中乡规民约主要执行者乡贤和宗族长

辈则分别只占到 25%和 19%，表明新农村变迁带来的时代变化。 

3.2乡规民约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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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查数据看，乡规民约的内容在所设计的 10个方面(10个二级指标)均有涉及(表 2)，其中涉及到乡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

最多，其次是公共事务、生态环境、纠纷调处和治安维持，而产业增收和医卫健康两项涉及最少。 

表 2乡规民约的内容及占比 

乡规民约内容 选择(多选)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排序 

8-1民主权力 73 9.1% 73.7% 8 

8-2公共事务 87 10.8% 87.9% 3 

8-3集体财产 78 9.7% 78.8% 7 

8-4生态环境 87 10.8% 87.9% 3 

8-5乡风文明 94 11.7% 94.9% 1 

8-6传统文化 92 11.4% 92.9% 2 

8-7纠纷调处 87 10.8% 87.9% 3 

8-8治安维持 87 10.8% 87.9% 3 

8-9产业增收 58 7.2% 58.6% 10 

8-10医卫健康 62 7.7% 62.6% 9 

总计 805 100.0% 813.1% 
 

 

3.3乡规民约治理作用效果 

调查问卷进行了乡规民约治理作用效果的量表分析，最后的统计结果通过信度效度检验： 

(1)初次修正：按特征值大于 1抽取，选取最大方差法旋转，在题项因子负荷最小系数绝对值小于 0.5时不提取： 

结果显示，总体信度 92.7%，克隆巴赫 a系数为 0.927，大于 0.9，说明问卷题项的内部一致性高： 

因成分矩阵结果中提取因子成分一个，题项治安维护低于 0.5，统计结果中已忽略显示，故修正并删除该项。 

(2)用固定抽取 4个因子再分析统计，提取法为主成分分析法，最大方差法旋转，得出结果： 

①本次因子 KMO值为 0.92，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为 708.968，显著性为 0.000，P<0.05，符合因素分析的相关要求。 

②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第一个维度得到 4个题项，因子负荷为 0.684～0.891，第二个维度得到 3个题项，因子负荷 0.684～

0.750，第三个维度得到 1个题项，因子负荷为 0.877，第四个维度得到 1个题项，因子负荷为 0.92，如下表 3： 

表 3乡规民约作用及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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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a 

 

成分 

1 2 3 4 

9-6文化弘扬 .891 
   

9-5文明建设 .805 
   

9-4环境保护 .804 
   

9-9产业发展 .684 
   

9-3资产保护 
 

.750 
  

9-2公共事务 
 

.710 
  

9-7调处纠纷 
 

.684 
  

9-10疫情防控 
  

.877 
 

9-1民主权力 
   

.920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a.旋转在 5次迭代后已收敛。 

 

③本次因子成分解释总方差的贡献率为 86.678%，达到指标要求： 

根据探索因子分析结果，乡规民约作用的成分矩阵：第一个维度包括 4 个题项，分别是文化弘扬、文明建设、环境保护、

产业发展，可称为生态发展方面，第二个维度包括三个题项，分别是资产保护、公共事务、调处纠纷，可称为公共管理方面，

第三个维度包括一个题项，称之为疫情防控方面，第四个维度包括一个题项，称之为民主权力方面。旋转后所有因子负荷 0.68

至 0.92之间，解释总方差贡献率为 86.678%达标。 

此结果虽然基本符合前面的研究设计，但有个别题项仍需要删除和修正，公共管理维度中删减一个二级指标(维护治安的作

用结果最低，因未达 0.5值删除)。本文后文的对策和路向分析即可从以上 4个维度展开讨论。 

3.4乡规民约问卷调查的有关结果归纳 

一是在内容上，乡风文明、文化传统方面统计结果排名普遍在前，最高达 94.9%，而产业增收方面内容上统计结果排后 58.6%。 

二是在效果上，保护生态环境、弘扬传统文化、乡风文明建设三方面作用最明显，其因子载荷水平高。 

三是内容与作用上表现一致的主要是乡风文明、生态环保等方面：保护环境、弘扬文化、文明建设三项内容选择最多，其

作用也最明显，反映治理效果好。 

四是内容与作用上也存在不一致的矛盾，主要是产业增收虽然内容上规定较少，但是在治理作用上产业发展却感受明显。

本文分析认为，原因在于某些乡规民约内容与作用之间缺乏有效的生产机制。产业增收方面的效果在近年来政府与社会扶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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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同步发生，显然受益于政策扶持多，但人们潜意识仍将其归结为更熟悉的乡规民约治理作用。 

五是疫情防控方面的作用是新调查问题，其作用的认可来源于乡规民约健康卫生方面的有关内容，这方面的效果与内容一

致。本文分析认为，乡村的农民对自身健康的认识和理解水平得以加强，乡规民约的健康卫生规定得以遵守，这方面乡规民约

内容和效果之间形成了有效的生产机制。结合 H 市调研实际看，乡规民约在促进乡村治理，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役中，

以“四级干部集村部集社区”为核心推行防疫重心下沉农村和社区实现有效治理，乡规民约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推进农村实现

稳定、教育引导贫困群众自觉做好自身防控、迅速组织群众自我恢复农业生产等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 

表 4乡规民约作用成分的方差解释 

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1 6.006 66.733 66.733 6.006 66.733 66.733 3.202 35.578 35.578 

2 .792 8.802 75.535 .792 8.802 75.535 2.102 23.359 58.936 

3 .543 6.031 81.566 .543 6.031 81.566 1.253 13.920 72.856 

4 .460 5.112 86.678 .460 5.112 86.678 1.244 13.822 86.678 

5 .396 4.401 91.079 
      

6 .291 3.238 94.317 
      

7 .240 2.663 96.980 
      

8 .164 1.819 98.799 
      

9 .108 1.201 100.000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4 讨论：后发展地区乡规民约建设发展路径 

从调研访谈的综合情况来看，自 2010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规定村民自治制度，H市农村多数村公布或新修订了乡(村)

规民约，对乡村自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调查结果显示，乡规民约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认同和肯定，有些乡规民约的内容与作

用效果形成了良好的生产机制，有部分内容与作用效果间却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生产机制。由于 H 市地处武陵山片区，受经济、

文化、民俗等因素影响，区域内农村民主议定乡规民约的情况并不均衡，乡规民约在一些村的治理中尚未起步或流于形式，表

现为乡规民约在推进乡村治理中存在着范畴不广、效果不明、作用不强、特色不彰等问题，推动乡村治理作用尚不显著。鉴于

此，本文从乡规民约统计结果所确立的生态发展、公共管理、民主权力和疫情防控四个维度出发，进一步讨论加强相关内容建

设以有效提升乡规民约的治理效果。 

4.1强化生态发展的生态功能定位，突破治理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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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显示，H市乡规民约在生态环保与乡风文明方面的内容与作用效果有一致性，这符合生态发展的方向，不同时期、

不同环境下，乡规民约作用的生产机制有所不同。因此，后发展地区可结合本地农业生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的建设实践，适当有

效地突出生态功能区地位，强化乡规民约中生态发展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契机，培育共同信任的乡村规约价值观取向，规范和

调节乡村利益共同体。乡规民约积极作用得以发挥的重要前提是做好顶层功能设计，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按照高质量发展要

求，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区、农业生产区和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乡规民约功能性设计理应坚持上述目标导向，强调农村生

态功能，深化农村改革，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只有改进创新，才能改变旧的路径依赖，突破越来越低效重复的乡村管理内

卷，进入以生态可持续发展为功能目标的新的农村发展模式和常态。 

4.2提升公共管理的多元主体参与，完善协同治理 

有关调查结果显示乡规民约治理效果与产业发展内容存在不一致的矛盾，我们认为应当从协同治理的角度来解决，即促进

规约价值观共同体建设和乡村利益共同体规范的统一，其内涵就是在乡规民约的建设优化过程中，要综合协同村民个体、乡民

社会、村支“两委”基层组织、“三社合一”集体经济组织及社会企业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在规约价值观共同

体的构建中，既要坚持民族传统性，也要保持开放互动性，既要建立创新平台，也要完善制度措施。可见，规约价值观共同体

是民族意识形态领域的理念赋予而不是剥夺，本质上有利于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对乡村治理而言，这是一个协调统一、不

断发展的过程。乡规民约作为构成不同乡村价值观共同体和组织的规范力量，将治理共同体的价值与利益等核心要素引入基层

治理领域，意义在于通过对经验事实的理论概括，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治理基本问题的一般性认识和操作执行建议。 

4.3重视民主权力和疫情防控的执行机制，提升路径依赖 

乡规民约建设既是乡村治理能力建设和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也是政府主体的政策调整对象和多元共治内容。调查结果在乡

规民约的民主权力和疫情防控方面的作用效果提示要进一步解决执行力的问题，执行力在以下方面需得到重视：①对乡规民约

建设完善作发生性的历史分析，实事求是结合当地规约历史沿革形态；②乡规民约建设完善中注重地区差异的敏感性；③注重

观念史和意识形态等心智结构对乡规民约演化和政策活动的影响；④政府按照乡村治理供给侧改革及需求侧管理的要求完善乡

规民约执行内容，注重支持服务，使乡村治理走向善治。 

4.4改善社区教育，强化舆论引导，形成长效机制 

乡规民约的建立和执行具有非强制性，因此必须加强教育宣传，强化舆论引导，以期形成长效机制。在农村乡规民约的教

育宣传和舆论引导中，农村社区教育作为主阵地，乡规民约的宣传教育应该成为农村社区教育的一项功能。但目前 H 市农村社

区教育的发展并不平衡也不充分。调查中发现，部分村的社区教育氛围较浓，社区教育活动开展得较好，乡规民约的宣传效果

也较明显，如一些村通过绘制平安文化、法治文化、治家格言、家风家训等宣传标牌和文化墙营造村民遵守乡规民约的氛围，

强化乡民法治、德治、自治“三治合一”理念，提高广大村民的自觉、自为意识。如果基层农村的社区教育流于形式甚至完全

没有开展，失去对乡规民约的宣传和倡导，乡规民约的治理作用自然无法显现。因此，发挥农村社区教育宣传作用，是促进乡

规民约内容与作用之间生产机制形成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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