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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中國農村秩序正處於轉型和重建時期，體現農村社會秩序的三個重要方面的法律秩

序與人際關係秩序及其背後的基礎力量秩序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失序，法務前沿工程是在這種背景

下提出和實施的重建農村社會秩序的探索活動。其做法主要包括構建工作網路，搭建工作平臺和廣

納社會精英，聚集工作力量兩個方面。法務前沿工程的這些做法在重建鄉村法律秩序與人際關係秩

序方面的作用是顯著的，並且國家與社會在這一媒介里實現了力量的均衡，為農村社會秩序的重建

起了不容勿視的作用。

關鍵詞:農村社會秩序法務前沿工程歷史社會學國家與社會

任何社會都需要和存在著秩序 沒有秩序的社會是無法維持的 因而社會秩序是人類社會存在

和發展的基礎， 自然也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主題。當前，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社

會秩序問題日益凸顯出來 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焦點問題 本文試圖通過對法務前沿工程這一中國

農村基層司法改革的案例的歷史社會學分析 探討中國農村社會秩序重建的相關問題。

目前，中國農村秩序正處於轉型和重建時期，體現農村社會秩序的三個重要方面的法律秩序與

人際關係秩序及其背後的基礎力量秩序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失序。

法律秩序是社會秩序的子秩序之一 所謂法律秩序 就是以法律規範體系為前提，通過法律調

整，並與社會其他因素交互作用，從而實現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之間關係有序化的過程與結

果口]。如果把法律秩序視作以法律規範體系而非擴大化的行為規範體系(包括法律規範體系、宗教

規範體系、道德規範體系、政黨規範體系等等)為前提 那麼可以說法律秩序在中國鄉村一直沒有

真正的建立，因而從這個意義來說鄉村的法律秩序應該用建立而非重建O 其原因涉及到傳統文化與

體制間題兩方面，從傳統文化上來說，宗族觀念與鄉士文化確定了鄉村社會以

培養了村民依賴村莊內部力量來解決間題的意識O 這時的鄉村是一個無訟的社會 法律秩序無從談

起，禮是依賴著相關各人自動的承認自己的地位，並不是法。法是社會加之於各人使他們遵守的軌

道 [2J 而從體制方面來看 中國特殊時期奉行的農村集體所有制、高度行政化又使村民把解決各種

問題的權力交給了國家，行政力量大包大攬擠壓了司法力量的空間，法律秩序缺乏建立的土壤。當

國家司法力量沒有具體涉及到下面的村莊時村民依賴著社會 當行政力量統攬一切的時候村民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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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著行政，法律秩序則始終沒有建立的機會。法律秩序的缺失使鄉村成為法律的一個盲點，村民們

往往無法區分道德與法律，無法認清行政範圖與司法範閣。

人際關係的失序是鄉村社會秩序不穩定的又一個因素，人際關係的失序區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鄰里關係。過去的鄉村是一個講求親族關係、鄰里情感的社區，因此許多事情都希望首先通過

調解來解決問題。人情禮俗維持著人們的關係，並成為待人接物的準則。當社會的發展使這種原始

的關係方式面臨考驗，人際交往的標準變得模糊，在日益濃厚的講求個人利益的氛閩中人們感受到

利益的矛盾與邊界變得越來越清楚，而未完全消退的人情關係和宗族禮法又使人們保持著一份“鄉

士"的處事風格，義與利的矛盾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如此突顯。“義利之辨"使鄉村社會的鄰里之間在

交往和處理事情上變得不確定;二是黨群、幹群關係。兌群、幹群關係是新中國成立後鄉村地區出

現的新的人際關係形式，在基層，由於受制於工作形式僵硬、人員力量單薄以及工作任務繁重等因

素的影響，群眾事務的解決管道不夠通暢，這常常使群眾產生怨盲，黨群、幹群關係矛盾突顯。

進一步看，法律秩序與人際關係秩序的背後隱含著深層次的基礎秩序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國家

與社會的力量秩序。中國鄉村正面臨著如何處理國家與社會力量閉關係的難題。以中國鄉村地區來

看，改革開放前期以行政力量(此處的行政概念取狹義，下同)為代表的國家力量自改革開放後呈

收縮之勢，而社會力量經歷了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萎縮之後還沒有蘇醒 這形成了權力真

空。受其影響，近年來的鄉村社會治安開始變壞、經濟落後滋長了群眾的不滿情緒，這些因素影響

了鄉村力量秩序的走向 國家力量尤其是行政力量又開始重新擴張鄉村社會大有重建過去大包大

攬的總體性權力之勢。單方面的權力壟斷並沒有改善社會秩序，反而帶來了新的問題。強制拆遷、

農地侵佔、聚眾滋事等事件接躍而至，在日益複雜化的經濟社會生活中，面對層出不窮、錯綜複雜

的社會問題，總體性權力僵硬、缺乏彈性的處理方式不僅無益於問題的解決，甚至可能成為社會失

序的根源。儘管社會力量能夠有效的在維持社會秩序方面發揮作用 但由於多方面的原因國家始終

以抵制、約束甚至打壓的方式來對待社會力量 而民眾對於總體性權力長期大包大攬的適應使其自

身也抱持著這種態度。國家無力為之而強為之，社會力量可為而不能為，這就是為什麼當下中國鄉

村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秩序越維越不穩、民間力量形同虛設的根源所在。

面對當前鄉村地區棘手的失序現狀，如何改善法律秩序與人際關係秩序，以及重建深層次的力

量關係秩序成為了政府以及社會各界人士關注和探黨的問題 法務前沿工程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

和實施的重建農村社會秩序的探索活動。

法務前沿工程是首先在羅田縣、實施並在湖北省推廣的一項基層司法工程 是司法部門面對鄉村

形勢而採取的創新型工作模式。自實施後 其影響力已經突破了司法層面 導致了農村社會秩序的

重建，下面就進行法務前沿工程的歷史社會學解析， m 目的在於探尋社會是如何運作與變遷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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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前沿工程是2008年初由羅田縣司法局提出並實施的一項司法服務整體前移實踐探察活動，是指

在當地黨委、政府的領導下，在可法所指導下，以村(居)委會為依託整合司法所幹警、村幹部、

社會志願者等各種力量，建設融法制宣傳教育、人民調解、社區矯正、安置幫教、法律維權等多項

工作為一體的將司法行政服務職能下移到村(居)級的綜合服務體系。它的實施，是在不增設原有

政府職能部門辦公人員的情況下，以一加多的工作協調模式，優化人力資源的配置，把鄉鎮司法所

的權力下移到村(居)法務前沿工作站，從而整合村(居)民志願者參與社會管理，因而拓展和延

伸了其職能範閣，實現了零距離地接觸服務物件，第一時間地為民眾提供服務。其在農村的推行，

積極地引導和激起了農民學法、守法及用法的熱情，使農村日漸走上了依法治理的軌道[訓。

法務前沿工程是針對鄉村地區的包括普法宣傳、人民調解、社區矯正以及安置幫教等內容的工

程。其做法主要包括兩個方面:1.構建工作網路，搭建工作平臺。該縣在全縣各村(居)組建法務

工作站，由司法所幹警擔任法務工作站業務指導，法務工作站與“兩委"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兩委"

主要負責人兼任站長 與人民調解員、社會志願者一道 作為司法行政幹警的輔助人員，在司法所

幹警指導下，開展八項工作:即開展矛盾糾紛排查調處，確保小糾紛不出組，大糾紛不出村;組織

村民學習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提高村民法治意識;對本村(居)刑釋解教人員開展幫教活動，協

助解決生產生活實際問題;協助監督管理本村(居)社區服刑人員，及時回饋活動情況;幫助本村

(居)外出務工人員聯繫法律服務人員解決涉法問題，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幫助村(居)民聯繫公

證服務;為經濟困難的村(居)民聯繫法律援助服務;定期上報工作進展情況。到目前為止，全縣、

412個村(居)全部建立了法務工作站，形成了遍及城鄉的基層工作網路。 2. 廣納社會精英，聚集

工作力量。警力有限 民力無窮，該縣、根據農村面大人多、鄉鎮村維穩人手太少的實際，把村民信

任的老黨員、老幹部、老教師、老戰士、德高望重老人和熱心 服務群眾的個體工商戶吸收成為法

務前沿工程志願者。到目前為止，全縣、共選聘志願者5000多名 這些志願者通過培訓以後，成為所

在村灣的“明白人"與鄉、村幹部一道，廣泛宣傳法律知識，積極調解鄰里糾紛，主動回饋各種資

訊，熱情做好矯正幫教工作，成為村灣、社區一支快速有效的維維穩工作力量。為了激發志願者的

積極性，該縣還選聘優秀的法務前沿工程志願者轉任公益性崗位 擔任司法協理員。目前己落實公

益性崗位50多個，形成了法務前沿工程志願者隊伍建設的長效機制。

法務前沿工程的這些做法在重建鄉村法律秩序與人際關係秩序方面的作用是顯著的。

有學者指出，法制化與法治化是現代化國家建設的一項基本任務，通過國家法律實現鄉村社會

生活秩序的整合即是這一基本國家意志的需要凡由於鄉村歷來缺少法制環境 法律秩序方面的落

後成為了一個長期的歷史問題。為解決該問題，單純依靠內生力來開發法制土壤 通過自卡而上的

方式是一個緩慢而低效的選擇。因此鄉村法律秩序的建設需要以國家司法部門為主導，依賴強有力

的國家力量來支持 這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司法層面的建設是根本。法務前沿工程作為一個以

國家司法部門為主導 以建設鄉村法律秩序為直接目的司法工程 它的工作內容所直接指涉的是受

眾群體的觀念與行為兩個方面。觀念方面即是如何提升成員過去落後的法制觀念、豐富原本貧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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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知識，這也是法律秩序得以重建的必要條件。法務前沿工程把加大普法力度、提高廣大民眾的

法律知曉度作為首要目標，致力於“依法治村"。該工程在法制觀念培養的過程中有一個不容忽視的

特點，那就是在培養維權意識的基礎上進一步促進群眾的“爭權"意識。以往村民關注的僅僅是如

何保障自己已得的利益，維權意識較容易培養。而爭取自己應得的利益(諸如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受教育權等等)則是對維權意識的深入貫徹。普法工作明確了道德與法律、行政與法律的邊界，使

鄉村民眾具備了應有的法律意識和一定的素質修養，而這些正是鄉村建立法律秩序的必要條件。在

行為方面的工作，該工程關注于如何使成員運用法律援助和其他維權手段處理矛盾或糾紛。為實現

這一點，它通過在村中設立法務工作站，在鄉鎮司法所設法律援助工作站及在縣司法局設法律援助

中心，形成了點面結合、全方位、多管道的農民法律援助網路。法律援助和維權手段的完善使農民

維權由無序向有序轉化 也使群眾的維權意識轉化為實際行動成為了可能。 法務前沿工程對法制觀

念的教育在“源"上規範了人們的思想 對維權工作的完善又在“流"上保證了法律工作的規範，

這兩方面的合力大大推動了農村法律秩序的建設，使鄉村試行地區的法制面貌煥然一新。

然而，鄉村法律秩序的建設不僅需要國家力量保證，社會力量的參與同樣也是不可或缺。這是

因為從資源消耗的角度來看，每一個鄉鎮機構都需要有相應的社會資源作為支撐方可能維持日常的

運轉和長期的生存[訓。法務前沿工程也不例外。而且事實證明，充分發揮社會力量的正向功能，尤

其是社會資本的正向功能不僅有益於法律秩序的建設 它同時給重建鄉村人際關係秩序帶來了令人

囑目的貢獻。在此，鄉村社會資本是社會力量的典型代表。有學者把它劃分為四種理想類型: (1) 

因家族宗族網路形成的社會資本; (2) 因功能性網路形成的社會資本; (3) 因象徵性符號網路形成

的社會資本; (4) 因一般人際關係網路形成的社會資本[打。由於受到行政力量的干預，新中國成立

以來中國鄉村社會資本遭遇了極大的削弱。鄉村社會資本的現狀已經成為制約地區進一步發展的關

鍵因素，這主要表現在鄉村地區人際關係冷漠與關係網絡缺乏、社區內部的低信任度，缺乏合作的

精神以及參與性不足等方面[九針對於此，法務前沿工程結合試行區的具體情況，吸收了宗族人員、

親戚、律師、村幹部、志願者等社會力量 這些人員有組織的聚合在一起 形成了初具規模的民間

法律互助網路。從長遠看 這將推動鄉村地區公民參與網路的建設 而公民參與網路也會成為實施

社會調劑、促進社會平等不可忽視的力量[例。工程在實施中參與的不僅有黨政力量，也融合了社會

志願者力量，法務工作站縮短了“官"與“民"之間的心理距離與地域距離，成為聯繫群眾的“橋

樑"和反映社情民意的“直通車"。正是這種特殊的工作模式促進了官民之間的合作，密切了黨群、

幹群關係。

通過充分發揮當地宗族網路以及非正式的一般人際關係網路的作用，法務前沿工程在鄉村培育

了社會網路、信任與合作 形成並發揮了積極的社會資本功能，這一定程度地彌補當下現代秩序供

給的缺乏或不足，而這一切都將推動鄉村人際關係秩序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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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將通過“國家一一社會"視角來分析鄉村法律秩序與人際關係秩序背後的維持力量。

法務前沿工程發揮了國家與社會力量對於鄉村社會子秩序重建的作用，而它也成為了一個媒介，國

家與社會在這一媒介裹實現了力量的均衡。

從歷史上來看，傳統中國農村社會是一個“強社會一弱國家"的狀態，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新中

國成立前。解放前宗族與血親觀念是支配農村秩序的力量，它規範著農村內部的人際關係協調、村

莊事務處理。社會力量支配著傳統農村 即使到了國民黨執政時期 政府的努力仍然沒有使國家權

力真正地進入村莊，“官不下鄉"、權力止於縣一級。正如費孝通所說，鄉村社會處於權力真空狀態，

因此這段時期中國農村是一個宗族和血親支配的社會，社會秩序處於穩定狀態。新中國建立後，由

於共產黨對鄉村重要性的深刻認識，行政權力開始大舉進入鄉村。行政力量在這段時間完全滲透入

村莊內部，不僅在村中建立了專門組織生產的合作社而且還在全國範圍內引領村民進行“破四舊"

活動。受此影響，鄉村社會的宗族和血親觀念開始萎縮，鄉村內部的社會力量受到削弱。按理說行

政權力入侵會改變傳統鄉村社會秩序，新的力量進入打破了傳統的社會“均衡" (這種均衡依賴于國

家行政與社會自我調節的互不干預，鄉村內部社會力量的自我維持)。但是毛澤東時期的個人魅力

型統治維持了鄉村的社會秩序，這是因為魅力合法性預設了個人信任，與距離很遠的人表面上仍能

有親密的情感聯繫口九鄉村社會秩序仍然處於較為穩定的時期它並沒有受新的權力介入而產生混

亂。然而這畢竟不是常態，魅力型統治隨著魅力人物的逝世而結束 自毛澤東逝世後鄉村地區對於

領導人的依賴度開始降低。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步入了轉型期 在轉型期原有鄉村的均衡“恰合時

宜"地被打破了。行政權力開始逐漸從農村撤出 其最重要的表現是廢除農業稅和撤鄉並鎮。然而

行政力量的淡化並沒有帶來社會力量的增強，確切地講是國家想退，而社會不進。現實已經是一方

力量的淡化或加強並不一定使另一方力量加強或淡化 鄉村社會力量沒有隨著行政力量的撤退而相

應地進步，它甚至萎縮了。為了避兔基層農村面臨“弱國家一弱社會" [叫的局面國家行政力量開

始重新擴張，但是這種擴張的效果並不好，它反而加深了原有的一些矛盾，並造成了許多新的問題。

這似乎是一個惡性循環，行政力量撤退而社會力量未能恢復，鄉村社會秩序混亂。為解決問題，行

政力量又重新擴張卻造成了新的問題。

法務前沿工程試圖重新均衡支配鄉村社會秩序的各種力量，尤其是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這種

均衡有兩個特點。一是均衡點不再是介於行政力量與社會力量之間 取而代之的是司法力量與社會

力量的均衡。司法力量是國家力量的一個部分，法務前沿工程的一個理念正是要把代表國家力量的

司法推進到鄉鎮以下單位，即村級工作單位。雖然基層司法所承擔著維護基層社會穩定的重要職責，

但在實施法務前沿工程以前，鄉(鎮)司法所作為司法行政機關的最基層的單位，擔負著幾十個村

(居)的法制宣傳、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務工作，普遍存在著人員少而任務重的情況基層司法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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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與承擔的繁重維穩任務不相適應的矛盾日益凸現，如果不能很好處理這些矛盾，司法行政機關

的地位就會被邊緣化。因此 法務前沿工程把司法行政服務職能下移 建立村級司法工作單位的舉

措將會極大地緩解這種矛盾。國家力量的張力正是在此處顯現了出來 但是這種張力又與新中國成

立後的國家力量張力不同。首先，張力的代表形式不同。過去是以行政力量作為國家力量的唯一代

理，而當前則是以司法力量為主的法制層面形式為主，行政力量雖也存在，但並不是當前鄉村社會

最急迫的國家力量形式。其次，張力的推動因素不同。在新中國剛成立後的那段時期，國家力量的

張力是以政府單方面的強力措施行使的 張力並非是由鄉村社會的現實呼籲引起 而當前鄉村社會

對國家力量的呼喚是現實的要求，是社會自己的需要。

第二個特點是這一均衡是動態的 而非過去以社會或國家一方力量為主的靜態均衡。國家司法

力量的單方面張力帶來了鄉村法律秩序的改善 但還不足以維持整個社會的秩序 因此社會力量也

需要適時壯大。當前鄉村社會的狀況我們已經不能對國家與社會力量做二選一的選擇，一個可能的

路徑是致力於推動這兩者的共同發展 實現雙方的張力 而不是單純一方的張力或萎縮。對於社會

力量而吉，當前需要的是重新喚醒鄉村社會的“禮治"傳統，培養鄉村社會的內生性力量。法務前

沿工程在這一點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以該工程所吸收人員為考察物件，我們發現除了正式的司法

工作人員外，法務前沿工程把各村群眾公認的德高望重的領袖網羅進法務工作隊伍中，協助各村幹

部做好法制宣傳、糾紛調解、矯正物件幫扶和有關資訊回饋等工作。這不僅較好地解決了工作人員

人手不夠、力量薄弱的問題 而且也為一批無職黨員、退休幹部和熱心公益事業的人員提供了服務

群眾和展現自我社會價值的平臺。從實踐情況看，這些志願者在開展群眾工作中發揮了其他人很難

替代的特殊作用，是基層維持社會秩序的一股重要社會力量。可以說，法務前沿工程這一媒介給國

家力量與社會力量提供了相互合作、相互發展的契合點，國家與社會的力量均在這一工程中得到了

壯大。這種來源於兩方面的力量發展保證了鄉村地區支配秩序的力量均衡 而均衡的再現使社會秩

序的重建成為可能。

儘管國家與社會兩種力量都處於張力，但是它們之間由誰處於引導地位也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問

題。如果張力是各自自由而無顧忌的 國家與社會之間不能相輔相成 那麼農村社會秩序的重建可

能會面臨由於無序的力量發展帶來的缺陷。從“禮治"走向法理型治理模式是農村發展的必然趨勢，

但在當前這一轉變並不能一蹦而就。因此在漸進的轉變趨勢中維護必要的均衡，並用國家方面的力

量引導社會力量的發展是有效的。國家在“退"出鄉村秩序後所留下的真空 還必須依靠國家外援

性的強制力量，對農村社會的內生性力量進行控制和引導，才能使農村社會秩序呈現和諧均衡的狀

態 [l2]' “官"必須充分發揮自身的外源性力量，培養“民"的內生性力量，從而實現“官退"“民進"

的和諧均衡農村社會新秩序(李裕林 2∞7) 。從這一層意義來說法務前沿工程中國家與社會力量

的地位與比重，以及它們今後的變化是下一步需要關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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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法務前沿工程的實施對於農村社會地區的秩序重建影響深遠。我們通過歷史社會學的解析得出

以下結論:

1.法務前沿工程推動了農村法律秩序的建立。農村法律秩序作為法務前沿工程的直接入手點，在

工程的實施中得到可喜的建設。在試行該工程的農村地區，村民的法制觀念得到培養，維權方式得

到保證。思想的建立以及手段的完善大大推進了農村地區的法制建設，也理所當然地促進了法律秩

序的建立。

2.在推動鄉村人際關係秩序方面 法務前沿工程充分發揮了社會資本的正向功能。社會資本包

括社會網路、信任以及合作等重要部分 法務前沿工程中的諸種舉措分別從這些方面加以改善，最

終使社會資本彌補了現代秩序供給的缺乏和不足，顯著改善了鄉村地區的人際關係秩序狀況。

3.法務前沿工程在鄉村法律秩序與人際關係秩序上的重建是有關秩序方面的具體重建，從深層

次來看，其背後所陪含的國家與社會兩種力量間的關係也會在這種重建中得到改變。歷史上國家與

社會往往是一種零和博葬 此進而彼退。然而當前鄉村對於司法力量與社會力量的呼喚需要它們同

時擴張。在這一情形之下，法務前沿工程實現了動態均衡，即保證這兩種力量在擴張中實現合理的

共存。這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鄉村內部的力量關係狀況，也由此重建了鄉村社會秩序。

所謂工程，即有系統性和長期性之意，法務前沿工程作為一個新型司法工程，仍然存在有不足，

還需要經歷長期的檢驗，在不斷的實踐中完善。同時農村社會秩序的重建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

非一夕之功。因此我們需要持有一種循序漸進的態度 逐步摸索。既不能因為工程是新提出來的不

夠完善而不加重視 也不能過高估計該工程 認為它對社會秩序的重建可以一蹦而就。對於社會秩

序的重建，筆者認為社會系統包含有許多子系統，社會秩序的重建正是通過對各個子系統的重建而

得出的結果。法務前沿工程是司法部門基於法律秩序重建而提出的司法工程，而它最終超越了司法

層面，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我們需要從中獲取靈感，分別聚焦於社會的各個于系統並致力於某些需

要重建的子系統秩序，從而提出更多有見地的創新舉措。

六十多年前，費孝通先生在論及鄉士重建時就指出:“在鄉村常看到重疊的兩套，一套是官方，

一套是民方。如果官方那一套只是官樣文章 那倒也還罷了 事實上這一套卻是有著中央權力的支

持，民方的那一套卻是不合法的。於是官民兩套在基層社會開始糾纏。" [間，費孝通先生的這段話指

出了當時鄉村社會秩序重建時面臨的困境 時過境遷六十多年過去了 但鄉村社會秩序重建時依

然面臨同樣的困境 法務前沿工程將官方工作平臺延伸到鄉村社區，並廣泛吸納社會精英參與其中

的嘗試，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並解決了這一困境，這就是筆者之所以研究它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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