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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

农民自主供给效率

———基于集体行动视角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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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农民集体行动效率低下的根源在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高 。提升农民集体行动效

率的关键在于降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 ，而乡村社会资本有利于降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 ，提升农民集体行

动效率 。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是当前典型的农民集体行动 ，其效率提升取决于乡村社会资本 。从

乡村社会资本维度来看 ，安徽省桐城市 F村诚直为本的乡村社会信任 、忠恕仁义的乡村社会规范及拓展

的乡村社会网络是村民低成本 、高效率自主修路的关键所在 。

［关键词］乡村社会资本 ；农民集体行动效率 ；农村公共服务 ；农民自主供给

The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Areas and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Public Services and
Peasant Self‐supp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ctiv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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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low efficiency of the peasant collective action delays the pace of the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of China ． There is plenty of research which discusses the reasons
causing this phenomenon and how to enhance the peasant collective action efficiency in academic
circles ．However ，Cost‐Benefit Analysis has been ignored more or less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peasant collective action efficiency ．As a result ，it is hard to find a practical path of improving
peasant collective action efficiency ．According to the Cost‐Benefit Analysis ，currently the high
cost of peasant collective action is the root of its low efficiency ．Decreasing peasant collective
action costs and improving its efficiency must rely on social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rural areas ．

According to the stages of peasant collective action ，peasant collective action costs can be



subdivided into mobilization costs in the mobilization stage ，direct resource costs and incentive
costs in the operation stage ，and supervision costs in the maintenance stage ．Among these stages ，
mobilization costs are generated from collective action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Direct resource
costs include three aspects ： target costs ，participation costs ，and coordination costs ． Incentive
costs are generated from the transmission costs of incentive messages ；Supervision costs include
three aspects ： trust mechanism construction costs ， constraint costs ， and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costs ．Due to three inherent characters of the rural social capital ， that is ， rural
social trusts ，rural social rules and rural networks ，rural social capita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creasing peasant collective action costs ．

Rural public services and peasant self‐supply are typical peasant collective actions ， the
enhancement of which depends on the local social capital ．During the rural public services and
peasant self‐supply ， rural social capital can decrease the costs in the stages of mobilization ，

supply and supervision ．Furthermore ， by reducing the costs of mobilization ，direct resource ，
incentive and supervision ，the total costs of rural public services and peasant self‐supply will be
cut down and the efficiency will be increased ．

Affluent social capital is conserved and accumulated in F village in Tongcheng City ，Anhui
Province ．The social trust of honesty and integrity ，the social rules of loyalty ，consideration ，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and the widespread social networks in F villag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decreasing peasant collective action cost and improving road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

Specifically ，firstly ，during the road self‐construction launching stage ，social capital in F village
decreased road self‐construction mobilization costs ．Secondly ，in the road self‐construction operation
stage ，social capital in F village decreased direct resource costs and incentive costs ．Thirdly ，in the road
self‐construction maintenance stage ，social capital in F village decreased the supervision costs ．Practices
in F village have proved that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area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creasing peasant
collective action costs and improving peasant collective action efficiency ．
Key words ：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areas ； efficiency of peasant collective action ； rural public

services ；peasant self‐supply

当前我国农民集体行动效率低下 ，延缓了新农村建设步伐 ，阻碍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为

此 ，探求农民集体行动效率低下的原因和农民集体行动效率的提升路径尤为必要 。根据以往研究 ，

农民集体行动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为农民集体行动成本高 。从农民集体行动阶段维度出

发 ，笔者将农民集体行动成本细分为动员阶段的动员成本 、运作阶段的直接资源成本和激励成本 、

维护阶段的监督成本 。当前农民集体行动各阶段成本高的原因之一在于 ，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体

现为乡村社会信任 、乡村社会规范与乡村社会网络的乡村社会资本日益流失 。具体而言 ，第一 ，农

民之间低信任度致使农民合作精神缺乏 ，从而导致农民可组织化程度低与动员成本高 ；第二 ，农民

之间低信任度与狭窄的乡村社会网络致使农民需求偏好表露困难 ，从而导致农民集体行动直接资

源成本高和激励成本高 ；第三 ，农民之间低信任度与传统乡村社会规范失效致使农民监督机制低

效 ，从而导致农民集体行动监督成本高 。由此 ，笔者认为提高农民集体行动效率途径在于提升农民

之间信任度 ，重构乡村社会规范 ，拓展乡村社会网络 ，积累乡村社会资本 。

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是一种典型的农民集体行动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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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效率低下的根源在于其成本过高 ，而积累乡村社会资本有利于降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

成本 。在理论分析基础之上 ，笔者结合安徽省桐城市 F 村村民自主修路的案例进行实证分析 ，研

究发现 ，F村乡村社会资本在村民低成本 、高效率修路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由此证实乡村社会资

本有利于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 。

一 、集体行动效率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与社会资本 ：理论分析框架

当前集体行动效率研究主要集中于效率缺乏原因与效率提升途径两方面 。首先 ，就集体行动

效率缺乏原因而言 ，其主因为集体行动困境 。具体而言 ，集体行动困境包括搭便车行为 、个体异质

性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等方面 。曼瑟尔 ·奥尔森认为 ，“典型的大型组织中个体成员的地

位与完全竞争中企业的地位 ，或国家里纳税人的地位相似 ：他个人努力不会对他的组织产生显著的

影响 ，而且不管他是否为组织出过力 ，他都能够享受其他人带来的好处”
［１］１３ １４

。曾军平则指出 ，“个

体异质性也使集体行动呈现出负面的集团规模效应”
［２］５８

。而张江华认为 ，“集体经济的失效也正

来自于在该制度框架下 ，个体对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将导致对集体公共利益的漠视”
［３］１

。其次 ，就集

体行动效率提升途径而言 ，当前学界持有不同主张 。有学者认为实现集体行动效率存在理论困境 。

如苏振华和常伟指出 ，集体行动效率实现存在偏好表露的不可能性困境和社会选择集结偏好的不

可能性困境［４］２６ ２７
。而钟祥财则认为集体行动效率能否实现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他指出 ，“在常态条

件下 ，集体行动一般是缺乏效率的 ；而在特殊压力下 ，集体行动可以是具有效率的”
［５］１０４

。但也有乐

观学者指出了提升集体行动效率的具体途径 。如胡小江认为 ，降低单个企业对集体行动的成本分

担能提高集体行动效率［６］６２
。

笔者认为 ，以往关于集体行动效率研究存在视角单一与忽视成本 —收益分析方法等局限 。集

体行动效率有其提升途径 ，但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是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一致性达成 ；二是集

体行动成员需求偏好的明确表达 ；三是降低集体行动的动员成本 、直接资源成本 、激励成本及监督

成本 。社会资本则为集体行动效率提升条件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 。具体而言 ，第一 ，社会资本的社

会网络特质与交易成本降低 。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指出 ：“社会资本是关于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 、

理解 、规则 、规范和期望 ，个人组成的网络群体能够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 。”
［７］２７由此 ，在

经济活动中 ，通过嵌入社会资本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弱化搭便车行为 ，提高经济绩效 。第二 ，社会资

本的信任特质与交易成本降低 。徐淑芳认为 ：“信任有益于经济活动 ，这是因为它能减少交易成本 ，

促进人与人之间 、组织之间 、人与组织之间的合作 。”
［８］２１２第三 ，社会资本的社会规范特质与激励机制

完善 。陆铭和李爽认为 ：“至少存在两条不同的路径使社会资本能够作用于经济增长 ：一是社会资本

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 ；二是社会资本表现为非正式制度的形式 ，通过影响参与人

的激励 、预期和行为来影响增长 。”
［９］１６２由此可见 ，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 、信任与社会规范等特质可以

弱化搭便车行为 、促进合作与完善激励机制 ，从而为集体行动效率提升条件的实现提供可能 。

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行为 ，其效率提升条件的实现在于发挥乡

村社会资本作用 。当前学界不乏与此相关的研究 。如吴淼指出 ：“在当下的中国农村 ，公共产品供

给效率的核心就在于国家 、社区公共权力和村民相互间合作的难易程度 。因此 ，构造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中的合作机制是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关键 ，而社会资本对于农村中的合作有极大的作用 ，

无疑将极大地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
［１０］４４笔者认为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的关

键在于增进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信任度 ，而乡村社会资本则有利于提升两者之间的信任度 。

在分析提升集体行动效率和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可行性基础上 ，运用“成本 —收益

分析”方法 ，笔者提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图 １） ，具体分析社会资本与集体行动效率提升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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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之间的作用规律和作用路径 。

图 1 　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作用路径

二 、社会资本与集体行动效率提升

（一）集体行动效率提升的途径

１ ．集体行动动力机制改进与集体行动效率提升

改进集体行动动力机制能够降低集体行动的动员成本 ，提升集体行动效率 。集体行动动力来

源于集团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 ：就集团内部的动力机制而言 ，一是集体行动组织者的强制动员 。

李怀和贺灵敏指出 ，强制动员包括硬强制动员和软强制动员两个方面［１１］１０１
。二是集体行动组织成

员的理性行动 。学界对此持不同看法 ，“亚当 ·斯密认为 ，个人的理性选择 ———达到个人未预期的

结果 ：集体的理性 ；曼瑟尔 ·奥尔森指出 ，个人的理性选择 ———达到个人未预期的结果 ：集体的非

理性 ；安东尼 ·吉登斯则认为主体有目的的行动 ———达到未预期的后果 ：该后果成为继续行动的

条件”
［１２］４８ ４９

。三是集体行动成员的自我利益诉求 。如李春锋指出 ，“后税改时代农民增强了自己

的主体意识 ，开始向政府亮出自己的身份 ，主动向政府争取自己的国民权益”
［１３］７

。刘涛认为 ，“利

益的无法表达会导致集体的行动”
［１４］６９

。

就集团外部的动力机制而言 ，一是集团外部的压力致使集体行动的发生 。于建嵘认为 ，“当‘集

团’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即还没有形成较明确组织形态时 ，社会群体中的部分成员为了改变某一社会

政策或社会现实所进行集体行动 ，其真正原动力不是来自‘集团’内部的‘奖罚分明’ ，而更主要的来

自‘集团’外部的压力”
［１５］３２

。二是集体行动动力机制良好运作依赖于乡村社会资本 。贺雪峰指出 ：

“在熟人社会中 ，人们的行为类似于多次博弈 ，行动者会预期总收益的大小 。在传统的中国乡村社

会 ，同一村庄的村民不会为获得一次性收益 ，而破坏今后收益的可能性 。”
［１６］１１８由此 ，基于乡村社会

资本视角 ，集体行动成员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 ，个人行动倾向与集体行动保持一致 。

由此可见 ，集体行动的内部动力来源于集团组织者的强制动员 、集体行动组织成员的理性 、组

织成员自我利益诉求 ；集体行动的外部动力源自集体行动组织的外部压力与乡村社会资本 。因而 ，

提升集体行动组织者的强制动员能力 ，完善集体行动组织成员的利益诉求机制 ，积累集体行动组织

的社会资本 ，可以激发集体行动组织成员一致行动 ，从而提升集体行动效率 。

２ ．集体行动激励机制完善与集体行动效率提升

集体行动激励包括对集体行动组织者和集体行动成员的激励两个方面 。完善集体行动激励机

制可以提升集体行动组织者及其成员集体行动的积极性和一致性 ，从而提升集体行动效率 。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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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第一 ，对集体行动组织者的激励 。朱林可指出 ，“对带头人的激励机制 、参与人之间的榜样示

范机制 、对强搭便车者的惩罚机制 ，这三者构成了集体行动成功的充分条件”
［１７］

。第二 ，对集体行

动成员的激励 ，包括利益激励 、行为激励和理念激励 。 一是对集体行动成员的利益激励 。曼瑟

尔 ·奥尔森认为 ，由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存在着矛盾 ，组织必须提供一种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

励才能使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共同利益的行动［１］４０ ４２
。二是对集体行动成员的行为激励 。集

体行动成员拥有自主退出权和监督权尤为关键 ，退出权和监督权的散失会导致集体行动效率低下 。

三是对集体行动成员的理念激励 。陆自荣指出 ，以涂尔干为代表的集体观念论认为 ，解释集体行动

必须强调社会（集体）的观念本质［１８］６１
。

（二）社会资本与集体行动效率提升

提升集体行动效率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 ，超越集体行动困境 ；第二 ，降低集体行动成

本 。社会资本在以上两个问题的解决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其一 ，就社会资本与超越集体行动困境

而言 ，社会资本通过超越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而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 。其二 ，就降低集体行动

成本而言 ，集体行动成本可细分为动员成本 、直接资源成本 、激励成本和监督成本四个部分 。社会

资本在降低集体行动成本中发挥着桥梁作用 ，是提升集体行动效率的关键变量 。

１ ．社会资本与超越集体行动困境

曼瑟尔 ·奥尔森认为 ，个人在参与集体行动前的个人理性具体包括个人获益度 、效益独占的可

能性以及组织成本三个方面［１］２ ３
。同时他认为 ，个人理性不是实现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１］２

。 那

么 ，如何将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结合起来呢 ？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从社会资本维度探讨了超越集

体行动困境的可能性途径 。她认为 ，“当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居住了相当长时间 ，有了共同的行为

准则和互惠的处理模式 ，他们就拥有了解决公共池塘资源使用中的困境而建立制度安排的社会资

本”
［１９］２７５

。在探索超越集体行动困境可行性路径的基础上 ，埃莉诺 · 奥斯特罗姆进一步提出提升

集体行动效率的议题 ，她指出 ，如何通过社会资本实现低成本的合作效能是集体行动的关键所

在［２０］１６ １７
。由此可见 ，积累社会资本成为超越集体行动困境与提升集体行动效率的可行路径 。

２ ．社会资本与降低集体行动成本

第一 ，社会资本 、集体行动组织构建与降低集体行动动员成本 。降低集体行动动员成本的关键

在于构建集体行动组织 ，降低集体行动交易费用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 ，集体行动存在交易费用 ，而

构建集体行动组织能降低交易费用 。如秦晖指出 ，“如何降低交易费用 ？只要有经常性的交易要求 ，

人们自然会演变出某种组织来整合交易 、降低费用”
［２１］

。而构建集体行动组织的关键在于显示集体行

动成员偏好 、构建集体行动信任机制以及赋予集体行动成员自愿加入权和自由退出权 。社会资本在

降低集体行动组织构建成本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一 ，长期形成的社会资本网络体系更易于集体行

动组织者了解集体行动成员偏好 ；其二 ，社会资本的信任特质能够促进集体行动组织信任机制构建 ；

其三 ，社会资本的互惠规范特质能促进集体行动成员自愿加入权与自由退出权的制度化建设 。

第二 ，社会资本与降低集体行动直接资源成本 。集体行动直接资源成本主要是指集体行动组

织运作成本 ，包括达成集体行动目标成本 、集体行动成员参与成本及组织者与组织成员之间的协调

成本三个方面 。其一 ，一定的社会资本可以形成集体行动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以及集体行动成员

参与集体行动的关系网络 ，在此基础上集体行动成员易于达成一致目标 ，从而降低达成集体行动

目标成本 。其二 ，集体行动成员参与成本主要是集体行动组织成员集体行动中因投机而产生的交

易成本 。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结构特质能降低此种成本 。正如刘春荣指出 ，“社会资本在一般意义

上被界定为一种嵌入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行动资源 ，这种资源可以增进集体行动的能力 ，

减少人际互动过程中因投机而产生的交易成本”
［２２］６０

。其三 ，降低协调成本 。高春芽指出 ，“社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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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过传递集团成员具有合作意向的信息 ，约束狭隘的利己行为 、简化签署协议过程 、节约社会成

本”
［２３］９６

。由此可见 ，社会资本可以降低组织者与组织成员之间的协调成本 。

第三 ，社会资本与降低集体行动激励成本 。随着集体行动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 ，激励成本也不

断上升 ，导致集体行动效率不断下降 。社会资本在降低集体行动激励成本中有着重要作用 。其一 ，

社会资本通过其网络规模扩张传递激励信息 ，从而降低激励成本 。其二 ，社会资本的信任特质促使

集体行动成员易于了解集体行动组织者的激励动机 ，从而降低激励成本 。其三 ，社会资本的规范特

质约束集体行动组织者的激励行为 ，从而降低激励成本 。

第四 ，社会资本与降低集体行动监督成本 。集体行动监督成本主要是指集体行动组织成员监

督集体行动组织者分配集体行动资源而产生的成本 。社会资本的信任 、规范和网络结构特质在降

低集体行动监督成本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一 ，社会资本长期形成的信任关系促使集体行动组织

者与成员之间彼此相互信任 ，从而降低了他们之间的信任机制构建成本 。其二 ，社会资本规范约束

着集体行动组织者行为 ，降低了由集体行动成员专门设立机构约束集体行动组织者而产生的约束

成本 。其三 ，集体行动组织者和成员之间因长期形成的网络结构而使彼此之间信息传递迅速 ，信息

传递成本大为降低 。

三 、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提升

当前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低下 ，而提升其效率的关键在于降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

自主供给成本 。根据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的阶段划分 ，笔者将其成本细分为公共服务供给

动员阶段的动员成本 、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直接资源成本和激励成本 、公共服务供给后的监督成

本 。乡村社会资本则是降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成本的关键变量 。

第一 ，乡村社会资本 、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动员成本降低与农民自主供给公共服务效率

提升 。动员成本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农民自治组织的构建成本 ；二是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

动员阶段的组织成本 。就农民自治组织的构建成本而言 ，降低农民自治组织构建成本需要提升农

民合作意识和超越农民集体行动困境 。乡村社会资本由于其独特的信任 、乡村规范和乡村社会网

络等特质 ，可以增进农民之间的信任度 ，促使农民摆脱短期的个人理性行为 ，增强合作意识 ，积极参

与农民自治组织构建 。就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的组织成本而言 ，乡村社会资本在降低农民

集体行动阻力 、激发农民参与集体行动 、降低集体行动组织成本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 。首先 ，在农

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决策阶段 ，农民之间的乡村社会信任使信息公开机制和农民参与机制高

效运作 ，降低决策成本 。其次 ，遵循共同乡村社会规范的单个农民自觉参与到农民自主供给公共服

务过程中 ，参与成本因此而降低 。最后 ，乡村社会网络促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信息快速传递 ，农

民更易了解公共服务供给决策现状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准备现状 ，从而降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

主供给的协调成本 。

第二 ，乡村社会资本 、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直接资源成本降低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

给效率提升 。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直接资源成本包括人力和资金两个方面 。就人力成本而

言 ，降低人力成本的关键在于调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和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现状 ，从而促使农民积

极参与农村公共服务自主供给 ，进而实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均衡 。乡村社会资本在此发挥着重要作

用 。首先 ，在降低调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现状成本方面 ，乡村社会资本网络结构特征易于将农村公共

服务供给现状传递给公共服务需求者 ，从而降低了此方面成本 。其次 ，在降低调查农村公共服务需求

现状成本方面 ，显示个人偏好不仅需要花费一定的金钱 ，而且还要耗费时间和精力 。公共服务供给者

通过乡村社会信任和乡村社会网络更易了解公共服务需求者需求偏好 ，从而降低公共服务需求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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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成本 。就资金而言 ，乡村社会资本在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资金筹集和运用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首先 ，在资金筹集成本方面 ，由于农民处于一定的乡村社会网络中 ，农民更易理解农村公共服

务供给现状 ，农民易于自愿出资 。其次 ，在资金运作成本方面 ，乡村社会资本的信任特质促使农民更

易信任农村公共服务组织者的资金运作行为 ，从而降低由于监督资金运作而产生的成本 。

第三 ，乡村社会资本 、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激励成本降低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

率提升 。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激励成本主要来自于了解农民公共服务真实需求和强化农民参

与意识两个方面 ，而乡村社会资本在降低以上两种成本中充当着重要角色 。首先 ，乡村社会资本的乡

村社会网络特质能够降低了解农民公共服务真实需求的成本 。其次 ，乡村社会信任 、乡村社会规范和

乡村社会网络能降低强化农民参与意识的成本 。乡村社会信任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参与者易于理解

和接受组织者的供给动机和供给行为 ；乡村社会规范约束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组织者的供给行为 ，由此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组织者以权谋私的可能性变小 ，农村公共服务参与者易于响应号召 ，一致行动 ；乡

村社会网络易于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组织者将供给信息传递给参与者 ，强化农民参与意识 。

第四 ，乡村社会资本 、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监督成本降低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

效率提升 。在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后期阶段存在两个后续问题 ：一是如何实现农村公共服

务分配公平和分配正义 ；二是如何克服农村公共服务使用过程中的“公地悲剧”问题 。解决第一个

问题的关键在于监督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组织者 ，确保其能合理分配农村公共服务 ；解决第

二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监督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参与者 ，确保其能超越短期行为 ，发挥农村公

共服务长期效用 。因而 ，在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后期阶段产生了监督成本 ，而乡村社会资本

的乡村社会信任和乡村社会规范则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 。具体而言 ，长期博弈形成的乡村社会信

任使农村公共服务自主供给者与需求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大为降低 ，从而使监督成本也大大

降低 。而乡村社会规范已成为农村公共服务自主供给组织者的约束机制 ，约束着农村公共服务供

给组织者合理分配农村公共服务 ，同时促使农村公共服务需求者将其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

来 ，从而摆脱农村公共服务使用的“公地悲剧”困境 。

四 、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 ：一个案例

本文缘于 ２０１０年底笔者对安徽省桐城市 F村村民自主修路的观察和思考 。笔者系统调查了

安徽省桐城市 F村村民自主修路缘起 、修路决策达成 、道路修建 、道路修建后的监管和维护过程 。

通过调查研究 ，笔者发现整个修路过程由 F 村村民自主发起 、自主出资 、自主修建及自主维护 ，地

方政府并未参与其中 。 F村村民自主修路得以顺利进行 ，其关键在于乡村社会资本在 F村村民自
主修路过程中发挥着粘合剂作用 。具体而言 ，乡村社会资本在降低 F村村民自主修路成本与提升
自主修路效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一）安徽省桐城市 F村村民自主修路缘起

安徽省桐城市 F村位于桐城市西南部 ，与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交界 ，F 村偏离桐城市区 ，距离

大约为 ４０公里 ，而它距离安庆市区也约为 ４０公里 ，F 村独特的地理位置导致它在桐城市“农村公

路村村通”工程建设中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据笔者调查 ，在目前桐城市“农村公路村村通”工程建设

过程中 ，地方政府比较重视乡村与乡镇之间的公路建设 ，而忽视乡村与乡村之间的公路修建 ，F 村
村民自主修建的公路不仅连接 F村与其所在乡镇主干道 ，同时也是与 F村相邻的其他三个自然村
庄通往乡镇的必经之路 。这条公路长约为 ２公里左右 ，但道路狭窄 ，一旦下雨则泥泞不堪 ，汽车无

法进村 ，而当地政府不愿出资修建 ，因此 ，F村村民不得不于 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自主修建此路 。修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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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总费用为 １５ ．８万元 ，从修路发起到修路完工历时 ２个月整 ，修路效率之高可见一斑 。

（二） F村乡村社会资本 、农民自主修路成本与农民自主修路效率

１ ．F村乡村社会资本分析
F村居民由汪姓 、江姓与潘姓三个姓氏组成 ，其中汪姓村民约占村民总数的 ９０％ 。汪姓村民

居于此地大约 １５０年左右 ，形成了独有的乡村社会信任 、乡村社会规范和乡村社会网络 。

第一 ，就乡村社会信任而言 ，村民以诚信为本 ，正直为念 。如村民有谚语流传如下 ：“汪而不弯 ，

诚直为本” 。 F村乡村社会信任建立于汪氏宗族文化基础之上 ，乡村社会信任源于以诚实正直为核

心内涵的乡村社会文化 。

第二 ，就乡村社会规范而言 ，其主要源自于汪氏宗族的信条 ，其中忠恕仁义为其思想核心 ，可见

于汪氏宗族辈分排序之中 。如汪氏宗族的辈分划分如下 ：“金之国应士 ，诗书礼尚贤 ；忠恕存孔道 ，

仁义本孟言 。山河名万古 ，德泽永千年 ；科教兴邦社 ，文明显家风 。”长期以来 ，忠恕仁义的乡村社会

规范已外化为 F村村民的日常行为准则 。

第三 ，就乡村社会网络而言 ，F村村民关系网络建立在地缘 、亲缘和血缘基础之上 ，根据村民居

住地理位置 ，F村划分为“前头” 、“后头”与“南头”三个组成部分 。 F村村民关系网络和亲疏程度又
由其所处具体位置而定 。同时 ，F村社会精英离乡创业拓展了乡村社会网络 。

近年来 F村乡村社会资本有所积累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乡村社会精英积极组织

乡村社会活动 ，积累了乡村社会资本 ；第二 ，重修汪氏家谱 ，扩大乡村网络范围 ，积累了乡村社会资

本 ，如 １９９８年重修了汪氏家谱 ，此为汪氏家族第五次修谱 ；第三 ，乡村红白喜事增进了乡村社会凝

聚力 ，从而积累了乡村社会资本 。

２ ．F村乡村社会资本 、农民自主修路成本降低与农民自主修路效率

笔者将 F村村民自主修路整个过程划分为发起 、修建和维护三个阶段 。村民自主修路成本具

体可细分为动员成本 、道路修建直接资源成本 、激励成本和监督成本四个组成部分 ，F 村村民自主
修路效率提升关键在于降低自主修路四个方面的成本 。在笔者看来 ，F 村村民能高效自主修路的
重要原因之一是 ：F村乡村社会资本在降低农民自主修路成本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

第一 ，乡村社会资本 、F村修路发起与 F村村民自主修路动员成本 。 F村自主修路由已不在 F
村居住的汪姓乡村社会精英 H 提议 ，缘于 H 每年返乡扫墓遇到道路狭窄泥泞 ，汽车无法进村的难

题 ，但当地镇政府和村委不愿出资 ，由此 H 提议自主出资修路 。起初无人响应 ，随后 H 跟 F 村的
一位农民企业家 Z商讨 ，决定由其二人共同出资 ，F村村民出人力自主修路 ，其中前期出资额为 ６

万元 ，村中居民每户出人力一人 ，共 ２５人 。修路具体事宜由 Z 进行组织 。 F 村修路发起可以具体
划分为组织和决策两个阶段 。自主修路动员成本包括组织成本与决策成本两个方面 ，以下具体讨

论乡村社会资本在降低自主修路动员成本中的作用 。

其一 ，F村村民会议中的闹会场现象 、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民自主修路组织成本 。会议由 F村村
长 Y通知 ，起初村民出席率不是很高 ，听说由 H 和 Z发起后 ，村民积极参加 ，主要原因在于村民认

为应当给他们“面子” 。有村民认为如果不参加会议 ，他们以后可能会受到其他村民排挤 。由此可

见 ，乡村社会资本在组织村民积极参会 、降低修路组织成本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

但 F村村民 A 为潘姓 ，A 闹会场原因在于没有接到会议通知 。 A 认为 F村村民没有把他当做
该村村民 ，他有权利参与自主修路会议 。由此可见 ，A 在 F村的自我认同感不高 ，A 深知外姓村民
遵守乡村社会规范 、融入乡村社会网络与积极支持乡村社会事务的重要性 。笔者认为 ，A 的行为反
而促进了修路动员顺利进行 ，从而也反映了乡村社会资本在降低农民沟通成本中的积极作用 。

F村所修之路 ，其他三个村庄村民也由此路通过 。为此 ，该村有村民提议 ，其他三个自然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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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出资和出力 。而实际情况是其他三个自然村村民对此不加理会 ，他们认为此路不在他们村内 。

对此 ，村长 Y认为由乡村社会精英 H和 Z 出资 ，F村出人力即可 ，村民遂不再争议 。据调查 ，F 村
村民不再争吵出于对未来乡村社会资源共享期望及拓展同邻村网络关系的考虑 。由此可见 ，乡村

社会资本在自主修路协调成本降低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有利于提升农民自主修路组织效率 。

其二 ，F村乡村社会精英提议自主修路 、乡村社会资本与自主修路决策成本 。自主修路决策成

本是指在制定修路决策过程中所消耗的人力 、物力 、财力的总和 。 F村乡村社会资本在降低修路决
策成本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具体而言 ，乡村社会资本有利于修路决策主体精干化 、决策程序合理

化 、决策方法科学化 。 H和 Z皆是乡村社会精英 ，他们在村中威望颇高 ，村民对他们信任度高 ，决

策事宜委托他们完成 ，由此 ，修路决策主体实现精干化 。修路决策的目标确定 、修路方案的拟订 、修

路最佳方案的选择等决策程序合理 ，修路决策程序合理化得益于乡村社会信任 。在修路决策制定

过程中采取了典型调查法 ，而拓展的乡村社会网络更易于调查村民的真实意见 ，调查成本低 ，从而

实现了低成本科学化决策 。 F村修路决策制定共费时 ２天 ，由此可见 ，乡村社会资本在提升 F村修
路决策效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第二 ，乡村社会资本 、F村村民自主修路过程中的直接资源成本和激励成本 。

其一 ，就修路直接资源成本而言 ，自主修路直接资源成本包括人力和资金两个方面 。

首先 ，就人力方面而言 ，起初村长 Y 指派在道路周围有水田的农户出人力 ，而不是整个村庄每

户出人 ，共 １５人 。 F村已有一小半农户搬到街道上居住 ，他们已经不再种田 。 Y 认为 ，他们可以不

出人力 。后来街道上居民主动出人力参与修路 ，共 １０ 人 。据调查 ，他们认为自己还是 F 村村民 ，

理应积极参与 F村公共事务 。具体原因有二 ：其一 ，大家都是一个自然村的 ，不参加的话“面子”上

过不去 ；其二 ，不参与修路可能跟 F村村民关系会日渐疏远 ，自己的根还在村里 ，要避免日后家里

办红白喜事村里人不参与 。由此可见 ，乡村社会资本在人力成本分摊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街道上的

村民自愿出力提升了自主修路效率 。

其次 ，就自主修路的资金而言 ，资金来源分为两部分 ：一是乡村精英 H ，出资 １０万元 ；二是乡

村精英 Z ，出资 ５ ．８万元 。据调查 ，他们出资目的有三 ：一是过年回家祭祖方便 ；二是感谢村民在他

家老人去世中给予的帮助 ；三是走再远 ，都是村中人 ，都是一家人 ，应该为家乡做点贡献 。由此可

见 ，H和 Z出资目的可以总结为维系乡村社会资本 ，因而乡村社会资本降低了自主修路资金筹措

成本 。其中在出资中还出现了小插曲 ：在四川办厂的江姓村民 N 过年回家听说自主修路 ，准备出

钱 ，其父不主张儿子出钱 ，原因是修路资金已经解决 。据调查 ，N 准备出资动机在于他是外姓 ，应当

积极融入到村中 ，自己再有钱 ，老来也要落叶归根 ，因而要跟 F 村村民搞好关系 。由此可见 ，乡村

社会资本已经深入到 F村村民心中 。

其二 ，F村村民自主修路的激励成本包括激励 F村村民出资和出力两个方面 ，其中乡村社会资

本发挥着重要作用 。上文已经论述出资动力 ，下文探讨自主修路激励因素 。 F 村村民住居分为街
道和原村庄两个部分 ，姓氏分为汪姓 、江姓与潘姓 。他们都积极出力 ，原因在于他们都认为融入到

整体乡村生活中非常重要 。在笔者看来 ，他们对于乡村规范 、乡村信任和乡村网络关系的坚守及对

各自未来在村中生活方便的期许 ，是他们积极出力的动力所在和激励因素 。由此可见 ，F村村民积
极参与自主修路无需物质激励 ，无需村长督促 ，自觉参与 ，是为了维系和积累乡村社会资本 。因而 ，

乡村社会资本在自主修路的激励成本降低上发挥着积极作用 。

第三 ，乡村社会资本与道路修成后的监督成本 。监督成本包括监督村民而形成的道路维护成

本与监督修路组织者形成的监管成本两个方面 。乡村社会资本主导下的自主修路维护成本和监管

成本比较低 。在道路修成后 ，F村村民中没有出现将沙石搬回家为己所用的行为 ，道路修成后的维

护成本低 。据调查 ，主要原因在于乡村社会规范 。 F村村民自主遵守诚信为本的乡村规范 ，他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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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融入到乡村社会网络中尤为重要 。 F村自主修路没有设立专门机构监管乡村社会精英 Z的
资金使用行为 ，节省了监管成本 。据调查 ，自主修路不设立监管机构 ，原因在于 F村村民拥有纯朴
的乡村社会信任 。因而乡村社会资本降低了自主修路监督成本 ，提升了自主修路效率 。

纵观安徽省桐城市 F村村民自主修路整个过程 ，F村村民自主修路效率高 ，主要原因在于村民

自主修路三个阶段的成本低 ，根源在于乡村社会资本在降低农民自主修路的动员成本 、直接资源成

本 、激励成本与监督成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乡村社会资本在降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与提升农民集体行动效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就农村

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而言 ，乡村社会资本在降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三个阶段成本

及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具体而言 ，乡村社会资本在农村公

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的动员阶段 、供给阶段和监管阶段分别降低了动员成本 、直接资源成本 、激励

成本和监督成本 ，提升了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 。安徽省桐城市 F 村村民低成本 、高效

率自主修路为此提供了直接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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