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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品供给满意度对村民选举
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退出—呼吁”理论的新视角

卫龙宝 朱西湖 徐广彤
(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 1 005 8)

[摘 要]公共品供给不仅与村民收入及农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也与农村基层治理水平有着密切关

系.对中国“十县百村”1 981 位村民的调查分析表明:(1)村民会出于对村级公共品的需求而参与选举,

反之,退出的概率就会显著增加;(2)不同村民对村集体提供的公共品存在不同的潜在需求,因此也会采

取不同的选举行为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3)个人收入来源、受教育水平、村庄规模对村民参与选举的

行为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组别之间的影响有所不同.

[关键词]村民选举;公共品供给;参与行为;多元 logit 模型

The Impact of Villagers'Satisfaction with Public Goods Provision on Their Behavior
in Grass-root Election:A New Perspective from Exit-Voice Theory

Wei Longbao Zhu Xihu Xu Guangtong
(School of Management,Zhej 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 1 005 8,China)

Abstract: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in rural areas,which is a typical collective action of
villagers,not only impacts farm households' income bu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ural
governance structure.Maintaining and encouraging villagers'participation in village elec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are very important to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o the healthy growth of the
village autonomy system as well.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lection system of villagers'
committee in China,a number of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with regar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election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and some of them have examined the
determinants of villagers'participation in this system.However,most existing studies have fail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electoral behaviors of villagers during the complex election
process;neither have they made compelling arguments for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villagers'
diverse motivations for voting behaviors.Besides,still fewer studies conducted large-scale field
surveys to collect first-hand data.Most of the current researches are only involved in theoretical
analyses and/or case studies,leading to lack of reliable evidence for their arguments.

Unlike the previous researches,this paper fills the gap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by applying
Hiresman's Exit-Voice Theory to the obj ectiv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voting behaviors of
villagers and their preferences for public goods with the first-hand data collected from 1 98 1
samples of rural households in 1 0 provinces across China.In addition,it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s of villagers'preferences for and satisfaction with various public goods on their voting
behavior,further identifying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voters'participation in election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1)villagers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village elections if
they have demands for public goods,otherwise the probability of ″exiting″ from the election
increases significantly;(2)different villagers have different potential demands for public goods,

and will exhibit corresponding voting behaviors to express their interest demands;(3)sources of
personal incom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village size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elections,although these impacts vary among different group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by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villagers'
satisfaction with public goods supply on their opinions and behaviors as exhibited in their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 governance.The first-hand data was collected between July,2010 and
July,201 1 in 1 00 villages covering 10 provinces,namely,Heilongj iang,Shandong,Anhui,

Shaanxi,Sichuan, Inner Mongolia, Hainan,Jiangxi, Zhej iang, and Guizhou.The second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is the Exit-Voice-Theory-base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voting behavior
by dividing the voters into groups with different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thus effectively
reducing the risk of estimation bias.
Key words:villager committee election;public goods provision;participation action;multinomial

logit model

一、引 言

近三十年来,中国农村地区实行村民选举制度,这一农村政治制度的改革给广大农村地区带来

了深刻变化.农村选举赋予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和选举自己领导的权力,大大提升了村民的政治热

情和选举参与程度[1],其原因在于选举产生的村干部更愿意保护村民的权利,更愿意致力于村庄公

共品的融资和筹资[2],从而更好地满足村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减少农村贫困和缓解社会矛盾[3-4].
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些文献考察了村民参与选举的决定因素.Shi 较早对中国农村选举进

行了实证分析,其研究表明村庄的经济发展程度对农村选举有重要影响[5].Oi 和 Rozelle 基于省

级调查数据发现,产业结构与村级经济开放度会影响村民选举的参与率[6].此外,其他如选举规

则、村集体企业发达程度、村级收入、村庄区位特征等外在因素[7 9],以及年龄、宗族、收入水平和来

源、教育程度等内在因素[10 1 3],都与村民选举的参与率有关.这些研究为理解村民参与选举的原

因提供了思路,但未能从错综复杂的村庄选举过程中区分村民不同的参与行为,也未能有力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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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村民参与选举的动力机制.目前多数研究以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为主,缺乏对大样本数据的

调查,使论证缺乏可靠的支撑.
基于此,本文尝试从村民微观需求偏好以及村级集体行动角度出发,实证检验选民的不同公共

品需求偏好和供给满意度如何影响其选举投票的参与行为,从而进一步厘清村民选择不同的选举

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在理论和方法上,本文利用全国“十县百村”的一手调查数据,在“退出—呼

吁”的理论模型基础上,以村民公共品供给满意度为视角来解释农村居民参与村庄治理的心态和行

为选择,从而更为深入地理解在村民与村委会的互动关系下,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社会

影响以及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

二、假说提出、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一)假说提出

Hirschman 的“退出—呼吁”理论认为:任何企业或组织的组织绩效具有趋于衰退的倾向,当消

费者或成员面对组织绩效衰减时,他们会有两种选择,即退出(exit)或呼吁(voice).这一“退
出—呼吁”模型为民主制度下成员的政治行为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郑永年等用这一理论

模型研究了精英、中产阶级对公共决策的参与行为[14].本文借鉴郑永年的假设来分析中国村民选

举参与行为.我们将基层村组织看作是一个获得村民合法权威的组织,村民在选举参与上有自

主决策权.由于村民投票对村领导的甄选有直接影响,因此,如果对村集体提供的公共品不满

意并希望通过选举争取所需公共品时,村民就会积极参与选举活动,即村民通过诸如拉票甚至上

访等呼吁方式来选择或淘汰候选人,从而要求提供所需公共品;反之,将采取不合作方式,即拒绝参

与选举.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课题组于 20 1 0 年 7 月至 20 1 1 年

6 月对中国“十县百村”新农村建设情况的调查.课题组依据分层随机抽样原则,选取了全国东、
中、西部 1 0 个省,每个省抽取一个区或县(陕西长安、山东寿光、内蒙古武川、四川沿滩、安徽淮

南、海南琼海、黑龙江齐齐哈尔、浙江吴兴、江西瑞昌、贵州湄潭),在该区或县内随机抽取 1 0 个

村,对每个村进行了 20 户左右的农户问卷调研和 1 份由村干部完成的村级问卷调研,共发放农户

问卷2 00 1份,得到有效问卷 1 9 8 1 份;发放村级问卷 1 00 份,得到有效问卷 9 9 份,问卷有效率

为 9 9％.

(三)变量设定

为了检验上述假说,需要度量村民对不同公共品的满意度以及他们的选举参与行为.在数据

搜集过程中,从每个村抽取 20 户农户询问选举参与情况以及对村级不同公共品的满意度.在村级

数据估计过程中,以这 20 户农户的情况来代表整个村的选举和公共品满意度情况.

1.村民选举参与行为

从表 1 样本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村民是否参与选举和是否参与拉票的基本情况.大

部分村民参与了选举活动,其比例达到 7 5.5 1％;参与拉票的人数则相对较少,总共 343 人,占总人

数的 1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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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村居民参与选举和拉票交叉分析

选举
        拉票         

否  是 
合计 

否 3 70 6 7 43 7

是 1 1 2 6 2 7 6 1 402

合计 1 49 6 343 1 83 9

根据“退出—呼吁”模型把个体行动分为三种情况,即退出、忠诚、呼吁.为了概念化上述假设

行为以及便于操作,对是否参与选举和是否参与拉票的行为分别组合,则可能出现四种选举行为

(见表 2).首先,假设不选举、不拉票.根据“退出—呼吁”模型,当消费需求极高但其所购买的消

费品无法满足预期标准时,消费者选择退出,即不购买.这类村民多数对选举的政治过程感到失望

或不满,最终选择退出.第二,假设参与选举、不参与拉票.此类村民认为选举是民主制度赋予农

民表达公共利益诉求的权利,其本身的意愿在于通过选举改善未来的福利状况,体现对现有选举制

度的忠诚.第三,假设参与选举、参与拉票.这种行为表明村民有相对强烈的政治诉求或公共品偏

好,因而采用相对激烈的形式来表达他们对当前村级公共品决策的不满.第四,假设不参与选举、
参与拉票.这类村民相对较少,从他们对“为什么参加拉票”的回答中可以发现,他们多数并不真正

关心谁当选村领导,只是因为报酬才参与拉票.此外,还有 7 位村民自身就是候选人,他们参与拉

票,但弃权不选举;还有 5 位村民由于非农业户口不能参与当地农村选举,但帮助亲友参与拉票活

动.因此,第四种类型的选举行为暂时不纳入分析范畴,需要通过其他分析方法进一步判断.事实

上,这类村民在样本中并不多见,对总体分析结果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因此,本文以村民的选举参

与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其行为选择指标有三种观察值,即退出、呼吁、忠诚.

表 2 “退出—呼吁”模型的四种可能行为

选举
          拉票           

否 是

否 退出 — 

是 忠诚 呼吁 

表 3 给出了不同行为组样本的特征情况.从年龄看,18－40 岁的村民在退出组所占比例较

高,而 41 岁及以上年龄的村民在退出组所占比例较低.从文化程度看,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村

民在退出组所占比例也高于其他两组,其中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在退出组所占比例为 7.03％,呼
吁组 5.80％,忠诚组 3.1 1％.从家庭年均纯收入看,收入 1 0 000 元及以上的村民在退出组中所占

比例同样高于其他两组.从家庭规模来看,不同组别的比例也存在明显差别.这都表明了不同行

为组别的样本村民存在明显的特征差别.但从收入来源看,非农收入已成为主要收入来源,所有组

别的非农比例都超过 50％,具体来源主要是经商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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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退出—忠诚—呼吁”不同行为组的样本特征描述

统计指标 项目
退出组(370)

农户数(户) 比例(％)

忠诚组(1 12 6)

农户数(户) 比例(％)

呼吁组(276)

农户数(户) 比例(％)

性别
男 240 64.86 83 7 74.33 1 94 70.29

女 1 30 3 5.14 289 2 5.67 82 2 9.71

1 8－25 岁 24 6.49 5 5 4.88 1 5 5.43

2 6－40 岁 1 1 0 2 9.73 2 6 9 23.89 80 28.99

年龄 41－50 岁 1 04 28.1 1 323 28.69 72 2 6.09

5 1－60 岁 7 3 1 9.73 272 24.1 6 6 6 23.9 1

60 岁以上 5 9 1 5.95 207 1 8.38 43 1 5.58

不识字或初识 2 1 5.68 109 9.68 24 8.70

小学 87 23.5 1 280 24.87 46 1 6.67

文化程度 初中 1 60 43.24 49 5 43.96 1 3 6 49.28

高中或中专 7 6 20.54 207 1 8.38 54 1 9.57

大专及以上 2 6 7.03 3 5 3.1 1 1 6 5.80

1－2 人 3 1 8.38 104 9.24 2 1 7.6 1

家庭规模
3－4 人 1 7 7 47.84 503 44.67 1 2 6 45.65

5－6 人 1 34 3 6.22 408 3 6.23 103 3 7.32

7 人及以上 28 7.57 1 1 1 9.86 2 6 9.42

2 000 元以下 2 6 7.03 6 9 6.1 3 5 6 20.29

2 00 1－4 000 元 1 9 5.14 50 4.44 3 9 1 4.1 3
家庭人均

年纯收入
4 00 1－6 250 元 1 8 4.86 9 7 8.6 1 38 1 3.77

6 2 5 1－10 000 元 5 7 1 5.41 1 9 6 1 7.41 47 1 7.03

10 000 元以上 2 50 6 7.57 7 1 2 6 3.23 9 6 34.78

主要收入

来源

农业  15 9 42.97 384 34.10 1 2 9 46.74

非农业  21 1 5 7.03 742 6 5.90 147 5 3.26

社会资本
党员  68 1 8.38 20 1 1 7.85 5 1 1 8.48

村干部  52 14.05 1 68 1 4.92 5 5 1 9.93

  注:收入来源中的农业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问卷中的观光休闲农业归为非农业收入.

2.相关变量

表 4 给出了农户个体、家庭和所在村庄的特征以及农户对公共品供给满意度情况.农户对公

共品供给的满意度作为影响选举行为的关键因素也被纳入分析.这里根据不同属性,将农村近 20
种公共品归为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和社会保障三大类.总体来看,村民对各种公共品的满意度还是

比较均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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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主要变量定义及其描述性统计分析

项目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男性＝1,女性＝0 0.72 0.45

年龄 实际年龄 47.63 6 1 3.063

个体特征 受教育水平
不识字或初识＝1,小学＝2,初中＝3,高中

或中专＝4,大专及以上＝5
2.85 9 0.97 1

收入来源
1＝种植业,2＝养殖业,3＝观光休闲农业,

4＝加工流通业,5＝外出打工,6＝其他
3.075 2.1 3 1

村级投资是否咨询村民 1＝是,0＝否 1.362 0.482

村庄特征 相隔最远两个村民小组距离 实际距离(公里) 2.825 2.23 1

是否为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1＝是,0＝否 0.685 0.46 5

家庭特征
外出人口比重 县外打工人数/家庭人口数 0.1 7 9 0.228

家庭人口规模 家庭人口数 4.52 1.79

农业生产补贴 3.038 1.41 6

农业生产

满意度

农业生产设施建设 3.01 7 1.249

非农培训

很满意＝5,比较满意＝4,一般＝3,不太满

意＝2,不满意＝1 2.960 1.35 9

农业技术指导 2.97 9 1.334

农村生活

满意度

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
很满意＝5,比较满意＝4,一般＝3,不太满

意＝2,不满意＝1

2.9 1 7 1.3 1 7

文化娱乐设施建设 2.958 1.1 62

社会保障

满意度

养老保障
很满意＝5,比较满意＝4,一般＝3,不太满

意＝2,不满意＝1

2.975 1.402

医疗保险 3.105 1.35 7

(四)计量模型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即村民在选举中的行为方式为多类别变量.解释变量,即村民对农村公

共品供给的满意度,采用打分赋值的方法,每个变量分为五个等分.因此,本文采用多元 logit 模型

来估计公共品供给满意度如何影响农户做出第 J 种参与选举行为的概率:

P(Y j＝j)＝ eβj X i

1＋∑
J

s＝0
eβj X i
,i＝1,...,N;j＝1,2,...,J (1)

其中 N 为样本数量,J 是村民参与行为的类型,X i 是影响村民参与行为选择的外生变量.
在估计这个模型之前,需要确定一组村民作为参照组(j＝0),其系数标准化为 0.本研究选择

忠诚组的村民作为参照组(即β0＝0),则可以得到其他组相对应的估计.

P(Y j＝j)＝ e zj X i
1＋∑z

j＝1 e zj X i
,j＝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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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式(2)中,1,2 分别表示退出组和呼吁组.

三、模型运行结果

(一)估计结果与讨论

表 5 利用课题组的农村和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多元 logit 回归,并给出了报告.表 5 的回归结

果表明,村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会对选举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相对而言,对养老保障、农业

生产设施和农业生产补贴的满意度越高,村民选择退出的概率就越低.也就是说,当村民对农业生

产设施和农业补贴的满意度较高时,村民在当地进行农业生产所需的公共品可以得到很好地满足,
因此,选择退出选举的概率就显著下降.对非农培训和农业技术指导的满意度越高,选择呼吁的行

为方式比选择忠诚的概率要高一些.可能的解释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村民获得了更多的农业技术

指导,其农业收入有所提升,对农业的依赖也会增强,因此,更期望通过村庄选举表达自己的利益诉

求,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对农业生产公共品的需求.
医疗保险满意度对村民选择退出的影响为负,表明医疗保险满意度越高,选择退出的可能性越

小.而道路交通设施的满意度越高,选择退出的可能性反而增加了.可能的原因是农村交通道路

设施完善,便于村民外出经商或打工获取高收入,因此,村民可能会因路途遥远不能按期参加选举,
也可能因其参与选举所得的利益低于经商或务工的收益而理性地选择了退出;另一可能是村民对

公共品的需求极高,而村庄提供的公共品无法满足其期望时,也将会选择退出[1 5].

表 5 村民选举参与行为 multinomial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和边际效应

变量名称 
Ln(P 1/P 0)

退出组

Ln(P 2/P 0)

呼吁组

Marginal Effects:∂Ε(Y j)/∂X

 退出组 忠诚组 呼吁组

年龄
0.1 68 －0.009∗ －0.0006 0.002∗∗ －0.0014∗

(0.22 1) (－2.13) (0.0006) (0.0008) (0.0007)

性别
0.09 9 0.3 1 5∗ 0.0023 0.0525∗ 0.050 1∗∗

(－0.63) (－2.30) (0.0202) (0.0273) (0.0233)

收入来源
0.085 1∗∗ 0.100∗∗∗ 0.008∗ －0.02 1 6∗∗∗ 0.01 3 6∗∗∗

(2.58) (3.38) (0.004) (0.005) (0.0046)

受教育水平
0.325∗∗∗ 0.26 1∗∗∗ 0.0338∗∗∗ －0.065 3∗∗∗ 0.03 1 5∗∗

(0.09 6) (0.085) (0.01 1 7) (0.01 58) (－0.0128)

外出人口比重
0.05 3 －0.020 －0.006 1 0.0078 －0.001 7

(0.054) (0.046) (0.006 7) (0.0087) (0.007)

村级投资是否咨询村民
－0.058 －1.274∗∗∗ 0.0354 0.188∗∗∗ －0.223∗∗∗

(0.209) (0.17) (0.0232) (0.033 9) (0.0306)

相隔最远的两个村民小组距离
－0.032 －0.124∗∗∗ －0.0005 0.01 9 1∗∗ －0.0186∗∗∗

(0.043) (0.043) (0.005 5) (0.0075) (0.00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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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变量名称  
Ln(P 1/P 0)

退出组

Ln(P 2/P 0)

呼吁组

Marginal Effects:∂Ε(Y j)/∂X

退出组 忠诚组 呼吁组

农业生产补贴满意度
－0.153∗ 0.05 9 －0.02 1 2∗∗ 0.0074 0.01 38

(0.087) (0.076) (0.0107) (0.0143) (0.01 1 5)

农业生产设施满意度
－0.054∗ 0.104 －0.009 9∗∗ 0.0080 0.01 8

(0.09 6) (0.086) (0.01 1 9) (0.01 5 9) (0.01 3 1)

非农培训满意度
－0.1 1 5 0.1 9 7∗ －0.0205 0.01 3 9 0.006 6∗∗

(0.128) (0.1 1 3) (0.01 5 9) (0.02 1) (0.01 73)

农业技术指导满意度
－0.079 0.281∗∗ 0.01 84 0.028 1 －0.046 5∗∗∗

(0.132) (0.1 1 7) (0.01 6 5) (0.02 1 7) (0.01 78)

道路交通设施满意度
0.03 6∗ 0.033 0.003 5 －0.007 6 0.0040

(0.092) (0.08) (0.01 1 3) (0.01 5) (0.01 22)

养老保障满意度
－0.235∗∗ 0.03 6 －0.01 85∗∗∗ 0.03 1 1 －0.01 25

(0.093) (0.080) (0.01 1 3) (0.01 5) (0.01 23)

医疗保险满意度
－0.035 －0.038 －0.0034∗∗ 0.0083 －0.0049

(0.094) (0.083) (0.01 1 7) (0.01 5 6) (0.01 28)

常数项
－2.335∗∗∗ －2.380∗∗∗ －0.009 9∗∗ 0.0080 0.01 8

(0.62 1) (0.549) (0.01 1 9) (0.01 5 9) (0.01 3 1)

LR 1.183

Pseudo R 2 0.106 7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通过对村庄特征的考察,我们发现村庄规模对选举行为有影响.从回归结果看,村庄规模越

大,呼吁组的村民越趋向于参加选举.可能的解释是规模越大的村庄,其获取政府资源的能力和可

能性就越大,政府也倾向于投资规模大、人口多的村庄,以产生规模效应.规模大的村庄获得更多

的公共投资,村民会更加关注公共投资的配置情况,竞相争夺能够控制这种资源的权力和话语权.
反之,规模较小的村庄,其获取公共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弱,村级利益的分配格局不会产生大的变化,
对村民的个人利益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此,村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不高.

村庄公共投资是否咨询村民也会对村民的参与行为产生一定影响.是否咨询村民对呼吁行为

的影响为负,而对忠诚行为的影响为正.这说明村庄的民主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村民的拉

票行为,提高其民主选举的参与积极性.
个人因素对村民的参与行为也会产生影响.教育程度与村民的选举行为存在两种行为关系.

相对于忠诚组村民,退出组的教育水平越高,越有退出选举的风险,且回归结果显示在 5％的水平

上显著;而呼吁组的教育水平越高,越有可能参与拉票行为.同样,收入来源与村民选举也存在类

似关系.相对于忠诚组村民,退出组收入中非农收入越多,其选择退出的概率就越大.就受教育水

平这一结果,结合先前的一些研究,不难得到解释.Shi 对村民的投票参与率与教育程度的研究发

现,当教育程度达到 1 8 年以上,其参与程度确实是最低的[5].胡荣的研究发现,教育程度在 1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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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村民的参与程度也是极低的[1 1].因此,我们认为,出现两种分化的情况是因为选择退出的

人中,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会因外出就业、经商等情况而选择不参与本次村庄选举,即村民在考虑

成本收益后,觉得参加选举所获得的收益低于在外就业或经商的收益;另一种解释是,村民本身已

经长期生活在城市地区,对当地的村庄事务或村庄发展并不关心,因此选择退出.当然,也有可能

是教育程度高的居民本身的公民意识较高,认为农村地区的选举行为比较形式化,只是走过场,在
本次访谈中多数村民也提到这样的情况.

此外,从回归结果看,性别在村民参与选举中存在差异.其中,呼吁组的差异呈显著关系.这

表明男性相对女性更倾向于参与呼吁行为.但在退出组并不显著,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多数选举行

为是以家庭形式出现,在选择退出的情况下,如果因为家庭在外经商,那么男女都可能不参加.相

对来说,呼吁组的村民基本都在当地,在选举活动中男性参加拉票的概率更高.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 Hirschman 的“退出—呼吁”理论出发,利用课题组对中国“十县百村”农户和村级调查

数据,检验了村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与其参与村庄选举的行为选择的影响关系.这一研究弥

补了现有研究的一个缺陷,即在村庄选举过程中区分村民的不同选举参与行为,并以此为基础解释

决定村民参与选举的动力机制以及选举有利于改善公共品供给数量和治理结构的内在机理.根据

上文的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从总体上看,需要进一步激发村民参与选举的热情.根据研究结果,我们认为村民对村

庄内部利益的获取与政治参与诉求的关联度较高,因此,激发和保持村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要依靠

村级公共资源分配和供给制度的内在机制来推动.在选举期间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来调动村

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进一步规范选举和公共决策,确保选举质量.
第二,进一步加强村干部与村民的互动关系,重构村庄公共品投资决策机制.由于村民对村集

体提供的公共品有不同的潜在需求,因此村民更关心村干部是否为民办实事,而不会简单服从性地

参与到村级公共事务中.这就要求村干部或村集体根据村级发展情况提供更为透明的公共决策信

息,使村民能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投票权影响村集体公共投资决策,从而提高自己的福利.
第三,创造更加民主的乡村治理环境,发挥精英治理效应,防止乡村精英流失.构建良性运行

的村庄秩序,进一步发掘乡村精英在村庄治理和经济发展中的正面作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数据的可获得性限制了本文的实证研究.本文没有探讨村民“退出—呼

吁”机制与非政府经济、社会组织的关系.事实上,在调研过程中,村民除了在参与选举这种形式上

表达个人的公共品偏好外,还会参加农家乐协会、合作社等组织,并且通过与组织成员的沟通、协作

最终获得更多的公共品供应.相对于选举这类垂直方式的“退出—呼吁”机制的政治参与,村民也

会采用水平方式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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