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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化征收了大量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土地，从而导致由征地补偿所引发的矛盾 日 益 增 多。现 有 对 于 农 民 利

益表达的研究试图抽象出一个解释范式，这些范式虽富有洞见，但往往忽视了利益表达的复杂性及背后更为重要的结

构性变量。运用社会分层的方法，失 地 农 民 可 细 化 为 不 同 的 类 型，群 体 内 部 的 不 同 “脸 谱”得 以 展 现，包 括 争 抗 头

目、单独行动的老上访户、争抗积极分子、敢说不敢做的人、敢怒不敢言的人以及帮政府说话的人，并描绘他们不同

的利益表达动因及经验叙事，揭示出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多元性。以此为基点，可 以 在 规 范 经 验 叙 事 的 前 提 下，

消解失地农民的不满情绪，提升他们的政策认同，这无疑能在规范地方政府和失地农民之间互动模式的基础上促进二

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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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利益表达研究：抽象化困境

截至目 前，研 究 农 民 利 益 表 达 （尤 其 是 “争

抗”①）的文献可 谓 汗 牛 充 栋，以 下 仅 简 要 梳 理 有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李连江和欧博文提出了 “依政

策抗争”和 “依法抗争”，即 农 民 积 极 运 用 国 家 法

律和中央政策维护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官员侵

害。［１］在此基础上，于建嵘归纳了 “以法抗争”的

范式，认为农民的表达具有组织性的特征以及宣示

农民合法政治权益的功能。［２］应星则批评 “以法抗

争”夸大了农民表达的政治性，争抗充满了合法性

困境，处于 底 层 的 农 民 的 表 达 具 有 明 确 的 利 益 取

向，用 “依法抗争”来加以概括最为妥当。［３］吴毅

进一步对 “以法抗争”加以批判，认为农民的争抗

是非政治化的，他们的利益表达不是具有合法性困

境，而是 受 制 于 乡 村 的 “权 力———利 益 之 网”。［４］

此外，还有许多相关成果与上述范式类似，例如，
石发勇的 “依关系网络抗争”［５］、董海军的 “依势

抗争”［６］、王洪伟的 “以身抗争”［７］。
这些各异的研究观点，不同程度地展现了失地

农民利益表达的复杂性，每一种解释范式虽富有洞

见，但大多以偏概全，忽视了农民表达的复杂性以

及背后更为重要的结构性变量，反而陷入到绝对化

的尴尬困境。
对于农民利益表达的动因研究也存在着同样的

情况。多数学者将参与表达的农民描述为弱者，认

为他们的表 达 就 是 为 了 维 权。② 不 仅 如 此，研 究 者

往往将农民的利益表达与民主、权利等更宏大的话

语连接起来，“试图用激情化、浪漫化的想象取代

或者化约了严肃 的、理 性 的 学 理 分 析”，并 且 “遮

蔽了问题的 多 维 性 和 复 杂 性”。［８］也 有 学 者 认 为 现

在农民利益表达不能一味地用维权加以概括。以上

访为例，有学者认为应当区分维权型上访和谋利型

上访，因为受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如今出现了

维权型上访向谋利型上访演化的趋势。这种区分避

免了绝对的一元性概括，然而却依旧过于抽象，没

有揭示出 农 民 表 达 动 因 的 复 杂 性，尤 其 是 对 于 法

律、政策理解的偏差。在这些概括中，农民自己是

无声的，他们自身的诠释湮没在学者们的宏大叙事

中。
基于此，本文运用社会分层的方法，将参与表

达的农民细化为不同的类型，将每种不同的类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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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具体分 析，并 直 击 利 益 表 达 主 体 自 身 的 经 验 叙

事，从而展示出利益表达的多元性。本文通过研究

湖南省Ｃ市 ＱＹ街 道 一 个 安 置 小 区 的 失 地 农 民 对

于征地补偿的利益表达，刻画他们不同的 “脸谱”，
不同的利 益 表 达 动 因，揭 示 我 国 失 地 农 民 的 多 元

性。

ＱＹ街道办事处 的 前 身 为Ｃ市 国 营 畜 牧 农 场，
地处城乡结合 部。随 着Ｃ市 的 “拓 城 兴 南”战 略

的实施，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３０日 农 场 正 式 改 制 为 街 道

办事处，１２００多 名 农 民 相 继 告 别 田 地，迁 入 了 安

置小区。此后，对于征地补偿不满的声音一直没有

消除过，从２００２年开始个别或集体上访 不 断，失

地农民上访的级别从ＱＹ街道办事处信访接待室不

断上移，一直到省政府信访局再到北京，时有围堵

政府机关、缠访、静坐、 “袭警”等现象发生。我

们走访了ＱＹ街道安置小区的５１名农民，客观地

分析了参与表达的失地农民的不同类型。

二、参与表达的失地农民的不同类型

正如沃斯所言：“越多的个人参与到互动过程

中，其内部所 可 能 产 生 的 分 化 就 越 大”。［９］一 系 列

固有因素影响着不同失地农民对于法律／政策的判

断和表达，并驱动着他们的行为。这些因素有助于

对参与表达的失地农民进行更为合理的分类，这也

是揭示失地农民经验叙事多元性的基础。由于社会

现象的纷繁复杂，影响失地农民态度和行为的因素

虽不可穷尽，但是经过笔者的长期观察研究，以下

四个方面最为重要。

１．性别。性别被认为是影响农民运动 的 重 要

因素。［１０］［１１］弗莱彻在研究中发现，妇女往往更加积

极地进行利益表达。［１２］汤普森认为，这是因为女性

比较不惧怕法律，她们的积极行动部分是出于对法

律／政策的无知，部分则是由于她们倚仗于自身的

性别弱势，认为政府对于妇女争抗的处理是相对宽

容的。［１３］这一性别动力还会随着经济角色的定位而

强化。男性拥有更多找到雇佣劳动的机会从而可以

更快融入到城市经济中并从中获益，而女性所拥有

的这方面的机会相对较少，因此她们可能更加怀念

作为自给农民的时代，而且也有更多时间致力于利

益表达的相关活动。

２．受教育水平及社会经验。受教育水 平 是 农

民获取信息、了解征地补偿程序及上访技术的关键

因素。人们获取信息的程度影响着他们采取行动的

态度。［１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可能获取的信息更

多，从而对法律／政策的认识更加准确，也 往 往 更

有认同度。同理，农民进行利益表达的社会性知识

还来源于他们所见的世面。与其社区之外的人们的

接触程度极大地影响着失地农民对利益表达活动可

行性的预估，那些见多识广的失地农民更清楚征地

补偿政策以及信访治理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如何操

作。布洛休斯通过研究也得出应该关注 “与外部的

接触程度对抗争活动的影响”［１５］的结论。

３．社会资本。农民的社会资本影响着 他 们 的

行为模式。在以关系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如果农民

可以依靠体 制 内 资 源 表 达 诉 求 从 而 争 取 到 自 身 权

益，他们绝不会求助于体制外途径。正如金所说，
网络建构是中国人 （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动员社会

资源以实现 社 会 生 活 中 诸 多 领 域 的 目 标 的 文 化 战

略。［１６］因此，农民的利益表达方向和激烈程度与他

们所处的权力网络以及占有的资源是密切相关的。
那些在体制内有关联的失地农民容易为国家导向所

束缚，不愿意进行较为激烈的争抗活动，而其余的

失地农民则更倾向于利益博弈，尤其是那些在评估

了自身实力之后认为有利可图的失地农民更有可能

采取激烈的利益表达行为。

４．利益受损的程度。农民的利益受损 程 度 自

然与他们的利益表达行为相关。那些受到最少损害

的人最不可能采 取 行 动，这 符 合 “理 性 人”假 设。
那些争抗最为激烈的往往是利益受到较大损害或者

在利益表达的过程中受到刺激的农民。这里的利益

不应仅仅理解为可以计算的经济上的损失，还包括

情面、时间、成就等方面的损失。利益受损程度仍

然 受 制 于 农 民 对 于 法 律／政 策 的 理 解 和 接 纳 程 度，
比较而言，那些误解和拒绝接纳政策的失地农民往

往会认为自身遭受巨大的利益损失。
在这些因素的驱动下，失地农民群体内部产生

了 “多样的”、 “分裂”意 识。［１７］ （Ｐ６６）［１８］正 如 齐

美尔的观点，社会本身是一个包含了冲突与合作、
团结与异议、融合与分离的统一体。［１９］通过抗争和

博弈来争取利益只是弱者面对权力时的其中一种反

应，具有国家导向、迎合政府则是部分失地农民的

另一种反应，这两种反应及其中间过渡形态就构成

了失地农民群体中的不同行为方式。经过我们的长

期观察，ＱＹ街道参与表达的失地农民大体上可以

划分为如下六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争抗头目③。这些农民有一定文

化水平，比较懂法律／政策，能够准确地解释法律／
政策并且把握它们的张力，能说会道，见过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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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丰富的与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很多人去过北京

上访。我们可 以 发 现 “争 抗 头 目”的 主 要 作 用 在

于：（１）动员、领导并规范其他失地农民的争抗行

为。争抗头目凭借个人沟通方面的能力有效地动员

一些失地农民投身到争抗中来。当失地农民与政府

交涉失败时，争抗头目便组织农民上访或者以其他

方式集体向政府施压；当农民在办事处与干部正面

交锋失去理性时，他们便会站出来用 “主流语言”
与干部进行交涉，有效地避免合法性困境的出现。
抗争头目会将普通村民称为 “造反”的行动解释为

维权行动，而不是有意和国家对抗。（２）向失地农

民宣传、灌输相关的法规和政策。争抗头目一旦获

取与征地补偿相关的法规和政策，他们就立即向其

他村民宣传、发放，使得原本少部分人知悉的法规

和政策在失地农民中得以普及。例如，湖南省政府

５３号文件下 发 后，谭 某 立 即 复 印 了６６０份 分 发 给

村民。争抗头目还将文件的相关规定与农民的实际

情况进行对照，使村民认识到当地政府的哪些行为

违反了规定，哪些利益是他们可以争取到的，哪些

要求是过分的甚至是不合法的，从而提升了一般失

地农民对法规政策的理解能力。
第二种类型：单独行动的老上访户。这些农民

了解一些政策，同时也容易曲解政策，敢说敢做，
但是缺乏团结他人的能力，多为谋取个人利益单独

行动。上访个体户游离于集体之外，为了谋取私利

无休止上访，也有一些是为了泄愤、争口气而不断

上访，甚至越级上访。其中一部分单独行动者还尤

其善于通过一些非正当的 “表演”来进行争抗。例

如，刘某在到省政府上访的路途中曾遇公安拦截，
某年轻公安试图把她架离现场，她就突然倒地，又

哭又闹，大喊：“快来看啊，公安打残疾妇女！”他

们通过即兴表演增加被关注度，从而确保自身的人

身安全，同时试图增加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这些单

独行动的老上访户比起争抗头目往往更为固执，无

论别人如何 向 他 们 解 释 法 规 或 政 策 如 何 实 施 和 落

实，也很难说服他们。他们经常把诸如 “生存权”、
“人民政府为人民”等一些宏大的话语与他们所要

争取的利益结合起来，反复地索取规则之外的利益

补偿。
第三种类型：争抗积极分子。那些敢于抛头露

面的拥护者和参与者就是争抗的积极分子。这些农

民总是积极寻求救济途径并且跟随争抗头目行动。
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但胆量较大，对群体的认同感

较强，他们没有多少社会关系，但总是认为自身的

合法利益受到极大损害。有时他们在具体行动上比

争抗头目更积极主动，甚至不计成本和代价。他们

信奉的理念是 “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

解决”。他 们 经 常 选 择 一 些 敏 感 地 点 和 时 间 上 访。
在争抗头目的影响和诱导下，他们也越来越关心征

地补偿的法律依据，有时也会对照法律和政策规定

与政府办事人员交涉。他们经常直接随同争抗头目

上访，或者自己出资并鼓动其他人出资支持争抗头

目到北京上访。
第四种类型：敢说不敢做的人。多为中老年女

村民以及一些老年男村民，他们胆量相对较小，并

且不太懂政策，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用他们最常说

的一句话来 概 括 就 是 “要 不 到 就 忍 了，骂 两 句 算

了”。他们往往跟着争 抗 头 目 发 牢 骚，诉 说 自 己 的

利益如何受到损害，但又不敢公开面对政府办事人

员。他们更愿意采用 “温和的自助形式”———牢骚

或抱怨。［２０］ （Ｐ５６４）他们只用言语表达不满，巧妙

地避免 因 “越 线”而 成 为 “群 体 性 事 件”的 参 与

者。他 们 喜 欢 “搭 便 车”，分 享 别 人 争 抗 的 “战

果”。尽管一些人也勇敢地参与过一些静坐、围堵，
但是当公 安 来 维 持 秩 序 时，他 们 往 往 因 害 怕 而 逃

散。
第五种类型：敢怒不敢言的人。这些农民较为

谨慎，只有在明显感到自己的利益受损时，才表现

出愤怒。他们尽量不参与集体争抗行动，也不参与

他人的讨论，他们怕麻烦找上门来。秦某的长兄因

围堵区政 府 被 关 禁 闭，当 我 们 问 起 征 地 补 偿 的 事

情，他本来准备破口大骂，但是他妻子立刻阻拦：
“别说了，再说把你也关进去。”于是他憋着涨红的

脸，低头 叹 气 说： “算 了，不 说 了，说 了 自 找 麻

烦。”有的农民感觉所受损失较小，况且家庭条件

还不错，于是能忍则忍。被询问时他们通常只是描

述客观 情 况，如 取 得 多 少 补 偿 款，房 子 面 积 有 多

少，原来土地面积有多少等等。
第六种类型：说政府好的人。他们在征地前是

农场干部，征地后成为办事处工作人员。他们比较

认同政府的补偿政策及具体执行方式，在很多情况

下说政府的政策好，并且主动承担政策宣教职能。
如孙某总习惯于 笑 呵 呵 地 说： “毛 主 席 和 党 好 啊，
让我们这些人彻底从旧社会翻了身，现在日子更好

过了，政府给我们一大笔钱，我们有大房子；我媳

妇就在街道上班，政府 服 务 挺 到 位 的”。街 道 工 作

人员程某说： “我 们 这 里 很 多 上 访 户 不 理 解 政 策，
跟他们苦口婆心地解释，他们偏要对着干，文件写

３０１



得很清 楚 嘛，多 少 钱 就 是 多 少 钱，哪 来 的 贪 污 腐

败？”
我们调查发现，尽管绝大多数农民抱怨货币补

偿数额不足，但是由于面积较大的安置房④ 能使他

们获得租金收益，所以，尽管他们表面上不满，但

实际上他们还是普遍支持征地拆迁的，因此绝大多

数失地农民都属于 “敢说不敢做”或者 “敢怒不敢

言”类型。

三、政策的经验叙事

随着征地拆迁政策的推行，不同的失地农民对

自己由该政策引致的处境产生不同的看法，形成了

各自对政策的经验叙事。不管这些经验叙事是否真

正符合事实，它们在群体内部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弥

散性，长期积累下来的某种经验叙事逐渐固化为失

地农民对其处境的意识形态上的效应。我们研究发

现，对补偿政策表现不满的村民，其经验叙事大抵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政策效应。很多失地农民认为 “地 方 政 府

不能恰当执行中央 政 策”。访 谈 中 我 们 感 受 到，很

多失地农民一方面由衷地肯定国家政策好；另一方

面，他们又认为是地方政府不能很好地落实政策而

从中牟利。他们无法理解不透明地方政策细则。他

们认为自己的补偿款被截留，不满于真实的补偿款

少于预期计算结果。他们上访的目的是希望国家有

效控制基层政权行政。在我国，上下级政府呈现出

“压力管制”型的关系：“压力”主要是通过 “一票

否决”的政绩考核机制实现的，“管制”主要是通

过控制下级政府官员的职务晋升来实现的。［２１］很多

失地农民通过长期的实践经验，意识到通过间接博

弈可以实现自身利益，对于体制的运用成为了一种

技术，技术施行的根据其实也是一种事后解决纠纷

的政策。

２．贪腐效应。不少失地农民认为 “征 地 后 的

集体资金控制在社区少数干部手中”。我们走访了

几个清楚 “底细”的失地农民，他们中有原农场的

小组长，有曾经去过北京上访的人，有现在的群众

代表。他们每个人对农场留用地的具体面积、位置

以及补偿的明细都有不一样的说法。他们反映，原

农场、现办事处的账务是不透明的，失地农民对集

体留用地的用途、是否有收益以及收益做何使用这

些情况都不了解。有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认为村委

会和ＱＹ社区干部挤占、挪用了征地补偿费用。他

们痛恨侵吞集体财产的干部，一些失地农民质疑集

体干部目前拥有的财富的合法性。他们反映某某干

部携公款赌博，某某干部 “到任时骑自行车，离任

时却开着豪华小车”。他们经常会将干部的 “发财”
和 “升官”联系到一起，认定自己的补偿款一定流

到干部的腰包里了。

３．心理效应。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总 是 纠 结

于 “为什 么 别 的 村 可 以 获 得 那 么 多 补 偿 和 福 利”。
不少ＱＹ失地农民总是拿邻村作比较。如村民王某

说：“隔壁的ＧＳ村每个人每个月有４００块钱补贴，
小孩上学不要钱，逢年过节还有钱发，而我们没有

任何补贴。他们一次性领了５万元，还有２万元分

红，独生子女补了３．８２万元。而我们只是 一 次 性

获得２万多元，小孩上学还要交高额学费，两相比

较我们太亏了。”村民秦某告诉我们，“ＧＳ村出租

门面，每月所得的收益用来发补贴，所以ＧＳ村从

来没有人上访过，而我们街道的干部没有为老百姓

着想，把很多留用地一次性卖掉了。”由于每个村

的干部运营思路存在差异，而且村集体成员的自主

性也非常不同，其结果当然是不同村的福利存在较

大差异。然而 “不患寡而患不均”会引起不满和抗

议。当左邻右舍最终得到的利益差距很大时，某些

失地农民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失衡，于是对农村集体

组织及基层政府产生抵触情绪，作出争抗性表达。

４．生存效应。村民张某向我们反映，“我们只

知道要吃饭，现在我们没饭吃了。我的土地和房子

在２００２年被征了，我就只领了４万块钱，连 火 葬

费也算在内了，现在的房子还是我自己掏钱建的。”
村民朱某告诉我们，他的生活水平与征地前相比下

降了： “我以前再怎么着，每个月也有几百块钱，
并且吃饭不用钱，吃菜不用钱，还可以养养猪、喂

喂鸡，只有电不能自己生产，现在菜也没得种了，
什么都要钱。”村民屈某说：“我们宁愿种地，柴可

以到山上砍，油可以自己榨，现在呢，找工作没人

要，连扫地的工作都不要我们了，他们需要三四十

岁的，五十岁以上就没人要了，因此我们吃饭成了

问题。”著名农民问题研究专家斯科特认为，“生存

伦理是农民的行动逻辑，是他们对于统治者做出政

治评价的原则”。［２２］ （Ｐ７６）征地后 “不少农民变成

了 ‘种田无地、就业 无 岗、低 保 无 份’的 ‘三 无’
人员”。［２３］这 些 失 地 农 民 感 觉 到 生 存 底 线 被 突 破，
出于维系生存安定的需要，争抗性叙事成为他们的

一种生存策略。

５．市场效应。老上访户刘某说：“街道欠我这

么多钱，我能不上访吗？”村民张某也说：“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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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开发商穿一条裤子，到我们手里的就这么一点

钱，给谁 谁 都 会 不 满。”随 着 城 市 房 价 快 速 上 扬，
土地价格也随之飙升。失地农民觉得政府补偿给他

们的款项太少，不符合基本的市场逻辑。因此，一

些失地农民坚持政府应当足额补偿，即补偿至土地

的市场价值。自然，这种要求无法得到满足，于是

一部分失地后失业因而有大量富余时间的农民，通

过 “访”、“闹”、“缠”等方式寻求 “创收”。一些

基层干部为了息事宁人，对老上访户妥协退让，并

且动用专项的维稳基金对其进行安抚，这反而诱发

老上访户反复上访。很多违法上访的失地农民明显

不只是为了简单地索取补偿，而是具有很强的 “求
利”动机。［２４］

６．挤压效应。村民辛某告诉我们：“律师不敢

接有关 失 地 农 民 的 官 司，谁 敢 跟 政 府 打 官 司 啊！”
村民朱某说：“我们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可是法

院不受理，所以上访似乎成了我们可能获得救济的

唯一途径。”老上访户雷某去北京上访过四次，曾

被禁闭两次，她说：“少给我钱就算了，但是被关

禁闭这口恶气我一定要出，凭什么要关我，给我个

说法。”老上访户刘某说：“区政府为什么派人来抓

我，因为他们怕我把他们丑事全部揭发出来。你看

看他们每次关我，都给我好吃好喝的，肯定心虚。”
刘某的表妹彭某也说：“家里人怕我出事，每次都

劝我别 再 上 访 了，但 是 越 被 打 压，我 就 越 想 争 口

气。”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复杂的社会环境造成

了失地农民内部不同类型的声音。尽管从整体上来

看，多数失地农民还是比较认同政府的征地补偿方

针和政策，他们认为征地拆迁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但一些农民对政策的弹性和不透明表示了一定程度

的不满，也有一些失地农民对于政策缺乏足够的保

障性以及补偿款与市场价值的反差表示难以接受。
失地农民最抵触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的

违规和失误。针对这些失误和违规，他们想通过各

种途径争取更多的权益。在长期的争抗中，一些失

地农民遭 受 了 严 厉 的 处 理，某 些 人 非 但 没 有 被 震

慑，反而一再加以争抗，形成了争抗叙事的余波。

四、规范经验叙事，提升政策认同

从内部分化及其经验叙事来看，导致失地农民

不满的最直接的导火索便是他们对政策的认同产生

了偏差。从该角度着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改进政策，从而消解他们的不满情绪。

１．适当地提高征地补偿的标准并使其具有一

定的刚性。在目前的土地市场上，征地补偿的标准

确实远低于土地的流转价格，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征

地补偿的标准，使得失地农民从土地市场化中充分

获益。为了减少失地农民与政府双方对法制外途径

的使用，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应当是相对刚性的，
地方政府对政策的执行也应当是相对刚性的，否则

容易造成无穷无尽的争议。

２．构建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土地被 征 用 以

后，应该以一种可持续的生计取而代之。因此，应

尽可能在征地补偿中引入社会保障等后续机制，使

得农民在 “农转非”之后，能够参加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尽管保障与补偿并不能完全等同，也并

不能在整体上完全化解失地农民的不满，但是这种

措施至少能够减少失地农民由于生存境况差而发起

的争抗事件。

３．增加政策 透 明 度，构 建 民 主 化 决 策 制 度。
政府需要在程序上完善征地补偿制度，尤其是征地

相关事项的公告和听证制度，保证失地农民的知情

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使得政策透明、公开，从而

有效地提高失地农民对于政策的认同度。法律还应

当明确界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将土地集体

所有权人格化，可以在全体村民中民主选举出农村

土地管理委员会，具体办理土地转让等有关事宜，
并且让广泛 的 利 益 主 体 参 与 到 征 地 的 具 体 实 施 中

来，使得利益相关者在决策环节具有话语权。村土

地政策的制定、重大土地问题的决策等应当由全体

村民投票决定。通过增加政策透明度及民主化的程

序安排，使得补偿的具体方案成为集体共同参与决

策的结果，从而有效地化解不满。

４．改革信访制度和绩效考核制度。针 对 纠 纷

解决机制 本 身，有 人 提 议 将 《信 访 条 例》升 级 为

《信访法》，我们认为，这只是形式上的进步，《信

访法》对于具体地区的具体问题有时无法顾及。因

此，更应考虑在现有法规框架下创新地方信访制度

及其实践。⑤ 在 全 国 性 的 有 效、安 全 的 利 益 表 达 机

制尚在探索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需要为失地农民

的争抗留有容忍的空间，对于他们介于合法与非法

之间的上访行为应当在制度上予以规范，使信访制

度成为社会冲突的减压阀。［２５］另外，还需要改善失

地农民的 上 访 环 境，调 整 政 府 应 对 争 抗 的 工 作 策

略，逐步淡化与信访相关的过于数量化的问责机制

和绩效考核制度，应该更加注重地方政府处理信访

事件的方式及其造成的社会后果，从实质上避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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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滥用或寻租。

５．规范经验叙事，构建维权 机 制。为 了 增 强

失地农民的表达能力，可以考虑建立由律师、农村

问题专家、城市问题专家、失地农民共同组成的非

政府维权组织。失地农民可以通过这一组织获得向

社会求助的渠道，既能让失地农民的 “牢骚”得以

正式表达，又能让 “民间性议论”得到净化。这一

维权组织可以将分散的权利主体组织为一个整体，
增强其与政府权力主体的博弈能力，同时又可以对

其自身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在失地农民群体内部形

成一种 “有理、合法、适度、沟通”的表达氛围。
基于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

们避免构建一维或二维的解释框架，而分析了该群

体内部的分化及其具体的经验叙事。本着提升失地

农民的政策认同、规范他们的经验叙事的目的，本

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上对策。不过，我们不能想当

然地认为拟定出对策就可以一劳永逸，提纲性的建

议究竟如何在具体的场境中实施，如何提供配套措

施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我们还应该认识到，
制度的改革效能可能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体

现出来。在实施制度改革的时候，应注重短期政策

与长期政策相结合，并加强与失地农民的沟通，让

他们真正理解政策的含义和效果。表达与解释、上

访与治访、争抗与处理构成了失地农民与政府之间

的互动。这 种 互 动 是 错 综 复 杂 的，不 可 能 一 蹴 而

就。社会转型需要时间，而失地农民与政府之间规

范与和谐的互动也需要在社会转型的熔炉中凝炼。

［注　释］

①　目前国 内 学 界 多 使 用 “抗 争”一 词，然 而 “抗 争”过

于强调农民 集 体 行 为 的 正 当 性。本 研 究 调 查 发 现，并

不是所有激进 行 为 都 具 有 合 法 性 和 合 理 性，即 使 从 道

德层面上来讲，某 些 农 民 的 行 为 也 有 诸 多 不 妥 当 的 地

方。因此，这里用更 为 中 立 的 词 汇 “争 抗”来 加 以 替

代。

②　绝大多数研 究 都 将 农 民 的 表 达 定 性 为 维 权 行 为，因 此

文献不再一一列举，相关的批评见尹利民：《“表演型

上访”：作为弱者的 上 访 人 的 “武 器”》， 《南 昌 大 学 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③　学者们通常习 惯 将 之 称 为 “抗 争 精 英”，然 而 “精 英”

一词并不非常 符 合 他 们 的 身 份 和 相 应 的 表 达 语 境，应

当采用更加通俗化的称谓。

④　根据我们的初步统计，ＱＹ小区失地农民家庭一百平米

以上的市区 安 置 房 少 则 三 套，多 则 八 套，相 对 于 进 城

的务工人员，乃 至 城 市 的 白 领，他 们 是 绝 对 的 有 闲 阶

级。

⑤　例如，沈 阳 采 用 了 邀 请 访 民、人 大 代 表、政 协 委 员 及

专家学者参与 的 公 开 答 辩 的 方 式 终 结 信 访 事 项；江 苏

淮安则采取了阳光信访和权力下放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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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社会，２０１０，（２）．
［８］　田先红，焦长权．社会中心范式下的农民上访研究

及其拓展 ［Ｊ］．华中科技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２，（３）．

［９］　Ｗｉｒｔｈ，Ｌ．Ｕｒｂａｎｉｓｍ　ａｓ　ａ　Ｗａ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Ｊ］．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４４，１９３８，ｐｐ．１－

２４．
［１０］　Ｂｒａｓｓ，Ｔ．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１，

１９９４，ｐｐ．２７－７１．
［１１］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Ｊ． Ｇ． Ｐｉｏｎｅｅｒ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ｓ，ｉｎ　Ｈ．Ｃｏｌｌｉｎｓｏｎ
（ｅｄ．）Ｇｒｅｅｎ　Ｇｕｅｒｒｉｌｌａ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Ｌｏｎｄｏｎ：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Ｂｕｒｅａｕ，１９９６，ｐｐ．１０８－

１１４．
［１２］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Ｒ．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Ｗｅ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ａ　Ｐｅｗｅｎｃ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ｌ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８，２００１，

ｐｐ．３７－６６．
［１３］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Ｅ．Ｐ．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ｒｏｗ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Ｊ］．Ｐａｓｔ

６０１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５０，１９７１，ｐｐ．７６－１３６．
［１４］　Ｐｉｚｚｏｒｎｏ，Ａ．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Ｊ］．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９，１９７０，ｐｐ．２９－６１．
［１５］　Ｂｒｏｓｉｕｓ，Ｊ． Ｐ． Ｐｒｉｏｒ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

Ｐａｔｈ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ｅｓｃｅｎｃｅ　ｔｏ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ｉｎ

Ｓａｒａｗａｋ，Ｅａｓｔ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Ｊ］．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３９，１９９７，ｐｐ．４６８－５１０．
［１６］　Ｋｉｎｇ，Ａ．Ｙ．Ｋｕａｎ－ｈｓｉ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Ｊ］． Ｄａｅｄａｌｕｓ，１２０，

１９９１，ｐｐ．６３－８４．
［１７］　Ｇｒａｍｓｃｉ，Ａ．，ｔｒａｎｓ．ｂｙ　Ｌ．Ｍａｒｋ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ｒ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５７．
［１８］　Ｇａｒｓｏｎ，Ｄ．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ｒｅａｍ ［Ｊ］．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３，１９７３，ｐｐ．

１６３－１７９．
［１９］　Ｓｉｍｍｅｌ，Ｇ．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ｓ

（Ｎｅｗ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２．
［２０］　［美］塞 缪 尔·菲 利 普 斯·亨 廷 顿．变 革 社 会 中 的

政治秩序 ［Ｍ］．李 盛 平 等 译．北 京：华 夏 出 版 社，

１９９８．
［２１］　尹利民．“表演型上访”：作为弱者的上访人的 “武

器”［Ｊ］．南昌大学学报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２，

（１）．
［２２］　［美］詹姆 斯·斯 科 特．农 民 的 道 义 经 济 学：东 南

亚的反叛与 生 存 ［Ｍ］．程 立 显，刘 建 等 译．南 京：

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３］　易虹，刘晓芳．被动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安置 现

状调查———以厦门 “金包银”工 程 为 例 ［Ｊ］．城 市

问题，２０１２，（６）．
［２４］　常 倩．赢 利 型 上 访、赢 利 型 经 纪 与 基 层 社 会 参 与

［Ｊ］．东南学术，２０１２，（３）．
［２５］　余净植．对 “非正常上 访”的 法 学 思 考 ［Ｊ］．理 论

学刊，２０１１，（１０）．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Ｌａｎｄ－ｌｏｓｔ　Ｆａｒｍｅｒ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ＩＡＮ　Ｈｏｎｇ－ｐｉｎｇ１，ＬＩ　Ｂｉｎ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７５，ＰＲＣ；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Ｈｕｎａｎ，４１００８３，ＰＲ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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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ｉｋｉｎｇ．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ｎｄｅｒｔｏｏｋ　ａ　ｃａｒｅｆｕ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ｌｏｓｔ　ｆａｒｍ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ａ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ＱＹ　Ｓｔｒｅｅｔ，Ｃ　Ｃｉｔｙ，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ｃ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ｌａｎｄ－ｌｏｓｔ　ｆａｒｍｅ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ｌｅａｄｅｒｓ，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ａｐｐｅｌｌａｎｔｓ，ａｃｔｉｖｉｓｔｓ，ｇｒｕｍｂｌｅｒｓ，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ｌｓｏ　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ｔｈｕ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ｌｏｓｔ　ｆａｒｍ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ｐｏｓｉｎｇ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ａｃｔｉｃ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ｎｄ－ｌｏｓｔ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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