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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8年1

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进一步强调：乡村治理“坚持自治、法治、

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并提出要“提升乡村德治水平” 1 。2018年12月4日，民政

部、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文明办、司法部、农业农村部、全国妇联等7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做好

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指出：“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是村（居）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行为规范，是引导基层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是健全和创

新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重要形式。” 2 建立“三治结合”的现代

乡村治理体系，以法治“定纷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以自治“消化矛盾”，以党的领导统揽全局，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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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 村基层基 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

系”。德治是乡村治理的思想 道 德基 础，是 建立“三治结合”治理体系的重中之重。村规民约重在通

过道德教化规范社会行为实现对乡村的治理，它具有以传统家教文化形成家庭美德、以日常生活伦理

培育个人品德、以扬善惩恶方式弘扬社会公德的德治功能特征。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村规民约中的道德文化资源，构建具有正确价值 观支撑的乡村道德体系，发挥

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在构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重要 作用。其具体 路径包括：发挥村规民约

民间组织作用，健全乡村道德教育组织体系；发掘村规民约现代价值，构建乡村社会道德价值体系；

发挥村规民约道德教育作用，培育乡村民众道德文化素质；利用村规民约道德激 励约束 机制，建立乡

村现代社会道德秩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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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立“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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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三治”结合的治理格局，是乡村走向善治的必由之路。 1 德治是乡村治

理的思想道德基础，是建立“三治结合”治理体系的关键。村规民约以发挥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基本功能

为特征，使礼法规范转化为民间风俗习惯，从而在乡村社会形成稳定延续的道德认同，达到规范社会行为，

实现乡村和谐稳定的目的。当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村规民约德治功能可以为现代乡村德治建设提供资源和

智慧，充分挖掘村规民约传统道德文化资源的当代价值，用现代治理理念实现现代化转换，通过村规民约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心，转化为人们的道德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一、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及其特征

村规民约是“村规”和“民约”的组合体。村规，即乡村社会成员共同行事的规定；民约，则是乡村社会

成员共同达成并遵守的一种“约定”。德治，就是发挥道德的调节作用，用道德引导和规范社会成员行为和

调节社会关系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村规民约是一种由乡村民众集体制定，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进行自

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觉履行的乡村社会公约。在中国，村规民约经历了一个发展转型的过程，既

有传统社会中的“村规民约”，也有适应新的治理需要的现代“村规民约”。千年百年来，中国广大村民“依

礼而行、循俗而做”、“按礼俗而治”，民间习俗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而最直接、最具代

表性的表现形式是村规民约。村规民约古已有之，《周礼·地官》中记载的西周乡里敬老、睦邻的习俗，以及

《孟子·滕文公上》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记载，就是典型的“村规”，只是没有以村规命

名而已。在中国已发现的文献记载中，最早系统成文的村规民约是北宋陕西蓝田吕大均制定的《吕氏乡约》，

吕大均将当地乡村正在流行的一些“礼俗”条法收集起来，加以整理，简化为若干条规约，并见诸于文字，其

目的是使村民能够“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在自我教育、自我约束中进行自我管理与

完善，从而形成乡村社会良好的风气。村规民约经历代儒者与统治者的提倡，逐渐普及到全国，在乡村社会

治理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为乡村和谐稳定永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一）村规民约以传统家教文化形成家庭美德

村规民约治理是村民在自然状态下、基于相互信任与依赖，源自他们内心信念和道德情感，而形成的一种

共识与默契的礼俗治理模式。柳诒徵在《中国礼俗史发凡》中认为，以礼俗治国“博言之，即以天然之秩序（即

天理）为立国之根本也” 2 。村规民约通过传统的道德伦理教化民众，使道德礼法规范转化为民间的风俗习

惯，从而在乡村社会形成稳定延续的道德认同，进而在道德教化方面去规范社会的行为，谋求大众的利益。

家庭是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家庭的和睦稳定对整个社会的安定有着重要

意义。因此，古人重视“齐家”，并以此作为治理好国家的前提。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家教、家风，有“天

下之本在家”的古训。村规民约重视德育，是规范乡村家庭的道德准则。在传统乡村社会，血缘关系和自然

情感是维系这个社会存在的重要基础，在这里传统起着极为重要作用，人们遵从传统习俗，相互关照，善良

淳朴，礼尚往来，生存发展。村规民约产生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族为中心的乡村社会关系中，是土生土

长的中华传统道德规范，是乡村在法律之外规范千家万户的道德准则。它通过规约的形式来宣扬忠孝节义、

修身自重、与人为善等传统文化教化内容和思想道德规范，倡导孝父母、敬师长、睦宗族、隆孝养、和乡邻、

敦理义、谋生理、勤职业、端教诲、正婚嫁、守本分、尚节俭、从宽恕、息争讼、戒赌博、重友谊等道德和行

为。村规民约是一个从家扩展到国、从孝扩展到忠，有价值观基础和内在灵魂的道德文化谱系。

村规民约是家庭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村规民约在家族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家族教育的

重要内容。大多数“乡约”都记载在族谱中，如湖北来凤县《来凤卯峒向氏族谱》、四川省酉阳县后溪乡白氏

《南阳族谱》等族谱中都记录了一些村规民约，其目的是更好地教育子孙后代与人为善、和睦乡邻，这有利

于底层社会秩序的确立和稳定。在河北省井陉县于家石头村民俗博物馆里陈列着石锁、石碗、石瓮、石锤、石

臼、石像等众多石头制品，但是让村民最骄傲的还是其中的30多块刻有历代村规民约的石碑，既有节水碑，

1  韩俊：《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八个关键性问题》，载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年第4期。

2  柳诒徵：《中国礼俗史发凡》，载于《学原》194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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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护林碑、禁赌碑，它们世世代代作为道德规范支撑着这里的村民生活。 1 这为乡村区域性小共同体的人

际和谐、交往以礼和风俗净化，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村规民约以日常生活伦理培育个人品德

实行德治就是通过加强道德教化提高人的道德修养，让社会和谐稳定建立在较高的道德水平之上。有学

者指出，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

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等经验主义因素为

基本活动图式，以生存本能、血缘关系、天然情感等自然主义关系为立根基础，以家庭、道德、宗教为自发的

调控者和组织者，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本质的存在方式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 2 。村规民约

是从农耕文明自身生长出来的规则，是传统礼俗规范的生活化和具象化，产生于乡村这个特定社区民众日常

生活的具体情境，形成、生长于村民日常生活逻辑之中，由村民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知识渐渐发展成为清晰

明确的规则，具有内生性特点。

王安石在《周官新义》中说:“礼俗，以驭其民者。其民所履唯礼俗之从也。”村规民约使礼法规范通过乡

村民间社会践行转化为社会风俗，逐渐形成被村民群体内部共约、共信共行的乡村社区的公共行为规范。村

规民约重在通过道德教化及其约束和激励作用，培育个人良好的道德修养，促进良好的社会风气形成。如广

西金秀《大岭村村规民约》第1条即为有关道德风貌、文明礼貌的总体要求：“讲文明、讲礼貌，对人态度和

气，不打人，不骂人，不讲粗口话，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 3 浙江省庆元县黄田镇《台湖村村规民约》第1条

明确规定孝敬老人“严禁虐待老人，违者向老人当面赔礼道歉，通报全村，情节严重的上报司法机关依法惩

办。” 4 侗族的村规民约中要求人们加强道德修养，提倡为人要正直正派，“见人落水要扯，见人倒地要扶”，

“会做人栽甜瓜，不会做人栽苦瓜” 5 等。再如，云南省澜沧县糯福乡南段老寨(拉枯族)于1995年制定的“寨

规”就规定：“(2)不赌博，抓获者给予罚款处理。(3)不调戏妇女。(4)不偷盗、不打架，要团结友爱。(5 )不欺

骗人，要诚实。(6 )要孝敬父母，尊重长辈，尊重头人，对头人要有礼节，要听老人的话，要永远保持自己民族

的礼。……(10 )恋爱自由，婚姻自己做主张，但在农忙季节不能串姑娘。” 6 。这些村规民约条款以简洁明确

的语言，教育村民要遵规守，团结互助，注重个人的品行修养，维护民族成员间正常的人伦关系，具有较强的

操作性和执行力。这种基于村民道德传统与经验，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发管

理模式，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村规民约以扬善惩恶弘扬社会公德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认为，所谓“乡土”是指进行小农业生产的广大乡村。在乡村社会，民众依

附土地，自耕自食，自织自穿，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和生活规律。受交通条件限制，人们生活的圈子

较小，人与人之间非亲即故，从而形成了“熟人社会”。在这种“熟人社会”中，人们从熟悉得到信任，从信任

造就信用，并形成行动的规矩。村规民约是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习惯规则经验的总结，是人们亲身体验利弊

得失后自发订立的行为规范，其认同感发自内心，自觉遵守成为理所当然。

一方面，村规民约是在这样一种“熟人社会”中形成和推行的、以信任为基础的治理制度，作为一种传

统，其本身就是生活的寄托、情感、准则和参照，它强调村民之间以礼相待、和谐共处，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

村民对传统的依恋，给人一种社会安定感和相互亲近感，从而形成了一种自然地甚至本能地遵从，并竭力加

以维护。另一方面，村民除依法享有国家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外，还享有本村赋予的权利；除了

1 《乡规民约家训，传承文化基因》，《人民日报》,2017年02月09日。

2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3 《广西金秀大岭村村规民约》，转引自陈寒非、高其才：《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实证研究》，载于《清华法学》

2018年第1期。

4 《浙江省庆元县黄田镇台湖村村规民约》，转引自陈寒非、高其才：《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实证研究》，载于《清

华法学》2018年第1期。

5  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侗款》，杨锡光等译，岳簏书社1988年版，第90页。

6  王月峰：《当代乡规民约语词三题》，载于《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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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外，还必须履行本村规定的义务。因此，那些不遵奉村规民约的个人，必将受到习

惯力量制约、道德舆论谴责乃至经济制裁，从而形成了弘扬正气与惩罚邪恶相结合的治理模式特征。如贵州

锦屏《文斗村规民约》第2条规定：“以礼相待和谐共处。村民之间及村民与来客之间以礼相待，与人为善，与

人为伴，凡家庭内部及邻里之间因生产生活产生矛盾处理不当，引发谩骂、争吵、打架行为，由此引发矛盾纠

纷的家庭承担相关的费用，同时写悔过书10份张贴。”第4条又规定：“坚持履行节约，反对浪费。提倡婚丧嫁

娶一切从简，反对浪费，提倡厚养薄葬；树立尊敬长者、孝顺老人之风。有不赡养老人、虐待老人者作公开批

评，责令改正，并交违约金50-20 0元。” 1 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水葩古寨，全村男女老少都以《水葩寨规》作

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其具体内容:“一要弘扬美德，尊老爱幼，夫妇和顺。不准虐待儿童妇女老人。查实有虐待

行为的以四个一处罚：给予全组每人一斤酒、一斤肉、一斤大米、一斤豆腐，情节严重的报司法部门处理。二要

孝顺父母。对失去劳动能力的父母必须无条件地尽赡养义务。子女与父母分居的要签订赡养协议书。对不尽赡

养义务并造成恶劣影响的除责令补交赡养费外并报司法部门处理。三要团结互助。严禁聚众赌博、严禁打架

斗殴惹事，行凶伤人的除付给受害人全部医药费交通费和误工费，情节严重的报司法机关处理。……寨规已

立，望诸乡邻严格遵守。” 2 寨规的制定和施行，使得寨子环境优美、民风淳朴，村民都注重讲伦理、守规矩、

重诚信，邻里关系和睦、社会和谐，多年来古寨无偷盗、无赌博、无犯罪等不良现象，最终实现了安居乐业的

目标，被玉屏镇表彰为文明村寨典范。村规民约是建立在村民自治权基础上的村民民主管理制度，通过群体

自我教育、管理与监督，促进了乡村社会美好公德的形成，起到了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的作用。

村规民约是乡村地区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法律在乡村实施的重要载体，村规民

约是其他社会规范的重要基础，现代村规民约是传统乡约制度的当代延续。关于现代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

的积极作用，最近有篇专题实证研究报告指出：“乡村治理规范不仅包括国家法律，而且还包括乡规民约等其

他社会规范。乡规民约能够较好地实现国家法对乡村的治理，满足村民的法律需求，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

律规定的义务，又能吸收保留传统习惯法中的有益内容，实现村治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的赓续。……通过调查

发现，当前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集中表现在发扬基层民主、管理公共事务、分配保护资产、保护

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卫生、促进团结互助、推进移风易俗、传承良善文化、维护乡村治安、解决民间纠纷等方

面。” 3 由此可见，村规民约作为乡村社会的一种治理手段，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二、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在构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行，广大乡村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和转型，社

会的经济成分和组织形式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作

为乡村社会发展与建设的主体——农民的道德观念的变化。特别是在市场化和城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

集体组织解体、基层组织作用弱化、传统伦理道德被边缘化，受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消极

影响，一些村民集体认同弱化、伦理道德模糊，社会责任、公德意识、家庭观念淡漠，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现

象时有发生，道德滑坡现象严重，加强乡村道德建设已成为当前社会主义乡村建设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党

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

创新，让中华优秀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4 《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强

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有关部署要求，加强

对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规范，到2020年全国所有村、社区普遍制定或修订形成务实管用的村规

1 《贵州省锦屏县文斗村村规民约》，转引自陈寒非、高其才：《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实证研究》，载于《清华法

学》2018年第1期。

2  滕晓梅：《水族村寨乡规民约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功能与作用——以荔波县玉屏镇水葩村为例》，载于《品牌研

究》2018年第6期。

3  陈寒非、高其才：《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实证研究》，载于《清华法学》2018年第1期。

4  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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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约、居民公约，推动健全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机制。” 1 在新时代的

乡村振兴中，应充分挖掘包括村规民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资源，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支撑

的乡村道德体系，让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在构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发挥村规民约民间组织作用，健全乡村道德教育组织体系

中国农村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家治理不可能真正将管理的触角伸入到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事无巨

细地解决村庄层面的具体问题，此时以村规民约自治组织为代表的乡村民间组织，有效地弥补了国家在乡村

治理中的“组织缺席”和“制度缺席”，起到了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当今，在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中，

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多元的，它既包括国家、政府、政党，也包括社团、自治组织，以及作为自然人的社会成员，

它们之间体现出多重互控关系。在乡村多元秩序并存的背景下，我国乡村治理和道德重建，必须重塑乡村治

理组织体系，充分发挥乡村民间组织在保障社会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这是

现代乡村治理的必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条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意见》中进一步强调：“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全面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推

行村级事务阳光工程。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形成民事民

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 3 这是村规民约在现代乡村存在的法律依据和政策基础。

《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村规民约的制定“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组织全

程主持制定或修订，加强领导和把关，保证正确方向；坚持合法合规，不得违背宪法和法律精神，不得侵犯

国家、集体利益和群众合法权益；坚持发扬民主，集中群众意见，最大限度体现全体村（居）民意愿” 4 。我

国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依法治国的客体是以权力为基点的权力组

织、权力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关系。 5 村规民约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契约，它的社会整合力是全体村民对

自身部分权利和自由让渡而形成的公共权力，其社会整合力量来源于村民的整体利益，是一种内生的公共权

力。“道德自治是民间社会组织自主化解道德难题、消除道德冲突、增进道德团结的行动机制。” 6 乡村道德

建设虽然可以由政府主导，也可以由民间自发，但民间自发的力量似乎更具有作用和效力。

作为一种内生公权的民间自治组织，既是村规民约的制定和执行者，更是改善乡村的礼俗和道德文化环

境的重要组织力量。通过这种源于村民整体利益的民间组织的建立，可以让原子化的村民重新回到集体事

务中来，让村民从内心认识到集体的力量，增强他们的乡村认同，强化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公德。就现阶段

中国国情来说，在乡村道德建设中，只有把乡村党支部的核心作用、自治组织的基础作用、集体经济组织和

合作组织的纽带作用、其他社会组织的补充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让农民受到各种组织的道德引导、教育和监

督，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重建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二）发掘村规民约现代价值，构建乡村社会道德价值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

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 7 《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

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坚持价值引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

代新风。”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现代村规民约道

德体系的建立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从不同方面建立最重要、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其一，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村规民约道德体系重建。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道德体系建设，必须在遵

1 4 《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民政专题（http://m zzt.m c a .gov.c n /a r ticle/zt _ cg m y/

zcwj/201812/20181200013983.shtml.）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载于《中国改革（农村版）》2002年第S1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人民日报》，2018年02月05日。

5  李龙：《依法治国方略实施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52页。

6  孙春晨：《社会管理创新与公民道德发展》，载于《唐都学刊》2014年第1期。

7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文明网（http://www.wenming.cn/specials/zxdj/xcss/?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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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前提下，充分挖掘村规民约中所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村规民约新的时代内涵，不断丰富

其表现形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质是一种德，既讲究个人德，也是讲究国家德和社会德。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是国家之德，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之德，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之德。村规民约

的道德价值取向体现在讲文明、讲礼貌，爱国家、爱集体、爱家庭，讲诚信、讲友情、敬业勤俭、敬老爱幼等

内容中，这些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完全一致。在重建具有正确价值观支撑的现代村规民约道德

体系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继承村规民约的道德精神，另一方面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村规民约的基

本价值理念，注重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进行建构，做到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因此，新村规民约制定应维护公民利益，主张平等对待每个村民；坚持法治底线，共同打击违法行为，维

持公共生活秩序；加强对村民爱国精神的培养，鼓励村民脚踏实地，忠于职守，讲求诚实与信誉、友善与团

结、合作与互助、公平与效率。

其二，用现代法制治理理念实现村规民约的现代化转换。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秩序稳定是保

障。新时代的村规民约只有用现代治理理念实现现代化转换，才能有效地发挥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如

前所述，村规民约是一种基于民间习俗制度和熟人社会的治理模式。在当代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这种传统

礼俗和习惯以及根深蒂固的人情关系传统作为潜在规则，至今仍影响着村民的交往行为，并与现代民主法制

文化形成冲突，深刻影响着现代乡村法治理念的树立和法律规则的执行。因此，在当下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

中，必须充分认识这种乡村礼俗所造成的习惯势力对法律建设和执行可能发生的阻碍，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

礼俗的内核基础上，打破过分强大的传统日常习惯、经验治理模式和人情关系思维，发展理性化法治思维，

以科学精神、民主理念和法治体系维护乡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大力推进依法治理

的新形势下，正确认识并处理村规民约治理体系与现代法治体系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彼此不同的治理功

效，实现德治与法治互补统一；整合优化村规民约道德治理文化资源和自治组织特点，重塑村民自治管理组

织体系，推进乡村治理创新和转型，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达到既能满足国家

治理的现实要求，又能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需求的目的。

（三）发挥村规民约道德教育作用，培育乡村民众道德文化素质

一个社会是否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成员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没有良好的社会道德建设，

没有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和社会伦理道德的遵守，就没有社会文明大厦的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二十四条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

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使广大农民群众成为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要求的新型农民，加强乡村道德建设并提升农民道德素质是首要的任务。

其一，以村规民约中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精神培育农民道德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道德、重视操守

的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村规民约根植于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着中华优秀文化的基

因,紧贴民众生活，是村民根据自身实际制定的关于生产、生活的行为规范，是一种超越家族规范的社区公

共道德规范的表现形式。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特别强

调：“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新，强化道德教化作用，引导农民向上向

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建立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

提高，实现家庭和睦、邻里和谐、干群融洽。” 1 现代村规民约作为村民自治的规约，必须深入挖掘并创造性

转化为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资源，在借鉴村规民约的基础上，适应现代农村社会发展和治理要求，科学规

范其内容，用先进文化武装广大村民，让村民树立科学精神，增强法制意识，消除小农意识、宗族观念、封建

迷信，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到讲文明、讲道德、讲诚信、讲风格，爱国家、

爱集体、爱家庭、尊老爱幼，使新农村成为村风正、民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1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网（htt p://w w w.g o v.c n /

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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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以村规民约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形式推动乡村道德建设。村规民约是由乡村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

决定的，是村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共同确认和信奉的行为规范。村规民约作为传统乡村社会的

重要治理手段，重在通过强化个人品德修养和道德教化规范社会行为，促进社会和谐。加强社会公德、职业

道德、个人品德、家庭美德教育是一项长期而持久的工程。村规民约的道德教育方式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值得学习借鉴。通过设置道德讲堂、德育基地，开展德行礼仪教育、家风家规建设，教育引导农民移风易俗，

倡导社会主义新风尚；通过开展“星级文明户”“好媳妇”“好公婆”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让那些依

然富有时代价值的伦理道德思想走进寻常百姓生活。近几年，一些地方村规民约中出现了开展文明家庭建设

活动，显示了村规民约在提振乡村道德精神和提升乡风文明水平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道德教育要和道德

建设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开辟道德建设的多种渠道，积极探索农民喜闻乐见和热心参与的道德文化建设的多

种形式,引导农民参与到自我学习、自我提高、自我养成的道德活动中来。

（四）利用村规民约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建立现代乡村社会道德秩序

村规民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以扬善惩恶、广教化而厚风俗为己任，重在通过道德教化

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通过道德褒贬规范社会行为，即通过道德舆论引导、舆论监督和赏罚机制维持乡村共

同体伦理关系、促进家庭和睦、邻里友好、单位融洽、社会和谐。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建

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把公民道德建设融于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之中。逐步完善道德教育与社会管

理、自律与他律相互补充和促进的运行机制，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更有效地引导人们的

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 1 如前所述，当前个体劳作的生产方式，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基层组织管理职能弱

化，导致乡村传统制度监督、舆论监督、道德监督不断弱化，而新的乡村道德体系和约束机制又没有形成，使

得村民道德行为越来越不受约束。

当今，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村规民约道德教化引导、舆论监督和赏罚机制的作用，推进现代乡村道德秩序

的重建。

首先，重视村规民约道德教化引导。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要广泛进行道

德教育，普及道德知识和道德规范，帮助人们加强道德修养。” 2 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不仅是人们的一种生

存规则，而且更是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模式。村规民约通过传统的道德教育内容去引导和强化农民的

道德观念，提升村民道德水准，并使之转化为道德自律。《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

指出：“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内容一般应包括：（1）规范日常行为。爱党爱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

确行使权利，认真履行义务，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共同建设和谐美好村、社区等。（2）维护公共秩序。维护生

产秩序，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维护生活秩序，注意公共卫生，搞好绿化美化；维护社会治

安，遵纪守法，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歪风邪气作斗争等。（3）保障群众权益。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依法

保障妇女儿童等群体正当合法权益等。（4）调解群众纠纷。坚持自愿平等，遇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互谅互

让，通过人民调解等方式友好解决争端等。（5）引导民风民俗。弘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勤俭持家等优良

传统，推进移风易俗，抵制封建迷信、陈规陋习，倡导健康文明绿色生活方式等。” 3 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

要继承村规民约重教化、厚风俗的精神理念，将其中传统的优秀道德精神内容融入其中，形成新的道德教育

内容，促进农民新的道德观念形成。

其次，完善村规民约道德评价机制。道德既可以通过自身修养作用于人的内心，更可以通过舆论褒贬端

正人的行为。实行德治，既要重视道德的自我教化作用，更要重视道德舆论褒贬的社会监管作用。村规民约

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一经产生,就成为一种善恶评价标准。一方面，通过舆论和教育的方式,影响人们的心理和

意识,形成人们的善恶观念、情感和意向；另一方面,又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等形式,在社会生活中确立起

来,成为约束人们相互关系和个人行为的原则和规范，形成一种有效的评价监督机制。《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

1 2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人民网（http://w w w.people.com.cn/GB/shizheng/16/20011024/589496.html.）

3 《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民政专题（htt p://m z z t .m c a .g o v.c n /a r ticle/z t _ c g m y/

zcwj/201812/201812000139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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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监督落实”措施中明确指出：“乡镇党委、政府（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要加强

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作为基层组织建设的经常性工作，纳入村（社区）‘两委’班

子目标责任考核内容，防止流于形式、成为摆设。村（居）务监督委员会应加强对村规民约、居民公约遵守情

况的监督，村（社区）‘两委’成员、人民调解员、村（社区）妇联执委和德高望重、办事公道的群众代表共同

参与监督。充分发挥村（居）民议事会、人民调解委员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毒禁赌会等群众组织

的作用，强化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遵守和落实。” 1 要加强新时期乡村道德规范建设的力度，必须借鉴村规

民约评判村民的道德价值标准和监督机制,形成新时代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道德评价标准体系和

监督机制，促进村民良善品格和良好道德情操的形成，引导乡村道德良性发展。

最后，建立村规民约道德奖惩机制。道德有一个从他律转向自律的转化过程,加强乡村道德建设,离不开

道德约束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村规民约实行的是扬善惩恶治理机制，对善良者施之以德，在褒扬中受推崇；

对恶者绳之以法，在制裁中受惩处。比如通过开展模范村（居）民评选、文明家庭创建等活动，促进村规民

约、居民公约的遵守和落实；对违反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情形，要加强批评教育，并通过合理的处理方式，

使违反者受到教育、改正错误。针对滥办酒席、天价彩礼、薄养厚葬、攀比炫富、铺张浪费，“等靠要”、懒汉

行为，家庭暴力、拒绝赡养老人、侵犯妇女特别是出嫁、离婚、丧偶女性合法权益，涉黑涉恶、“黄赌毒”等突

出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抵制和约束内容。对于不道德行为给予名誉或者物质上的处罚，从反面警醒他人，

以遏制不道德行为的再次发生。对可能构成违法犯罪的事件，及时提请司法机关认定处理。需要特别说明的

是，村规民约的最终目的不是惩罚，而是通过扬善惩恶，促使道德由他律向自律转化，推进乡村道德秩序确

立，实现乡村发展和村民善治。现代乡村道德建设可以借鉴村规民约所形成的社会道德赏罚机制，激励农民

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打击不良歪风邪气，真正使良好的社会道德在乡村得到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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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Function of Rule of Vir tue Concerning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stablishing "Three Integrated Management Method"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Gao Yanfang   Huang Yonglin  

Abstrac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 ty of China put forward that "a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is to strengthen the basic work of rural grassroots and improve the combination of autonomy,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ule of vir tue". The rule of vir tue is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found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it is the top 
prior ity of establishing a "three integrated management method three-in-law" governance system. The vil lage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cus on the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side through moral education and social behavior. It has the 
character ist ics of forming family vir tues from t radit ional family educat ion culture, cult ivat ing personal morality 
with daily li fe ethics, and promoting social morality by promoting good and punishing evil. To implemen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we must creatively transform and innovate the mo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 the vil lage regulations, build a rural moral system with the suppor t of correct values, and develop the impor tant 
role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of vil lage regulations in the establishing “three integrated management method". 
Its specif ic path includes: exer ting the role of civil organizations of vil lage regulations, improving the organization 
system of rural moral education, exploring the modern value of vil lage regulations, building the rural social moral 
value system, releasing the moral education of vil lage rules and cultivating the moral and cultural qualities of rural 
people. The moral values of vil lage regulations should be used to stimulate the restr iction mechanism and establish 
a modern moral order in rural areas so that it can provide strong spir itual suppor 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Village Regulations; Function of the Rule of Vir tue; Rural Vitalization; Moral System; Rur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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