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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中乡村基金会与村委会的互动图景

及生态位逻辑分析

——基于广东省茂名市中垌镇公益组织生态的检视

徐 刚 1, 3 张海霞 2 吴 幽 3

摘要： 村随着农 “ 心空 化”、 、 子 ， 力缘化 原 化等问题 现 公益 量 沉中生农业边 农民 的出 下 成的乡

村 村金会成为 兴 可持续 的基 促进乡 振 与 发展 重要主体。本 东 垌省 名 展开乡文以广 茂 市中 镇为典型案例

村 ， 村 村公 组织生态分 发 乡 会在与 委 的关系上展 在益 析 现 基金 会 现出既存 “应付”更有所“承担”的

， 了应承 态互动图景 成式多 并形 “ 权高度集 ”与“ 权随时分 ”、“ 一统 供给”与“差异需求” 双的 重

。 村 村 ， ，乡 金会与 的应 态 视 之间的趋 竞争逻辑 显效应 基 委会 承式互动在生 位 角下 可归因于相互 适 示

村 长 长 ， ，为 基 生 发展中 成 式位态 并 态位宽度 叠度 化的结构位乡 金会 的 表现为生 和生态位重 层次 态 以

权力及突破 “板 化结 ”、消解组织“ 诅咒资源 ”、规避信任“陷阱” 范 统和防 传 “观念坝” 功能的 位

。本 村 村 ，有 于 委会互动 位态治理提 政 启 促进生态 平衡态 文的研究 助 为推动乡 基金会与 的 供 策 示 在 位

村 村 。中为全 振兴和乡 发展 有效支撑的 生态面推进乡 社会高质量 构建 组织

关键词：应承 互动式 趋适竞争 态位生 位态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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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村 ，也 村 。是 家治理 石 是乡 治理 国 的基 乡 振兴的基础 2022年和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相继提

， 村 ， 村出 突出实 改进乡 治理 全 组 导的乡 治 体系效 健 党 织领 理
①
。2021年机构 将改革还曾 “ 扶国务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机构编制资源统筹改革的试点逻辑及学习策略研究”（编号：20BGL216）的阶段性成

果。感谢审稿专家宝贵的建设性建议。本文通讯作者：吴幽。

①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2/22/

content_5675035.htm；《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

ngce/2023-02/13/content_5741370.htm?dzb=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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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办组 公贫开发领导 室” 组成改 “ 村国家乡 局振兴 ”，以逐步 现由集 持脱贫攻 推实 中资源支 坚向全面

村 。 村 ， 、 才 、 、 、乡 振兴 稳过 乡 兴 振兴 文化 兴 生态振兴进 的平 渡 在全面推进 振 进程中 产业振兴 人 振

织 兴组 振 “ 振兴五个 ” ， 村 力 ， 村是社 重点关注领 振兴作为 的助 障 是乡 振会 域 而组织 乡 全面振兴 与保

兴“ 力动 源”与“ 心主 骨”。《中 中央共 国务院 习学 运用关于 “ 村千 示范、 村 治万 整 ” 力程经验工 有

村效推 的 见有 进乡 全面振兴 意 》 一 了 村 ，重要方向 求进 步明确 乡 振兴的 要 村完善乡 振 多 化 机兴 元 投入

制，发挥 府投资基金政 作用， 财政金融强化 协同联动， 本 村励社 投资农业农鼓 会资
①
。 村委会功随着

、 、 ， 村能 化 流动 利益格局 治 主体多 乡 基外 资源增加 多元化和 理 样化 金会作为新的社 资会 源流入渠道

（ ，向春玲 2006）， 势 村 。正以迅猛 展之 日渐嵌 乡 理发 入 治

村 ，也发展战略 迁下催生的 可社会 变 乡 基金会 被 村称为乡 “公益组织”“互助社”“ 民慈善组公

织” 。 ， 了管称呼各 但其实等 尽 异 质都是为 解决 ， 、 、公共 按 自愿 平 利等慈善问题 照 等 互 原则共同建

。 村 、 ，的 助 会作为利 自然人 法人 其 组 赠的财产 过项目运作立 互 性公益组织 乡 基金 用 或 他 织捐 通 模式

， 村 。 村 ，村公益事业 法人 成为乡 社会 重要社会 织 而在 委会作为发展 的非营利性 逐渐 中的 组 乡 社会中

村 ， 村 ，又 村 ，常 机构及 政府 是 自 振兴的组 终端民自治的 设 协助 的基层组织 既 民 治的关键主体 是乡 织

村 十 。 ， 《 》《在乡 治 体 中 着 分重要 角色 因而 依 民共和国 人民 国理 系 扮演 的 据 中华人 慈善法 中华 共和

》《 办 》《 村 办 》 、公益事业 法 慈善组 公开募 中国乡 发 筹 管理 法 规 政捐赠 织 捐管理 法 展基金会 款 等法

、办 会 运策 法关于基金 的 作要求
②
， 村 村 权力 必基金会与 会在治理 和 益 源 上 然新生成的乡 委 公 资 分配

， 村 。形成 切互动和关 乡 振兴中 组织 问题 而在密 联 并成为 不可忽视的 关系 “家 构国同 ”“熟人社会”

“宗族亲缘”“ 局差序格 ” 本 ， 村 村 、等 土思 金 与 委会 在组 向 运维下 乡 基 会 之间 织性质 发展导 和 作形

二 对 、 （ ，元 立 非此 彼的发展路 顾态上并非遵从 即 径 昕 2019），而 现多元合 且具有独特是呈 作 性的发

（ ，方向 李友展 梅 2017）。 ，对 村 村 杂 ， 村 村基金 委会之间的 系 围绕乡 金会与因此 于乡 会与 复 关 基 委

会“ 治理互动 ” 一议 村 ， 丰这 题 的 践探索 为剖 场 的展开深入 实 已成 析乡 社会发展 域 新常态 其 富的互动

也 村 。图景 成为 解乡 治理现 问 的 要素理 实 题 关键

一 来， 村 未 ，直以 于乡 治理的 离国家与 视角 学者运用关 研究均 脱 社会的关系 许多 “ －国 会家 社 ”

，分析框 从架 “ －强国家 弱社会” 讨 力 。角度出发 区 行政 量 的互 影探 草根社 与 之间 动关系及多重 响 一

方面， 对村 ， 权 杂 村与地方行 组织关系的 究 示 政府以高 集 体系支配各界学者 级组织 政 研 显 地方 度 复 的

（ ，织是挤占 间的 欧阳静级组 社区自治空 表现 2010； ，柳亦博 2015； ，冉和聂玉李 霞 2017），会催生

“ 、 治理强发展 弱 ” 杂 （的紧 政 经济行 社会 黄 欢张关系或 府 动和 行动的复 关联 斌 和 ，姚茂华 2014；田

①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https://

www.gov.cn/zhengce/202402/content_6929935.htm。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http://www.npc.gov.cn/zgrdw/npc/dbdhhy/12_4/2016-03/21/content_1985714.htm；《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http://www.npc.gov.cn/npc/c1773/c1848/c21114/c28594/c28596/201905/t20190521_206513.ht

ml；《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181091.htm；《中国乡村发展基

金会筹款管理办法》，http://www.cfpa.org.cn/news/news_detail.aspx?articlei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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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昊雄和郑 2016）。 一另 方面， ， 对 类 采 ，有学者认为 方 府 于 不同 型 会组织 取不地 政 倾向 社 同策略

了成形 “ 类分 控制”和“浮动控制” ， 了政社 并导致 结构 裂状态下 务内卷 碎片的 关系 化割 服 化和体系

（ ，化困 和 恒境 康晓光 韩 2005； ，徐盈 黎熙艳和 元 2018）。 ， 也 讨了究 可另外 相关研 探 能存在的“合

作共赢”或“互惠协调” 势， 村关系趋 认为 由农 “ 权治威 理”向“民主协商 理治 ” 了的转变助推形成

“ 主协商治民 理” （ 东，新和机制 季丽 张晓 2014；尤 ，琳 2015），或从“合作共治”演变为“逆 替向

代” （ ，关 替代关系 晓系及多重 杨宝和杨 云 2019）。

义 ，一 村 、伴随新 主 的 兴 些 乡 社会关 的交互治理 作制度 制度生态学的 起 学者开始重点关注 系 合 治

理 络治理或网 ， 了 村希 在制度框架 在乡 社会 系望 下 解隐藏 中的互动关 。Bevir（2010）在 治理思维联合

本 ， 对 权 大 、臃导 主张契合 织 性的 可应 以中 直 理为特 官僚向下 组 网络治理 央集 和垂 管 征的 机构扩 化 肿

。 （危 张化 机 琛和孔祥智 2018） 长 ， 了 ， 了示农民专 合作社成 历 刻 其 化过程 并 释通过演 业 程 画 制度 阐

。 （农民专业 政府在互 中的 生态位和功 渡和汪鑫合作社与 动演进机制 组织 能 李 2019） 讨 了 村论 乡 治则

村 一 、 ， 村与乡 振兴 面 动共维 系 认 理 制理法治化 战略 体两 互 的关 为在农 基层管 体 的“二元” 矛结构 盾

，村 权力特殊的 性 可下 委会 质 被称为“ 权力准 政行 化 ”。 （而 保胡永 2014） 村围绕农 层管理中行基 政

权 权 ， 来 村 。互动关系 应根 制机制变迁 乡 治理的 效运行与自治 的变化 主张 据体 构建 有 逻辑

村 ， 一制度生态 拓 和乡 组 形态 进 将 用于乡随着 学的内涵 展 织的 变迁 有学者还 步 组织生态学理论应

村 类 ， 择社 各 组织间关 研 强 部环境形 的选 和淘汰 自发的调 导致会 系 究 调外 成 而非内部 整与转型是 组织

（变革的重要原因 Abbott et al.，2016）。 ， 对组织生态 理论强 度环境以 境 定组学 调 塑造制 及制度环 特

、 。 ， 义 ，织 特征 为 制 组织社会 新制度主 主 个 嵌 构内在 关系生态和行 机 影响的重要性 其中 学 张 人 入机

本 ， 对 权中的网 最契合组织 在以中央 理为 的官僚机构 情况下的 机络 的 性 可应 集 和垂直管 特征 过多 危

（Olsen，2010）。 心 义 ，而行 度主 假定 可 过动者中 制 社会现象 通 “有意 行动 结图的 者之间的互动 果”

（予以阐释 Crozier and Friedberg，1980）。 择 义 ， 子主 则强调 织环境中多 制 因理性选 制度 组 个 度 的适

阈 ， 势应 值所限 的区域内的 构成该组 境中 体空间位置 展态定 合作点 可 织在制度环 的具 和发

（Hutchinson，1957）。 ， 未 村 择不过 述研究 组织具体 不 的空间 和发上 并 涉及乡 应如何选 同 位置 展态

势， 。 ， 类 村将 作 组织运作 程 当前 从生 位 角 各 乡 组织 制度以及如何 其 为决定因素作用于 过 态 视 分析 与

阙 。 ，本 对 村 村环境之 促进组织 持续 的研究仍付 鉴于此 文 乡 基金间关系以 有序共存及 发展 之 如 针 会与

， ， 村 村的互动关 组 生态位 视角 金 与委会 系 尝试从 织 研究 出发 调研乡 基 会 委会的互动图景， 村炼乡提

村基金 与 委会的互 模会 动 式，并 其内在层 机理和生态分析 级 位逻辑， 村 村而以乡 基 的从 金会与 委会 “组

态织生 ” ， 村为微观窗 察乡口 洞 “互动 理治 ” 。的微观样态

二、位态关系：乡村组织互动的理论框架

村 村 村 ，于乡 社会 基 会与 委 互动 生 系关 管理中乡 金 会的 关系 有着基于 态 统的治理制度嵌入

（Edelenbos，2005）、 （ ，体制机制 迁 胡永保变 2014）、“二元” 矛 （ ，构 李 汪鑫结 盾 渡和 2019）等

。 对 （诸 解释 在强调 的内外在 合以 同竞争关系多 适应生存 环境要素集 应 不 Hannan and Freeman，1994）

础上的基 ，它们 点关注 为的社会 范重 合法性行 规则和规 （DiMaggio and Powell，1983）、 会主流社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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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louse，1996）或是社会治理系统（Kooiman and Jentoft，2009） 杂作 下 系用 的互动过程和复 关 （Bevir，

2010）。随着国家“权力下放”和“制度 查督 ”对 村 ， 村社 响的深入 组织的生存 发乡 会影 乡 和发展越

权力、 ， 必紧密地 制度 中 利益资源 态要素的 争与融 影响 可以受到其外在 环境 等生 竞 合关系的 说最终 然

势 。会 于空间 和发 织 态处 位置 展态 构成的组 生 位中 由发端于“ 落在群 和生 系统中由其 理 应生物 态 生 反

态适应所 定的时空位 状况和形 决 置与机能 ”（Odum，1971）的生 知态位理念可 ， 义任 定 成何被 “ 类人

社会现象” ， 势来的组织网 都可以 位所界定 置 发展态 其应 然络 通过生态 的空间位 和 确认 然生态位和实

态生 位（Whittaker，1975）。因而，可从 来 村态位视角 示乡 社会不 组 各 置和互动 系组织生 揭 同 织 自位 关

。 村 ， 村 ， 、 、的生态规 共事务治 在所 度环境下 会 织性质 职 结构 社律 在乡 公 理中 乡 组织 处制 受组 能 会

、 、 （ ，作发展 社 多 因素影 共同 度 间资源 工 会信任等 种 响而 构成多维的制 空 李周 2020）。 ， 类并且 各

村 对 、 村在 可利用 源的整合利 和 动 中会形成 身在时间 空 置及其与乡 组织 资 用 互 竞争 自 间上的位 相关乡

， 、 。之间 能关系 进而 出动态自 应 竞争 生态位状组织 的功 显现 适 性共存的 态

：一织 态位的 主要 是 生 析基础生 位和实际生关于组 生 分析 基于两种途径 从 态系统角度出发分 态 态

位， 括包 自然、经济、科技、 会等维度社 （Hutchinson，1957；马 如松世骏和王 ，1984）；二是基于生

势理论 分析发展结态位态 研究 果的“态” 力和进化 的能 “势”， 、 势、 、 长涉及 境 增 等维资源 优 环 度

（Galaskiewicz and Bielefeld，1998； 大张钱辉和 亮，2006；李全喜，2011）。 于仅仅不同 以生态系统要

来 （素 状 竞争的关或 况 探究组织间资源 系 Leibold，1995），本 ，文从社会环 不 定 多样化出境 确 性和 发

势 对 村 势 。 ，在综合生态 要素的基 组织 位的空间位 发展态 的 析 由此系统和态 础上展开 乡 生态 置和 分 借

，本 ， 势 ，相关研究 位 辑视角 于融 发 态鉴上述 文在生态 逻 下 基 合空间位置和 展 元素 从“ －结构 功能”

， 村 。析视角出 提炼出乡 公 事 中 位态和功 位态相结合 态关系分分 发 益 务 结构 能 的组织位 析框架

一 ， 村 ， ， 村在乡 结构上 主要 合生态系 理论 基 组织在系 的 同方面 组织 是融 统 于不同乡 统中占据 不

， 。 ， 村地位 生态 位 叠 态位关系 重要指标 在 益 务 乡可将 位宽度和生态 重 度作为描述结构生 的 公 事 方面

村 对 村 （组织生 位宽度指的 群在资源 环境 下 乡 公益资 用的强度态 是乡 组织 稀缺的制度 条件 源使 Hannan

and Freeman，1994）， 心 。 村 小， 村 小，核 是资 组织生态 乡 益资源 变化其 源使用 乡 位宽度越 公 利用 越

状会形成特化 态；相反， 村 大度越乡 组织生态位宽 ， 村 大乡 公 资源利用变 越益 化 ， 会 泛化状态则 形成 。

村 较 ， 村化状态下乡 泛借助 宽 资源 生存发展 特 态下乡 组 则利用泛 组织会广 范围的公益 求取 化状 织 有限

。 村 来 （益资源在 中 存 乡 组 态位 生 位的公 适应环境 生 织生 重叠度 自组织 态 的重叠与分离理念 Leibold，

1995）， 村指的是乡 织在资源稀 的 度 条件下实 资源获取的组 缺 制 环境 现 竞合程度， 心其核 是资源获取。

村 ， ； ， 村 ， 。织生 重叠度越低 程度越低 反 乡 组 重叠度越 度 高 重乡 组 态位 竞合 相 织生态位 高 竞合程 越

村 ， ； 一 ，叠 的乡 的 态 定性 而生 位重叠到 定 度 会 乡度低 组织具有各自 生 位 可保持系统的稳 态 程 则 导致

村 。组织生 位的分离态

一 ， 村 ， 势 ， 村另 组织功能 合生 态 理论 基于 的乡 组织 系统中方面 在乡 上 主要是融 态位 不同 在 拥有

，同机能 可的不 分别运用“权力维”、“ 源维资 ”、“信任维”和“发展维” 来 村度 征等关键维 表 乡

村 。 ， 村 村 村动中的功 位态关系 其 乡 金 委会在乡 益事业上的 含基金会与 委会互 能 中 基 会与 公 互动既包

，过去发 果 代展的积累结 表 村组织乡 对 村 ，也乡 公益 资源或无 资源支 静态性功实体 形 配地位的 能位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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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力， 对 村 力 。含 展的进 代表 环 和 动态性功 位态 静态包 发 化能 其 乡 公益内部 境 外部环境作用能 的 能

权力 ， 村 村 权力性 能 态 包括 维度 系和资源维 映的是乡 公益 的 拥有功 位 主要 关 度关系 反 组织开展乡 事业

对 势， 心 权力 。及使 公益资源 有上的 分别是 配 支 而动态 能位用和 占 相 优 其核 置和资源 持 性功 态主要包

， 村任 度 系 反映的 在不同公益 通 互 式下乡 组 间彼此信任括信 维 关系和发展维度关 是 沟 和 动模 织 状况和

村 ， 心 。公益服务 可持 展程度 其核 是制度信 和持续 在生态位乡 价值输出上 续发 分别 任 治理 正是 结构和

， 村 村 、能 变动中 织间 事 上 竞争或共 型竞争等趋 竞功 的 乡 组 会形成乡 公益 业 替代型竞争 交换型 栖 适 争

。逻 系辑关 关于 村乡 织互动的生 框架组 态位分析 ，具体见图 1。

结构
位态

资源使用

资源获取

制度环境下资源使用强度
乡村

基金会
制度环境下资源获取程度重叠度

宽度

村委会

公益输出可持续发展关系

不同互动中彼此信任关系

公益资源占有的优势关系

公益权力拥有及使用关系

持续治理

制度信任

资源支持

权力配置

功能

位态

发展维

信任维

资源维

权力维

互
动
关
系
的
机
理
分
析

图1 乡村组织互动的生态位分析框架

三、乡村基金会与村委会的应承式多态互动图景

（一）个案选择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 ，出 允许农民 体的资金 由地或 流动提 和集 自 有组织地
①
， 村为农 合作基

了会 供 体制 空间金 提 发展 。2007 来年以 ，《 办于 入 信息公开 承诺服务民政部关 深 开展民 非企业单位 和

活 工 的动 作 意见》《民政部 全 工商联关于 民营企业 益慈 业的意见国 鼓励支持 积极投身公 善事 》《国务

》 一 、扶 办关于促进 善事业 的指导意 支 公益事 民 非 策 件院 慈 健康发展 见 等 系列 持 业 持 企业组织的政 文

， 设立基金 接受财产捐出台 明确规定可以 会 赠
②
。2017 ， 村 一 了年 振 略的提出 是进 步形成乡 兴战 更 促

村 。 ， 村金会快速 良好 作为基层治 重要补充 公益组 模式 乡 基进乡 基 多样发展的 氛围 理的 和 织的创新 金

东 村 力 。 也源 广 省和 市乡 福 基 是会最早 于 上海 民间 量发起的 利 金会的实践探索 这 继 、经济 作社 互助合

， 村 又一 。组 各 协 后 乡 社会 人关注的组 式和 种 会之 令 织创新模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0706/07/t20070607_11633867.

shtml。
②
参见《民政部关于深入开展民办非企业单位信息公开和承诺服务活动工作的意见》，https://mzj.nanjing.gov.cn/njsmzj/n

jsmzj/200803/t20080312_1063739.html；《民政部 全国工商联关于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意见》，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4/content_2671861.htm；《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https://

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5/content_27990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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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垌 村 、 、 力较由于广 镇的 金会具有成 数量多 参 主体广 能 强等显省茂名市中 乡 基 立早 与 泛和参与

， 讨 村 较 力， 垌探 基金会 作关 上 有 而笔者选 中 镇著特征 在 乡 的运 系及运行机制 具 强典型性和说服 故 取

村 。 料 ， 、乡 基金 作 个 开追踪研 在资 获取上 通过参与 构式 等方法会 为 案展 究 笔者主要 式观察 非结 访谈

料获取 所需的材研究
①
。从 2022年 1月至 2023年 2 ， 垌 ， 了 计多次到中 展 约月 笔者 镇调研 开 共 5个

， 类 村 ， 、月 野调 人 的 基金会的 作 充分获取 益 动 资的田 查 以兼职工作 员 身份参与当地各 乡 工 公 活 开展

、 料， 村金公示 员安排等相 工作日志 录所 到的乡 基金 作状况人 关材 且以 方式充分记 观察 会运 ， 对并 其

。 ， 也 对 村 、外在特 理 同时 笔 地 地 委会 会工 属 行征加以梳 者 不定期 当 基金 作人员及其家 进 非结构式访

， 对 村 。基金会具 工作内容和 谈 具 历深入探 乡 基金会运 分析其内谈 围绕 体 访 象 体经 寻 作机理并 在逻辑

东 垌茂名 镇总面积达广 省 市中 263.23 米千平方 ，辖 2个社区、30 村个行政 ， 人口数在册户籍 43800

户 124413人。 垌 耕有中 镇拥 地 21.21 米平方千 ， 食作除粮 物水稻外， 经 作主要 济 物有花生、 菜蔬 、蚕

桑 ， 、 、 。 村 村色经济有 水养殖 生猪 殖 豆 等 乡 基金 的快速发展 并和减人等 特 淡 养 毛 种植 会 缘于 组合 减

。村 村 大 力 ，合并 人减支改革 当地 委会 理范围 服务能 弱 致 多支改革 组 和减 使得 管 过 与公共 化 进而导 许

。 村， 、 、 、公益 处于 在 西 修房建屋 丧嫁娶 考学 业 病事务 缺乏管理状态 粤 农 很多家庭常常会因 婚 开 疾

窘 。 ，又 了 大 。村等陷入经 况 但地方集 盲目投资 造成 资金的 量流灾难 济 体资金的 及管理混乱 集体 失 集

力 扶。 ， 垌 村体因缺乏 源而难 群众提供 的 为摆脱 困境 以 然资 以为困难 及时而有 帮 这种 中 镇开始允许 自

村 小 村 ， 村 、 ，乡 基金会 政府支持下 励 自 愿参与公 事务 以塑造或 民 组为单位成立 在 鼓 民 主 自 益 资金自

、 、 村 。责任自担 自我 的乡 治理格筹 自主互动和 服务 局

2007年， 垌 了 一 村办中 镇成立 内第 家 会市 公益基金 ——七垌基金会。 市 区基金 由不同于城 社 会多

， 垌 村 村 ， 本 村政 基 会 的 民发起 辖区内 民或 亲 系 赠为基府发起 中 镇乡 金 多由以乡贤为代表 以 宗 族 的捐

来 。 力 ，村 较 ， 较 力，金 主要资金 源 私营经济 均收 能人精英具 的影响会 由于当地 实 雄厚 民人 入 高 有 强

村 了来 ，乡 金会承 的资金和基 接 自各方 资源支持 因此 。发展得 迅速非常 截至 2017 ， 垌 村基年 中 镇乡

会金 已经发展到近 20 。 来， 垌 村 一 了 扶 ，年 中 镇乡 金会进 步获 政 性 持个 近 基 得 策 资金 2018 东年广 省

村 落 村 扶施乡 振兴战 进会 实 庄实 略工作推 整治奖补 持、2019 村 义 村年下 省定贫困 创 会主 新农达的 建社

村 ， 一 了 村 。范 奖补 步助推 乡 蓬 发展 截示 资金 都进 基金会的 勃 至 2022 ， 垌 村 小底 中年 镇每个 民 组均

，设 基有 金会 全镇 32 村 了 。 垌 村实现 公益 金会的全覆 中 乡 会按照个 社已经 基 盖 镇 基金 “ 、地 相近域

、 、产业趋 享 群众自同 利益共 愿” 。 、 村行运 种以血缘 亲 地缘关系 纽带形的原则进 作 这 缘或 为 成的乡

一金会 般承 筹 及使用基 担着资金 集 、 管理财务 等功能， 在 学目的是 奖 助学、扶危济困、 村 村貌改善 容 、

。 村 大 ，处理公 危机等方面 挥 极 乡 基金会 没有进行公 记注册 但共 发 积 作用 多 益组织登 是， 采会 取“公

组织 制益 备案 ”的方式，在 人数成员 、活动 所场 、业务 不到公益 注 标准的 下经费等达 组织登记 册 情况 ，

门 本 料 。 村 ，通 交 信 展公益活 乡 基金会以 益 质 位 制订促过向相关部 提 基 息和证明材 即可开 动 公 性 为定

村 本 ， 。 村乡 公益事业 章程 在组 置决 构理事会和 机构监事 部分乡进 发展的基 织架构上设 策机 监督 会 基

， 。设有自己 站 接受捐 及社金会还 的专题网 以 赠者 会人士的监督

①
本文案例涉及的所有人名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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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村基金会与村委会的多态互动模式

垌 村 本 ， 了中 乡 善福利事 和经济社会 展 过 形成 各种 样的组织和镇 基金会在服务 地慈 业 发 的 程中 各

， 、 ，大 村根据其在 措上 政性 市场性 会性倾向 可以将 政型基运行模式 公益资金筹 的行 或社 致 其区分为

、村 村 。村 村 ， 权力金 金 和 社型 会 政 会 响 在 行使和会 经型基 会 基金 型基金会由 委 为 应政策要求而发起

势。村 七垌 、 、 、源获取上具 明 优 基金会的 要代表有 基 山基金会 会资 有 显 政型 主 金会 翰堂 水口山基金

扫 基金会等赶坡 。村经 金会则通 由企业型基 常 主发起，以“龙头企业+基金会+村民” 组 基金会模式 建 。

村 子 、木 、 、 。村基金 彭 基 房下基金 鹿轴背基金 等 型经型 会主要代表有 山 金会 棉根基金会 书 会 会 社 基

扶 ，会则缘于 学 困的公益 显著的运金 助 需求 有着 作周期性 征特 ， 。村实 动可能会时 续 社型基际活 断时

三 埇会主要 基金会金 代表有 条 、黄 会泥塘基金 、 达境基福 金会、荔枝塘基金会等。 长府 科镇政 某 曾说：

“ 村 村 ， 来 本 村乡 基金会的成 以 的 其 金 源 区 族系的立主体是 乡贤为代表 民 资 主要为 辖 内 民或宗亲

。 ， 、 、 一 ， 村捐 于和政府 市 区的 度不 乡 是以各种赠 不过 由 场 社 关系密切程 样 我们的 基金会 各样的组

村 。织和运行 式 里的 福利事业和经 社 发展的模 服务于 慈善 济 会 ”（ 对 ： 垌 长 。访谈 象 中 镇 某政府科 张

：访谈时间 2022年 3月 3 ）日

村乡在 社会， 村 村 必乡 基金会 委会之间 然 的互动关与 存在密切 系（毛志勇，2014； 紫娟李 ，2017）。

（扬 2007） 、 、 ， 对 划将组织间互 系分为嵌 镶嵌 聚 等 并 互动 横 和纵向曾 动关 入 集和重叠 机制进行 向 的

。 ，本 也 来 。为此 向 角 察分 文 将横向和纵 视 作为切入点 展开考

， 村 村 ， 村 村在横向 度上 可发现 基 会 会表现为 行的互动关 是 政型基维 乡 金 与 委 并 系 这主要 金会与

。 ，一 来 村的互 式 就横向互 式而言 般 该模式 与 委会存委会 动模 动模 说 下基金会 在“ 子、一套两块牌 人

马” ， 村 ，村 长、的高 合状 由 会 制的 委会 部担任基金度重 态 基金会往往是 委 发起组建并实际控 干 会会

长 。 ， 村 村 、理 等 职务 在横 互动模式下 与 委会在 善事 方面可能会事 重要 向 乡 基金会 公共服务 慈 业等 因

， 也渡或购买 存在相 替代 因而让 而 互的功能 可被 。依 式互动 横向 制 性称为 存 模式 互动模式在非 度 依赖

权 、 、 力 （ 嵘 ，私人深交 导魅 等非正 路 杨下通过个人 威 领 式 径 均 2014）， 对 。成非 称的 向关系形 横

， 村 村 ， 村 村在纵 可发现乡 会表 垂直的互动 这主要是 型基金向维度上 基金会与 委 现为 关系 社 会与

。 ，一 来 村 村 对 ， 村之间的互 纵 互动模 言 般 基 会委会 动模式 就 向 式而 说该模式下乡 金 与 委会相 独立 乡

村 ， 来 、金会和 委 在互动中 旨 通 培 作顺畅的 织体系 开展 会救济 社基 会 在 过 育合 组 个性化社 会优抚及社

。 ， 村 、 、 一会工 务以回应社 求 在纵向 动模式 会在筹款 用 人事安作服 会需 互 下 乡 基金 方式 资金 途 排上

村 ， 也般都 理 指服从 委会的管 和 导 因而 可被 。从式互动 式 纵向互动 式 制 依赖下往往称为顺 模 模 在 度性

、 、计划 ， 对 。过规章制度 指令等正 非 称 向关系通 政策文件 式路径 形成 的纵

，本 了 。 ，在横 度和纵向 度的基 于现实观 斜 维度 在 维度向维 维 础上 文基 察还加入 向 斜向 上 可发现

村 村 ， 村 村 。金 与 的互动关 这主要是 经 基 会 会之间的 动模式 就乡 基 会 委会表现为倾斜性 系 型 金 与 委 互

，一 来斜 式而言 般向互动模 说， 长 ，基金 企业主 以该模式下 会会 为 “公司+村民” ，模式组建 金会基

。 ，村 村 了一 ，村基 性临时组 并 委会与 金会 益 识于公益特 建和运作 且 乡 基 往往达成 定的利 共 委会与乡

村 了 ， 。 ， 村别为 自身 利益需求 追 相 之 利益交换 斜向互动模 金会筹款基金会分 的 求 互 间的 在 式下 乡 基

、 弈 一 ，途是 利益博 而达 平衡的 因方式 资金用 通过 到 定 而， 一这 模式也可被 。互惠式互称为 动模式 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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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向 动模式 制度 利 互 称的斜向 系互 在半 性依赖下通过 益 换 共同协商 形成非 关 （如表 1所示）。

表 1 乡村基金会与村委会的互动模式

类分 关 性系 质 体地位主 运 方式行 心核 特征 类会 型适用基金 基金会代表

互动横向 模式 依存式互动 村 村金会与乡 基

委 高度重会 合

村 村乡委会与

基金会存在相

的 能替代互 功

、 对的 非并行

称的横向互动

村政 基型 金会 七垌 、基金会 翰堂山

、基金会 水 山基金口

、会 扫 坡 金赶 基 会

向互动模斜 式 互惠式互动 村 村与乡 基金会

委会互利互惠

村 村与乡委会

会存在利基金

益 倾向交换

、 对倾斜 非的

称的斜向互动

村经型基金会 子 金彭 山基 会、木棉根

、基 书房金会 下基金

、 背 金会 鹿轴 基 会

纵向互动模式 从式互动顺 村 村基金会与乡

对委 相 立会 独

村 会指导在 委

下 育培 “可控

的” 村乡 基金会

、 对直的 非垂

称的纵向互动

村社型 会基金 三 埇 、条 基金会 黄泥

、塘基金会 达境基福

、荔 基金会金会 枝塘

（三）乡村基金会与村委会的应承式互动关系

对 村 本 ， 一通 会 特性及 模式 进 发过 乡 基金 基 互动 的实证分析 可 步 现， 来 村乡 社会近年 频繁活跃于

村 村 来的 金会尽管是 于 互 民自治组 起 的基 基 民 助和 建 ， 也 村 力但其实 出乡 行政逐渐显现 量推动下的“应

承式” 。性特 “应承”本 ，也 ，指适 时的节令 申为适 迎合性举 付 行为有合当 引 应环境的 措 这和应 式 某

相似种 的意涵。 属 化在社区 地 管理背景下， 义 执层形式主 应付式 行存在基 的 （易 宇航 ，2022），把“说

了”当“ 了做 ” 落 （ ，的应付式 徐扬等实 2021），以及对 大 议 办建 的应付于人 代表 式 理
①
。 应而这些

付 为根源在于 式管理式行 应付
②
。 力 ， 村 村在 型行政 下 乡 基金 上 政策或 任压 环境影响 会为适应 级 委会

务 有 得要求而可能会 不 已“应允” 。的状况 ，此鉴于 本 ，文将其 为应承式互 强称 动 调与“ 式应付 ”相

比，“应 式承 ” 村更为主张 在乡 基金会 与村委会 对 务要互动并应 任 求 过程中更多的 的是积极地“承担”。

村 村 ， ，新生的 作为乡 社 注 组织创 态 在 过 中乡 基金会 会备受关 的 新形 其生成和发展 程 正 、不断推进 践

村行乡 。公益事业 创新探索 而 在 同的 处 不 的 ， 村动模式中 同的乡 基金互 不 会 对 接应 和承 、的意图 过程

也 ， 了 村 。是不 同的 从而形 委会之间 种样态 互动场景和程度 尽相 成 与 多 的应承式

垌 村 村 ， 村金 在嵌入 益事 会 间 先是体现 目标中 镇乡 基 会 乡 公 业进程中 与 委 之 形成的应承式互动 在

导向上。 村 对 垌基 会 镇资金管 分散乡 金 针 中 理 、 力难以形 况成合 的状 ，在共同利益诉求和“ 村同乡同 ”

，价值标准下的 以“ 门家 ”“房族” 村 ， 了 丰互助 形式扎 区 聚集 具 识 富资源圈 根于农 社 有先进知 和 的

力 。 村 ，贤 量 是 整 础上把资 以股份方式 算 中 组织备案乡 其直接目的就 在 顿 级集体资产的基 金 折 其 形成

村 。 村 ， 头 村 较 、下的乡 公益 基金会运 事的 会负责人员 里 有见识制 格局 在乡 作中 带 和话 基金 往往是 能

力 权 ，一 村 ， 本 村 。或话语 与 委会干 切 的甚至 是 委 共 的的人 般都 部关联密 有 身就 会干部 他们在 同 “政

绩” ， 较时会形成 浓厚的目标驱使下 有 比 “形象 程工 ”“ 板样 工程” 。 了意识 而为 应上级政策响 精神

， 村 、 一务要求 乡 程制 构设置和专 站建设方 般还是 的目标导和任 基金会在章 订 机 题网 面 会有明确 向以

。 ，质 的行动 访谈及实 性 方案 中 某村民告诉 者笔 ：

①
资料来源：《建大督办机制遏制应付式办理代表建议》，《法制日报》2014年12月16日 03版。

②
资料来源：《每日电讯：“应付式清退”根子在“应付式管理”》，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4/0211/c1003-243220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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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 ， 、 ， ，我 是有基金会 但关于 组 们 是 清楚 那们 它的制度 织和程序 我 都 不 的 主要是 些话事人比

较 。 ， 头 一 村 ， 一 ，清楚 总体 金会负责人 是 里 些所 主 照上级上 带 的基 般都 的能人 或是 谓的乡贤 要是按

一 ， ， 。要 活动 有些 是 的 而 会是实质性的 益 动求开展 些 不 实质性 有些 公 行 ”（ 对 ： 村村访谈 象 水口山

。 ：民 时老李 访谈 间 2022年 1月 12 ）日

村 村 也 。 ，村 村乡 金 与 之间的应 式互动 表现 置方面 虽 基金 不基 会 委会 承 在主体配 然 委会与乡 会是

村 ， ； ，村 也 村同的乡 组 不同的组 主体开 管理 但是 会 入乡 基 并享织 以 织 展经营和 委会有时 介 金会 有公

权。 、 叉 ， 村 长 村理 资 管理中的 任职状况 乡 金 理 能是 委会益事务管 因 金筹集及使用 财务 交 基 会 事 可 主

长， 村 村 。 ，村任或经济合 会与乡 基 职责 时会出现重 合 尽管 委 与乡作社社 而 委 金会在功能 上有 叠融 会

村 对 叉 ，必 、基 公益事务 理 在某种 上制 安 财金会 交 性 的重叠管 然 程度 约基金会人事 排 务管理等方面的

，组织发展 导致在公益 务自 并 事 “ 义余业 主 ” 浮 、 ；可能出现 于事 回应缺 低下等问中 人 乏和效率 题 但

，村 长 村 长 大 村主任 济合作社社 在 乡 基金会 事 期间 使乡 基金 得是 委会 或经 兼任 理 多还是能 会的功能 到

本 。对 ， 村 ：基 发挥 委委员此 某 曾表示

“ 村 村 ， 村 村现在很 即 是有乡 基金会的 还 基多 使 是实行乡 金会与 委会‘ 子、一两 牌 人马块 套 ’及

叉交 任职，目前的 32 长会理事个基金 ，有 5 主个为企业 ，有 20 长个身兼 合作经济 社社 、村委会主任

，等多个职务 有 7 村 。个 委会成员则是由 兼任的 ”（ 对 ： 子 村村 。谈 象 彭 山 员 谈时访 委委 刘某 访 间：

2023年 1月 2 ）日

村 村 。 村 一 来与 会 现在机制 行方面 由于 基 会 般 源于宗乡 基金会 委 的应承式互动还体 运 乡 金 资源 亲

， 村 对 少。 村族系 故而乡 拥有的资 乡 基 在发展过程 常会考虑 过各种基金会所 源存量相 稀 金会 中时 通 有

村 扶 来 。 必 较 村 ，利用 集体 项 获取资 持 这 委 干利路径 资金和 持 目 源支 然比 容易受到 会 部的干预 甚至会

使“ 义形式主 ”“ 义短 主视 ” 。 ， ， 村做派贯穿 公 活 终 由此 在 求短期利益 乡 基金于 益 动始 追 的氛围下

对 、扶 、 村 村 、 叉会 危济 善 容 貌 处理 危机等活 中职责 服务可能于奖学助学 困 改 公共 动 交 的公益 会相互

诿， 一 。 ， 村 村并 态度认 价值 程 的 作为服务 的自组织形推 在 知和 标准上出现 定 度 偏离 当然 乡 基金会 民

， 心 ， 。还 会 公益初 和 会价值 注重 协调的可式 是 保持 社 人与自然 持续发展 某 ：基金 作人员曾说会工

“ ，村 一 ， ，在我 运 会会附加 些 并不定时 进 按上 求把控我们基金会 作中 委 公共任务 地 行监督 面要

办 。 末， 也较们日 运 及所举 的活动 我们 筹 年 以 关的 多常 作 基金会的 款活动是在 所 相 公益活动 地安排在

末 ，一 本 。的时候 般 年的基 公益年 能保证每 服务 ”（ 对 ： 小 。访谈 金会 方象 鹿轴背基 聘用人员 访谈时

：间 2022年 12月 26 ）日

（四）应承式互动下乡村公益的双重效应

村 村 、 ， 了村 对 村乡 基金会 间 承式互 目标 和 制与 委会之 应 动的 导向 主体配置 机 运行 既显现 委会 乡

基金会的 配效应支 ，也 了 村 对反映 基 会 所作为的 极状态乡 金 相 有 积 ， 了 村并导 中致 乡 公益 “ 权高度集 ”

与“ 权随时分 ” 双 。一 ，村 村重效 面 委会在乡 中为保证的 应 方 治理 策政 落 力 ，制定 和效度 往与 实的 度

一 村 村 ； 一 ， 村往 度 架下将 金会 工 职 面 乡 基金 作要在统 制 框 乡 基 职能作为 委会 作 能的适度延伸 另 方 会

， 权 。 ，为民间非 利 织 行中要求 分 制衡形成 与合作的 此 在 放任与营 组 在运 以 相互制约 良性互动 由 过程

结果 的作用下控制 ， 承式互应 动形成“ 权度集高 ”与“ 权随时分 ” 存 面的共 局 。某基 负责金会 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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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来 村个 的基 会金 ，有 10 村 村多个 的基金会自愿 委 向表现出与 会合作的倾 。 们我 2009 就设年

了 ， 村 ， ， 村 ，钱 的 设立的 好的 由 委会 全面 时会立 基金会 款是 里筹集 初衷都是 负责 管理 就是有 和基金

拢的会 人谈不 ， 也 一在资金使 出现意见 致用上 可能 不 的情况。”（ 对访谈 象：七垌 金会负责人贺基 某。

：访 时间谈 2023年 2月 3 ）日

， 村 村 也 了 村基金会与 会之间的应 式 动 乡 公益此外 乡 委 承 互 导致 “ 一统 给供 ”与“差异需求”的

双 。 村 ， 村 ， 村 ，应 在乡 公 过程 委会而言 由 入乡 公益 务及慈 动 如重效 益事业发展 中 就 于介 事 善服务活

村 村 执 ， 一 。委会 方 将乡 基 变成 人 常 统 化供给 就通过委托 式 金会 政策 行的代理 通 会强调公共产品的 而

村 ， ， 村 、乡 基金会 言 强 自主性和 发性的同时 当地 民在而 在 调其 自 需要考虑 经济收入 受 、教育 文水平

化观念等 的差异方面 ， 对毕 这会直 们 公益事竟 接导致他 业、 展社区发 、 化建设 异化文 的差 需求。由此，

织 好在组 偏 和民众诉求之间， 承式互动 成应 形 “ 一统 供给”与“ 异 求差 需 ” 行状态的并 。 村某 曾说民 ：

“村 ， 。 大 ，一前会在微 个通知 让每 个代 家是 般里开会 信群里发 户出 表去参加 而 不是积极 要看是

， 头 较 一 。否涉及他 需求 带 的 个 他们 熟的人则 定会 参 基金会通知我们开们的实际 几 人和与 比 相 去 加 会

就是 了 议， 议 议 大 。我 么 会 过会 合 思则是不让 们知道 有这 个 不 决 是否符 多数人的意 太清楚的 ”（访谈

对 ：三 埇村村象 条 民王某。 ：访谈时间 2022年 9月 15 ）日

四、乡村基金会与村委会应承式互动的生态位逻辑分析

（一）应承式互动中的趋适竞争逻辑

村 ， 村 本 、 村社会中 乡 织互动 传统亲缘 基 之上以 供给在乡 组 是建立在 地缘关系 础 秩序 为主的乡 社

， 村 村 ，治 模 会之间的 承式互动在 态 视 可归因于 互间的趋适会 理 式 而乡 基金会与 委 应 生 位 角下 相 竞争

。 来 ， 本 ，趋适竞争 学 强 物出于 能需 占据最适 生存的 此相互之逻辑 逻辑 自生物 调生 要而 宜 生态位 为 间

对 。 村 ， 村 ，环 资源和 条件 乡 益 寻求良好 发展空间会形成 境 生存 的激烈竞争 在 公 生态中 乡 基金会为 的

村 、 村 也 来 。 垌 ，与 会 他 金会之间 通过恰当的 获取和使 的资 中 镇委 其 乡 基 会 竞争策略 用可能得到 源 在

村 村委会是 乡 基层治 发展的支撑 理 “ 一 力第 推动 ”， 村 大 权力 丰有比乡 基 强 和更为拥 金会更为 的 富的

， 。 村 一 村资源 获 和 位 而乡 基 会则在 定程 上 现 会下属的在公益资源的 取 使用上处于主导地 金 度 表 为 委

“ 生机构派 ”， 村 村 。 ， 村在 委 下扮演着 具性 因而 乡 基金 论是作为 善会的影响 乡 治理的工 角色 会无 慈

力 ， 落 村 执 ， 对 村 ，公益 还是受委 益 目的政 代理 言 公的民间 量 托 实乡 公 项 策 行 人 相 于 委会而 在 益资源

对 势 ， 也 。用上多处 相 弱 的地位 且 地 运作模式 同而异的获取和使 于 并 其 位 因 不

村 ， 村 对 势 了 村在乡 中 乡 基金 位在 程度上抵消 金会作为 会组织社会网络 会相 弱 的地 相当 乡 基 社 的

求自主诉 ， 一 了促使其 取 源支持 开趋进 步为 获 资 而展 适竞争， 组 的 性发展以实现 织 常态化生存和持续 。

村 、村 村 村 ， 二根 政型基金会 型 金 社型基金 与 委会之间 程度的不 者据 经 基 会和 会 趋适竞争 同 可依次将

之 趋适竞争逻 结为替代 竞争间的 辑归 型 、交 和共栖型换型竞争 竞争（如表 2所示）。在替代 争中型竞 ，

村 权力 ， 村 、 权，形 作 握着 政型 金会人事安 财 管 的主导委会在某些情 下 为公 委托代理人 掌 基 排 务 理上

村 ， 较 势。并 各种形式将 共服务和 能移 政型基金会 具有 强的 争优 而以 自身的公 公益事务职 交给 使其 竞

，村竞争中 经 可 承在交换型 型基金会 秉 “ 权资金 发言决定 ” 来 长寡 得原则以出资多 取 基金会理事 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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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也 大 村 对 、 ，命自由 但 很 程度上服 于 会 财务的直 管理 在部分 有着明显任 在 从 委 人事 接 性受控中 的

， 也 一 势。 ，村 村迹 从 有 定的竞争 共栖型竞 中 社型 日常运作 由受关照痕 而 具 优 在 争 基金会的 并非完全

， 、 村 ， 对会直接 在人 理 更 委会的疏 关系 可以相 立 在委 管控 事安排 财务管 上 多体现为基金会与 离 独 地

村 ， 较小 势。让渡的公 空间内发挥 常短期内 优委会 益 作用 但通 只有 的竞争

表 2 乡村基金会与村委会之间的趋适竞争逻辑

基金会
村与 委会的

趋 争逻辑适竞
具 特征体 对应模式

村 基金会政型 替代型竞争 村 村 ，委 以各种 将公 事 职 会会 形式 共服务和公益 务 能移交给 政型基金

村使 政型 金会可从政 和 部 库中获得 多政策优惠基 府 外 资源 更 与财政支

势。村 村持优 政型 会之 在着最具依 的互动逻基金会与 委 间存 赖性 辑

横向互动模式

村 型基金会经 争交换型竞 村 村 对 、 ，型基金 从 委 直 管经 会服 会 人事 财务的 接 理 有着明显的受

， 龙头 ，照痕迹 在 业争取下 借 优 政 得货币性 贴或乡关 企 助 惠 策获 补

村 ， 一建设 动关系上 度的 性经费 在互 存在着 定程 依赖

斜向互动模式

村社型基金会 共栖型竞争 村 村 ， 对基金会的 并 完全由 直接社型 日常运作 非 委会 管控 可以相 独

， ，立 发 甚至不依 政府拨款与 项 金地 挥作用 还能够节省 赖 专 资 投入

对在互动依 上相 松散赖

纵 式向互动模

（二）趋适竞争下的成长式结构位态分析

村 村 ， 一 ， 村关于乡 会的 竞争逻辑 由 位视角展 进 步分 为乡 基金基金会与 委 趋适 生态 开 析 则显示 会

长 长 。 长 村 长 一中 成 式生 这种 乡 金 拓 切可利 的发展生 发展 的 态位 成 式生态位是 基 会在成 时期不断开 用

。空间 形 的 衡性位态所 成 趋平

， 村 村 长于生态系统 金会与 委 下的 结构位态主 现为生态 宽度和基 理论 乡 基 会趋适竞争 成 式 要表 位

。 ， ，村叠度层次 生 位 在替 竞争 实 管 着由生态位重 化的结构 态 代型 中 强调以替代 现 理 政型基金会承担

村 ， 较小，村委会 各种形式移 的 共 和公益事 职能 因而生 政型基金 和以 交 公 服务 务 态位宽度 会可从政府

势。 ， ，外 源库中获得 政策优惠 财政支 换型竞争 合 展开管 量贴部资 更多 与 持优 在交 中 强调以 作 理 尽 近

同 求组织间的共 诉 并塑造互利关系， 较大态位宽度生 ，村 来 村型基金会资 源 企 助和 民捐经 金 于 业资 赠，

龙头 ，村 门因而在 企业 争取下 经 借助 政策直接从 部 获得货 性补贴的企业主 型基金会可 优惠 政府 币 或乡

村 。 ， ，村 义 村经费 而在 争 强调以 进行 会 普 指建设 共栖型竞 中 指导 管理 社型基金 在 遍意 上接受 委会的

， 大， 对 ， 。示和引 生态位宽度 且 以 立地发挥 用 还能够节 款与专项导 很 可 相 独 作 省政府拨 资金投入

替代 争中在 型竞 ，生态位 度很高重叠 。村 村政 基金会 政府之间 化 合作方型 与 委会和 有着多元 的 式。

一 面方 ，村 村政 会 接型基金会与 委 直 合作， 人居环境 善工作领域覆盖 改 、公共卫生 育教 、扶 济危 困等。

一 ，村 也 村 ，另 方面 政 基金会 参与 庄整治专 并且 过型 乡镇政府 项支持项目 还通 “半官方”组 景与织背

小 。 ， 较 。村中 学 育机构 换型竞争 重 度 高 经 金会教 合作 在交 中 生态位 叠 型基 是以“公司+村民” 式模

，龙头 采 ， 村 来建 业主 用自 而上的思维 式 过 选任成立 金理事会 获组 的基金会 企业的企 下 方 通 在 内 基 取

村 ， 也 来 。 ， 较 。资源 且项 倾向 求行政化支 共栖型竞 中 生态 低乡 公共 目运作 越 越 于寻 持 在 争 位重叠度

村 村 ， ，社型基 与 会以松 作方 要 赖 的私下沟 但因金会尝试 委 散合 式开展项目 主 依 于与具体经手干部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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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运 的 定 在着成为作 稳 性 存 “ 壳空 ” 。基金会而 性服务的没有实质 倾向

村 村 较小 ，金会 会之间的替 竞争具有 生态位 高的生态 因政型基 与 委 代型 的 宽度和很 位重叠度 而，

较 势在短期 有 强内具 的竞争优 ， 村 心 村委 为 络中处于 适竞争链高在以 会 核 的乡 社会公益网 趋 位。不过，

长 来 ，村 较小 势 。村从 政型基金 因生态位宽 位重叠度 优 下 型基金会期 看 会会 度 和生态 很高而竞争 降 经

村 较大 较 ， 一与 之间的交 型竞争 生态位宽 生 位重叠 而在委会 换 则具有 的 度和 高的 态 度 因 短期内具有 定

势， 村 。的 争 络中处于 适竞争链中 而竞 优 在乡 社会公益网 趋 位 且， 长 来 ，村从 经型基金 因生远 看 会会

较大 较 一 势。村 村态位宽 位重叠度 定的 优 社型基金 委会之间 共栖型度 和生态 高而仍占有 竞争 会与 的 竞

大 较 ， 势， 村很 的生态 低 生态位 度 因 具 竞 网争具有 位宽度和 的 重叠 而在短期内不 有 争优 在乡 社会公益

。 来，村 大络中处 趋适竞争链 位 过 更远的将 型基金会则 位宽度很 叠于 低 不 展望 社 会因生态 和生态位重

较 势 。 ，村 、村 村度 竞争优 上升 政型基金 经型基 型基金会 的 态位宽低而 因而 会 金会和 社 在层次化 生 度

生态和 位重叠度中， 未来 势依 自 趋 展开切 实际的应承 互会 据 身竞争实际状况和 合 式 动（如图 2 示所 ）。

替代型竞争
以替代实现管理，
处于趋势竞争链高位

处于互动结构的核心位置

共栖型竞争
以指导进行管理，
处于趋势竞争链低位

交换型竞争

以合作展开管理，处于趋势竞争链中位

村政型
基金会

村社型
基金会

生态结构位态

村委会

村经型
基金会

图2 乡村基金会与村委会趋适竞争下的成长式结构位态

（三）趋适竞争下的成长式功能位态分析

势 ， 村 村 长基于生 位态 理论 乡 委会趋适 式功 态可从态 基金会与 竞争下的成 能位 “权利维”、“资

维源 ”、“信任维”和“发展维” 。对 ， 权力度予以阐 其 结为突等关键维 释 此 可将 归 破 “ 结化板 ”、

消解组织“ 诅咒资源 ”、规 信避 任“陷阱”和防范传统“观念坝”。

1.权力 ： 权力维 破突 “板结化”。由于“行政”与“社会” ，村边界的模 性和变动性糊 委会在受

村 对 ， 村委托行使 常会 介入乡 基金 织环境和 展路径 干预 直接行政职能时 通过 会组 发 而 其进行 影响乡 基

。金 的独立 自主会 性和 性 这种“行政” 彩制 下 性事务及 务下沉到基 会 制控 色 的关系结构在政策 服 金 的

权力 ， 权力践中会日 固化主体间 而导致组度实 益 的 格局 从 织 “板结化”。权力“ 结化板 ” 显现于突出

村 村 。 权力社型 会与 委会 关系位基金 的 态 在 “ 化板结 ” ， 村 尤 村 村状态下 其 社型基 与乡 基金会 是 金会

权力 对 ， 一 也 对 ，村 村委 不 相 始 就不 等 型基金会与 会 能会由于 地位的 等 互之间的合作从 开 社 委 只 在不

对 。 ，村 义 ， 村平等场域 进行不平等 型基金会 出唯 倾向 在 委会 级乡镇中 话 由此 社 可能会衍生 上主 向上

对村 。 ，村 村政 表现出 态度时会 显 出应承 久而 会 能府 政治忠诚 随之 委会 现 态度 久之 社型基金 可 丧失乡

主动性和 极性公益服务的 积 ， 村并与乡 众 渐民 日 疏远， 对 村甚至可能 乡 公益事业会 产生“排挤”效应。

， 垌 村 村 ， 村其实 会与 在组织关系 着明显区 乡 基金中 镇乡 基金 委会 上有 别 会按照“ － －体 家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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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村宗 乡 会族 理事会 社 ” ， 村逻辑 组织 按形成 关系 而 委会则 照“村 －村 小 －村 －民群体 民 组 委会 乡

划街道区镇 ” 。 ， 村 ，逻 形成组织关 在 理 上 乡 基金 属于公益组 和地缘为辑 系 管 性质 会 织 以亲缘 主要纽

带， 传统 惯例为管理以 社会 依据，基于“熟人 会社 ”规则进行沟通；村 类委会在某 则 于种程度上 似 “行

政性” ， 心， ，采 。 垌 村 村织 以 严 的 通方式 中 乡 基金会与 会组 层级制为核 有 格 规章制度 用垂直沟 镇 委

。 ， 村 ，组 构和管理 质上存在明 此 在乡 组 的生 统内 可通过 组织在 织结 性 显差异 由 织共同组成 态系 完善

权力 ， 权力 来 权力配置 生态化 突破以 合理 结构 “板结化”。 ， 村 村程 通过明 基金在此过 中 确乡 会与 委

权力、 ， ， 、权 一能 行 绝越位管 和跨界干涉 象 分 作 责 致中 成会在 职 及 为上的边界 充分杜 理 现 在 工合 形

“权利维” 。的理 态想功能状

2.资源维：消解组织“ 诅咒源资 ”。 垌 村 村中 基金会与 委 资源互动 程中镇乡 会在 过 ，有时会因“有

组织地不负责任” ， ， 、 、态 产生自 张冲 资 浪 断 利益追状 而 我扩 动 造成潜在的 源 费 甚至通过资源垄 逐

力轻视人 投入 传 机 蔓延出组等 导 制而 织“ 诅咒资源 ” （效应 Papyrakis andGerlagh，2018）。组织“资

诅咒源 ” 村 村 。 村应突出显 金会 会的关系位 于 委会作效 现于 经型基 与 委 态 由 为“资源提供者” 可角色

村 ， 村 尤 村 村能破坏 的 源属性 金会 会 资 会行政化乡 基金会 资 乡 基 其是 经型基金 在 源获取上受制于 委 制

， 村 ， 扶 来度框架 有时 迎 乡 的利益动 并且可能会 项目获取 途径 自会 合 精英 机 通过以 持 公益资源的 满足

。 ，村 村 对 ，身目的 从 型基金会 委会之 因为利益 成 封闭的 排斥而 经 与 间有时会 需求而形 相 圈层 其他乡

村 ， 攫 村 村 。个 进 益资源过 中直接侵害 其 乡 及阶层的 展利益组织及 体 入 并在共同 取乡 公 程 到 他 组织 发

村 双 村 双 ， 村既然 业发展兼 治的 性与乡 治理 生发展的 功能 在乡 公益事 具社会和政 重属 和民 重 乡 基

村 权力 ， 必 村 村与 委会的 益 能并立 中 就 会 委 流金会 公共 和公 职 状态 须明确乡 基金 与 会在资源结构中的

阈。 村 ， 大 村 力 ， 来动界 在 制度语境中 的 会 在完成目 任务的行政 过参与式乡 强 委 组织 标 压 下 能通 控制

村导动 组织推动乡 会的建立具体指 员和 基金 ， 提供日 支持和财并 常性组织 务监督。 是但 ，村 会在委 “人

办业人民事 民 ” ， 本 ，体 下 域内公益 源管理的基 任 关 务 并的公共服务 制 将逐渐主动承担区 资 责 和 键任

、 力 。 村 也 落杜绝 源垄断 利益 视人 投入 基金 实公益项目资 追逐和轻 等现象 而乡 会 会 的“ 、 、助 自管自

自治”， ， 、在调整 的同时积 区 益活动 源筹 务 人资源支持 极参与社 公 的资 集 并在公益事 的 员配置 资金

权， 。日程安排 面提高话语 分 挥 资源的使 效益分配和 方 充 发 公益 用

3. ：信任维 规避信任“陷阱”。 村 村 ，也在乡 会的 过程中 可能 为各方参 者基金会与 委 互动 会因 与

权力 、 ，在 占 用等方面 向 突 而陷有 资源使 的价值取 冲 入“ 不受 么 都当 信任的时候怎 做 会受到质疑和批

的信任评 ” 。 ，也 （ ，的 阱 在社会性 系 既 高信任关 存在低信任陷 关 中 存在 系 关系 福山 2016），而信任

“陷阱”也 村 村 。 村 尤 村 村现于 基金会与 委 关系位态 基金会 基金会与可能会显 政型 会的 乡 其是 政型 委

目 低信任 中的会之间 前 关系 信任“陷阱” 。体 在主要 现 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村在治理宗 上 政型基旨

心 ， 村 村金 从 组 身利益出 自愿发起慈 动 而 委会 益出 展社会发展会 关 织自 发 善公益活 则从 集体利 发开 行

。其次动 ， ，村 对村 ， 村 对 村在治 方式上 会是 内慈 域 集中治 委会理 政型基金 善公益领 的 理 而 则是 整个

。多 治庄的 元 理 最后， ，村 一 ， 村上 政型基 会 般会公开 次 动 赠和支出 细 但 委在治理手段 金 每 活 的捐 明

少 布 ， 。 ，村 村会很 动的收入 并可 模糊运作中 利益 可见 型基金主动公 活 和支出明细 能从 获取 政 会与 委

、 ， 。在治理宗 式 治理手 面的 求 能 任关系危会 旨 治理方 和 段方 不同目标与诉 可 会导致相互间的信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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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 （伯 1997） ， 大 了 ， 了曾指出 强 中 家 成 所谓亲 关系束缚 因 越私人关的 国 庭构 缘 此约束 超 系的社

，展 而会发 “信任” 必 力 。 村 ， 村则是超越私 系的重要 值和 要 会实践中 的人关 价 量 在乡 社 当前 委会 重

， ， 大 。 村 ，要任务 展经 用 源 乡 基金会 于其非营利 则 重是发 济 关注开发利 资 创造更 经济效益 而 由 性 侧

， 力 村 。 ， 村 ，资源再分 功能 助 发展 业 为此 在 发展 中 信任关系 被实现 配 乡 公益事 乡 公益事业 过程 正在

、 择 、 ， 村纳入组 治理网 伙伴 实现 的 能体系 利用 形 乡建 络 选 合作 共治共赢 功 进而 制度信任塑造 成 基金

村 。 ， 村 村 也 村信任的共 体格局 同时 基 会 会 在乡 公 合作中通过 建会与 委会相互 同 乡 金 与 委 益 信用体系

村 ， 双 力。设形成 参与 间的信任机 过掌握更 信任资 更加具有乡 公益事业 者之 制 通 多 源使 方都 公信

4. 维发展 ： 范传统防 “ 坝观念 ”。由于受经济水平、教 程育 度等因素的影响， 守的保 “ 权特 思想”

“庸俗关系”“ 义形 主式 ” ， 类 村 村传 念仍然根 蒂固 并导致 会与 委会 益等 统观 深 各 乡 基金 作为不同利

对 村 一 ，主 公益目标的 并不 致 而 异化观 时会催生体 乡 预期 差 念障碍有 出“观念坝”。尽 个体会管 受利

， 。益支 他 务 支配的配 但利益及其 事 和行为都是由观念 “观 坝念 ” 了 村直接造成 公 事 展的利乡 益 业发

益 向偏差取 ，并导 素不断影 方向 动路径致主观因 响公益决策 及行 。由此，“ 力 如关系能 不 ”的 系学关 、

“ 权特 思想” 生态现象等非 ， 大 力巨 透 进而 新时 念就会形成 穿 冲击 代公共价值理 。 不这 仅与现代民主、

、 ，也 、 村 力文明等价 观相冲突 背 建 法 会 推进乡 会治理体系 现代化等平等 值 离 设 治社 社 和治理能 方针

， 来 。神 并 背组织生态 的负面效政策精 带 违 初衷 应

村 长 、 杂 ， 了 村 一 ，乡 社会 曲折和复 程 决定 乡 生态 变 乡发展是 期 的历史过 这 公益 功能并非 成不 的

村 必 丰 。 ， 必 ， 村随着经济 会发展而变 更 富 为此 有 要 视 伴随乡 社公益生态功能 然会 社 得 加 多样 正 会主

、 ， 村 ， 类 村立人格的 展取 愈加清晰 在 和主导乡 益事业 中 各 乡 基体独 日渐形成 发 向的 推动 公 发展过程

村 。 ， 村 双会 间的发 念难 因 为 僚化而将 沟通变成金会与 委 之 展观 免会发生冲突 而 防止 委会因日益官 向

，也 村 择 村 ， 村单 操 为 乡 基金会 不被尊重而 弃乡 公益 持续 乡 基金向 纵 防止 因 最终选 放 事业 应通过 开展

村 来 本 囿会与 的互动治 突破既 想和利益委会 理 有的 位思 观念的限 ，从 在形成 共治而 共建 共享治理格局

势， 落 ， 。过 中 信息和资 优 以推动公 政 或 地 并真正 应民众诉求程 促使各方发挥自身 源 益 策 项目 回

村 村 长 ，竞争下乡 会的 功能位态 如关于趋适 基金会与 委 成 式 图 3 。示所

生态位视角下
的趋适竞争

成长式

结构位态

成长式
功能位态

持续发展：防范
传统“观念坝”

资源维

信任维

发展维

乡村基金会

权力维静态性

功能

位态

动态性

功能

位态

村委会生态功能位态

制度信任：规避
信任“陷阱”

资源支持：消解
组织“资源诅咒”

权力配置：突破
权力“板结化”

图3 乡村基金会与村委会趋适竞争下的成长式功能位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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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本结论与改革启示

村随着农 “ 心化空 ”、 、 子 ， 力 村农业 民原 化等 呈 公益 量 中生边缘化 农 问题逐渐 现 下沉 成的乡 基

村 。 ，毋 讳 ， 村 村成 促 发展的正 因素 然而 庸 乡 织 治理中的 体地金会 为 进乡 振兴与可持续 向 言 组 在乡 主

未 ， 力也 。 ， 来位并 充 参与现代 我发 颇为不足 同 管改革开 以 行政分显现 其 化进程的自 展能 时 尽 放 手段

村 了 ， 未 村 力。在改善乡 发 重要作 实际 乡 会 因嵌入 民生方面 挥 用 但 上尚 充分激发 社 治理的内在发展潜

， 村 ，尤 村 村 ，而 关于 公益主体问 其 不 作机制下 基金会与 委 关系问题乡 题 是 同运 乡 会之间的 会直接影

村 。对 ， 必 讨乡 治 改革目标和 绩效 此 有 在探 制 境所创造 素 发展机响 理的 实践 要 度内外环 的制约因 和 会

何影如 响 村 ，的 础 特定组织 体的行为特 和 动 是如何形 制乡 公益主体 基 上 更为深入地考察 主 征 互 关系 成

执 （度 行景观的 Abbott et al.，2016）。

村 会发展过在乡 社 程中， 村 村结构 下催生的乡 会尽管属乡 治理 变迁 基金 于“自组织、自管理”“民

办、 、民治 民享” ，本 、村 、营 组织 与 党团 经 组 行的民间非 利 基层 组织 委会 集体 济 织等并无经济上或

， 村政上的 属关系 却在 委 的隶 与 会 “ －施助受助 ” 了 。关系 架内产生 密 关联 而由框 切的层级 实证观察

， 村 村 （ ）、 （ ）经验 可知 乡 基金 委会之间 横向互 互动 纵向 式 动 和和 分析 会与 在 动 依存式 互动 顺从 互

（ ） 。 ， 村 村斜 动 互 式 都 态 并且 乡 金会与 委会 间 承向互 惠式互动 等模 下 呈现应承式互动状 基 之 应 式互

、 又 了动的目标 向 主体配置 行 导致导 和机制运 “ 权高度集 ”与“ 权分随时 ”、“ 一统 供给”与“差异

需求” 双 。效应 而的 重 从 ， 村 村态位视 析 乡 基金 之 的应承 动可生 角展开分 会与 委会 间 式互 归因于趋适

， ， 权力争 辑 度和生态 重叠度层次 的 构 以及突破竞 逻 并表现为生态位宽 位 化 结 位态 “ 结化板 ”、消解

组织“ 诅咒资源 ”、 避信任规 “陷阱” 统和防范传 “观念坝” 。 村 村的功能位态 推动乡 基 会与这为 金

了 。委 位态治理 政 启示会互动的 提供 有益 策

习近 书记平总 指出， 迈 新随着中国 入 发展阶段， 也 新的任务改革 面临 ，必 大拿出更 的勇须 气、更多

的 破除深层 体制机制障举措 次 碍
①
。 杂 ，的内部条 境发 变化的情况 构建发展在发展 件和外部环 生复 下 要

格局新 、 势打 优造发展新 、开创发展新局面， 必 力就 通过深 革激须 化改 发新发展活 ， 对靠 革依 改 应 变局、

开拓新局， 靠改革破 发展瓶颈依 除 、 势汇 发 优聚 展 、 力发展动增强 ， 对 村这 基金会的发 略指乡 展极具战

义。 ， 村 、导意 念指 乡 基金会在 事业上还 要不断 改革 开拓 识在新发展理 引下 公益 需 增强深化 创新的意 ，

权充分拓 增能并 展赋 、 势 力蓄 培 的行动。 此由 ， 位在 态治理层面上， 必要基于寻 良好的生态 而很有 求 位

成 流动的趋 竞争原则形 资源 适 （ 米迪 克，2013）， 主体到规通过从 则的转向， 结构 和功能位态以 位态 的

， 村 村 （狄 ，渐调适 探 乡 基金 应承式互 密 金华和 宝逐 求 会与 委会 动的组织 码 钟涨 2014）。

村 ， ，又鉴 为 间 完全靠税 优惠支持生 不 以 利润实现于乡 基金会作 民 非营利组织 既不能 收 存 能 营业

， 一 村 本 势来 。 ，展 应进 步促 会从根 上 服务 取社会资源 基础上 可 试发 进乡 基金 以自身公益 优 汲 在此 尝

村 大 力， 大将乡 社会组织 会 业以最 挖掘 化 在基金会由 转型为社 企 限度 其内生的市场 潜 实现资源价值最

。 ， 村 村过程中支 自身可持续 展 此 金会在乡 益事务上可 提升发展化 撑 发 由 乡 基 公 通过不断 “活性”水

①
参见《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s://www.gov.cn/xinwen/2020-08/25/content_55371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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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立起 在乡 公益事 的应有地平 建 自身 业上 位， 村 ， 村且担负 组织的应 在 委会的起乡 公益 有功能 并 与

对治理 等协同 场域中展开平 话。为此，对 村 村 会之间结 和功能问题于乡 基金会与 委 构 ， 基 当可 于 前“党

子 、 、 村村委班 带领 会组织协同社 乡 民参与”的“一核多元” ， 村 村化和 乡 基金会与互动氛围 优 强化

功能上的 同定位委会 不 和分工， 村 村而实现乡 委 由应承 极互 积 互从 基金会与 会 式消 动转向探索性 极 动，

村 村 。振兴战略 面实施和乡 会 质 展进而有效推进乡 全 社 高 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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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actionBetweenRuralFoundationsand theVillageCommittee in
RuralRevitalizationand ItsEcologicalNicheLogic:

An Inspectionof thePublicWelfareOrganizationEcology inZhongdongTown
ofMaomingCity,GuangdongProvince

XUGang ZHANGHaixia WUYou

Abstract:With the emerging problems such as rural hollowing out, agricultural marginalization, and atomization of farmers, the

rural foundations generated by the sinking of public welfare forces have become a positive factor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aking Zhongdong Town of Maoming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as a typical ca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cology of rural public welfare foundations, and finds that there is an accommodative interactive picture with both “coping” and

“commitme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foundations and the village committee, which results in a double effect that is

“highly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ation at any time” with “unified supply” and “differential demand”. The accommoda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rural foundations and the village committee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logic of moderate competition in view of

ecological niche, which displays a growth pattern i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welfare foundations. It also

manifests a structural pattern of the hierarchical ecological niche width and niche overlap, as well as functional patterns such as

breaking through power “rigidity”, dissolving organizational “resource curse”, avoiding trust “traps”, and preventing the traditional

“conceptual dams”. Therefore, the study provide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interactive niche governance between rural foundations

and the village committee, so as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support in organization ecology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 throughmaintaining a balanced relationship.

Keywords:Accommodative Interaction;ModerateCompetition; EcologyNiche;NicheGover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