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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乡村振兴战略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在民族地区发展振兴的过程中,村规民约的建设显得格外

重要。本文在介绍乡村战略以及民族地区村规民约建设的背景下,探究了村规民约的具体内涵,并且对民族地区村规民约的法

律价值以及社会功能作出了进一步的分析,以期促进民族地区又好又快地发展,走向繁荣。 

[关键词] 乡村振兴；民族地区；村规民约 

 

从十九大报告可以看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三者影响

到全国人民的生活质量,习近平总书记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

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能否稳妥进行直接影响

了全国百姓的幸福生活,也关系到城乡发展不均这个突出问

题的解决,并且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实施这个战略的过程中,既要有高瞻远瞩的顶层目光,也

需要脚踏实地地进行基层的改革。在民族地区,由于地域偏

僻,乡村文明没有得到很好的进步,也存在不少问题,为了解

决这些问题,村规民约的建设就迫在眉睫。在建设村规民约

的过程中,对村规民约进行不断地修葺与完善,使得民族地

区的乡村文明彰显生机与活力,创造出和平、友善、真诚、

和谐的乡风、激发出乡村发展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此举可谓

意义深远。 

少数民族地区存在地理位置的不便,加之长时间经济发

展的落后,因此法律没有办法很好地渗透民族地区人民的生

活中,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影响的领域、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

限。除此之外,政府和法律机关对于普法的宣传也不是很到

位,导致民族地区人民的法律意识非常淡薄,并不能很好地

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相反,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的影响,一些由家法家规延伸出来的村规民约在管理村民

生活中起到了调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保证人民生活

和谐安宁等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村规民约的内涵 

在界定村规民约时首先要区别传统村规民约与当代村

规民约两个概念。传统村规民约偏重于文化道德层面,是一

种乡土社会产生的结果,吸取了我国历史发展中传统思想文

化,注重发扬传统思想文化,以此指导人们进行日常的生产

实践。传统村规民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不采用强制手段,

而是用相对柔软的方式进行指导调控,维持正常的社会秩

序。当代村规民约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村规民约有很多相似

和继承之处,但在根本上仍然是存在不同的,主要体现在制

定程序上和内容上。在学术界,对村规民约的内涵有很多种

界定,但是基本上都认同村规民约是一种村民自治的重要工

具,已经上升到了法律层面。 

因此,当代村规民约是在国家宏观法律法规指导下制定

的,涉及到村民传统文化、民俗乡土、家庭教育、环境治理、

社会安定以及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的规章制度。村民利用村

规民约进行自我约束、教育和规范。当代村规民约在制定程

序上更加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在内容上,也涵括了社

会治理的各个层面、细枝末节,正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也逐渐修改完善,体现了全面化、规范

化。 

2 民族地区村规民约的法律价值 

2.1 村规民约是对法律的有效补充 

法律是从根本制度上对国家管理进行宏观调控,侧重于

抽象层面,而村规民约是在微观具体的事务上对村民的日常

生活进行管理和约束,侧重于具体层面。村规民约是在法律之

下,道德之上的“准法律”。在我国的宪法和民事法律中,只包

括了一般的民事主体权利义务关系,并没有涵盖所有的民事

权益关系,而在村规民约中,则是对于一些细微具体的日常事

务做出了规定,真正地深入到了人民生产生活所遇到的细枝

末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国家法律法规的延伸和补充,也能

够充分起到缓解基层和地方矛盾的作用。例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广西地区,瑶族地区因为出现了大肆偷盗木材的现象

直接催生出了许多村规民约,对当地的集体林木使用做出了

具体的规定,引导当地村民自主管理自己的木材资源。这在保

护当地林木资源,解决环境问题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缓和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得到了当地村民的普遍欢迎。 

2.2 村规民约继承了基本法律的社会作用 

村规民约在本质上同法律一样,都是管理社会的准则规

范,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

吸收优秀文明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

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保证人民安居乐业。民族地区的村规

民约基本上是在总结当地传统风俗文化,结合当地典型特征

而制定的,在形式上也不拘一格,普遍上是通过文字记录下来,

便于人民传阅,也有部分是通过口口相传散播开来,但总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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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了一定的教育、引导、约束和惩戒的作用,是村民自治的

典型。在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方面,村规民约是对法律功能的一

种继承和发展。村规民约的社会共能也是其最重要的功能。

例如一些民族地区在制定村规民约时,明确指出其目的是促

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保持良好的政治作风,创造丰富的精神文

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保护自然环境健康有序。可见村规民

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深入了村民的内心,激发了村民当家作

主的积极性,调动了它们的主动性、创造力,对于构建和谐社

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2.3 村规民约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为法律提供了借鉴 

相对于宪法和民法,村规民约在解决民族地区基层矛盾

时可能更加灵活有效,也更容易解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节约

了社会成本和人力物力。因此,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村规民

约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为法律提供了借鉴。例如,在赡养老人

方面,一些民族地区普遍认同家里的老人应该由最小的儿子

负责照顾,如果家中没有儿子,则由最小的女儿负责。在婚庆

嫁娶方面,民族地区普遍认同男方如果看中女方,应该先去女

方家中送聘礼,如果女方家中同意这门婚事,则可以收下聘

礼。如果最终女方家庭反悔,必须把聘礼送还回去,那么两家

的关系就结束。除此之外,在置办丧事方面,民族地区通常也

有自己特殊的规定等。这些内容都是法律法规中没有具体涉

及的,但又是村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规则约定。 

3 民族地区村规民约的社会功能 

3.1 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带领农民奔向“小康” 

许多民族地区的村规民约上有很多关于学习先进文化

知识、科学技术知识的规定,倡导农民吸取知识,摆脱落后的

文化状态,赶上社会主义时代潮流,通过脑力、科技走上致富

道路。这些倡议和规定大大提高了农民学习的积极性、主动

性,使越来越多农民能够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此外,

一些地区也会根据村民的需求向上级申请补贴经费组织科

技文化培训活动或者开展“送技术下乡”活动等,部分有长远

目光的村民还自发组织其他村民一起成立创业协会或创业组

织,一起谋求发家致富的道路,不再像以前那样“单打独斗”。

通过吸收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村民的创业能力也得到增强,

加上互联网时代的助力,民族地区一改过后闭塞落后的局面,

生产力得到快速提高,经济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 

3.2 推动政务透明化,改善干群关系 

村规民约一方面对上级干部政务处理程序做出了规定,

能够对干部们进行有效的监督,加强依法行政的保障,另一方

面也对村民参与解决事务提供了渠道,例如集体表决制就为

农民行使自己的权利,表达自己的意愿开创了途径。政务透明

度得到提高,农民当家作主真正实现。有利于促进干部与群众

之间的沟通交流,使干部更加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在做决策

时更加为基层着想,也使基层群众加深了对干部的理解,减少

误会的发生。由此干群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得到缓解,减少了矛

盾的发生。 

3.3 改善文明环境,维护社会安定 

民族地区根据地方特点制订了很多营造社会文明环境的

准则,例如破除封建迷信、学习科学知识、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尊老爱幼等。这些准则是对五千年中华传统文明的传承与发

扬,也体现了民族地区人民发扬社会主义文明的决心。在践行

这些准则时,村民通过行动内化了讲文明,树新风的重要性,

使文明之风得以传播深远,也加深了对传统美德的理解。在这

个过程中,人民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整个社会环境也变得越

来越安宁和谐,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村规

民约非常重视对村民的一些非法行为进行约束,在很大程度

上维护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治安秩序安定,几乎所有村规民约

都规定了不准盗窃、打架斗殴、赌博嫖娼等。对违规行为也

做出了相应的惩罚措施,例如道歉、写悔过书、罚款、挂红等。

有些地区甚至对罚款的数额、时间都有明确的条文规定。这

可以给予村民很好的警示作用,防止寻衅滋事的发生,减少了

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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