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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水协会”案例看民间协会的集体行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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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局部区域性共享资源的治理应当以社区自治为主 ,政府间接支持为辅的方式。由于共享资源的性质决定

了社区自治是集体行动的性质 ,因此需要围绕协会的组织与领导实现共享资源治理中的成本投入与分摊以及收益

的分享。以协会的组织和契约性规则为正式制度 ,结合以互惠合作为核心的群体规范等非正式制度共同构成“管水

协会”这类民间协会的集体行动机制 ,实现共享资源的社区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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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遂宁日报 2006 年 5 月 24 日报道 ,为降低

水费 ,按“民建、民管”的原则 ,射洪县首个管水协

会 ———陈古镇熊家祠村管水协会正式成立。该协会

由 14 个组 556 户农户组成 ,协会以“自我管理 ,自我

服务 ,合理用水”为宗旨。协会成立后 ,自发组织农

民投资 1. 4 万元 ,投工 900 人次整修了渠系、山平

塘 ,新增蓄水 3 300 立方米 ,新增灌面 162 亩。协会

有效地解决了困扰群众、干部多年的“农民管不了 ,

政府管不好”的用水问题 ,大幅度降底了水费 ,节约

了生产成本 ,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诸如水资源这类局部区域性共享资源的治理从

政府直接管理的体制转变为以社区为基础的自治管

理体制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然而成功实现这一体

制转变的前提条件是 :资源使用者群体能够组织起

来实现资源治理的投入以及收益分享。很多的实际

调查表明 ,许多地方能够做得很好 ,然而还有许多地

方虽然面临相同的问题却无法实现有效的共享资源

社区自治。因此 ,以社区自治为基础的共享资源管

理还需要一个基本的理论研究。本文试图利用动态

组织的集体行动理论来解释以协会为核心的灌溉水

资源社区自治的成功要素。

1 　民间协会与灌溉水资源的社区自治

发展灌溉水资源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 ,传统上

一直主要依靠政府 ,由于公共物品的性质 ,必然需要

政府的作用。但是 ,政府直接管理局部性共享资源

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特别是对于局部区域的共享资

源治理。实践表明 ,长期生活在一个区域的资源使

用者 ,因为能够认识到依赖于共享资源存在的共同

利益 ,因而他们自身有更大的激励去实现资源的有

效治理和使用 ,而且相对于政府部门的外部监督来

说具有地方性知识的比较优势。因此 ,世界银行认

为 ,社区为基础的共享资源自治管理比政府部门的

外部管理更有效 ,应当建立以社区自治作为局部共

享资源产权管理的主要体制。因此 ,区域性自然资

源的管理体制从政府部门的直接管理转向社区为基

础的自治是世界范围内的政策趋势[1 ] 。从我国的实

践来看 ,政府逐步退出局部共享资源的直接控制与

管理 ,而采取间接的扶持和政策支持是符合我国国

情和特色的。

以协会为核心实现区域灌溉水资源的社区自治

具有集体行动的性质。集体行动的名称和含义来源

于奥尔森经典的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也就是

说 ,由于共享资源的存在形成一个群体共同的利益 ,

集体行动的本质是生产集体性物品以实现共同利

益。共享资源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纯公共品 ,也不是

私人物品 ;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是一个特定群体内部

需要集体行动实现治理收益、难以排他但是又分别

享用的物品。由于是共享资源 ,所以很难把那些不

参与共享资源治理的个体排除在治理实现的收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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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这一特性使得在涉及共享资源治理的集体行动

时永远会存在搭便车的诱惑。所以说 ,共享资源是

一个群体集体行动需求产生的根本原因 ,决定了集

体行动的可能性。即由于整个群体共同占有和使用

资源 ,因而共享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维持需要投入成

本 ,这个成本的投入以及由此引发的收益分享就需

要集体行动来实现。

在四川遂宁的“管水协会”案例中 ,共享资源的

性质决定了单纯市场和政府机制治理模式的不足 ,

即报道中指出的长期以来“农民管不了 ,政府管不

好”的用水问题。所以 ,“管水协会”的性质是实现水

资源社区自治的集体行动。

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没有基于现实世界的社区

群体在长期相互交往基础上的动态组织过程来考虑

集体行动的实现问题 ,因而结论是悲观的、不符合现

实的。因此 ,共享资源社区自治的研究应该在具体

的场景中分析一定规模群体中的个体通过策略互动

实现自主组织与自主治理的过程 ,即社区内个体或

者说家庭能够在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

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实现相互信任与合作 ,通过共享

资源治理的集体行动实现持久的共同收益[2 ] 。

2 　协会的组织与群体规范 :社区自治
实现的路径

　　以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经过大量实证

调查发现 ,现实中存在着大量在渔场、森林、牧场、水

资源以及其他一些共有资源方面的社区自治的成功

治理实例。所以奥斯特罗姆教授坚定的认为 :一定

规模的群体能够实现共享资源自发治理的集体行

动。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 ,面临同样的问题和场景 ,

许多地方同样存在无法实现共享资源自发治理的集

体行动。根据 2004 年的调查 ,我国共有农民用水协

会约6 000个 ,大约有三分之一取得了比较规范和比

较显著的成效 ;有三分之一的成效一般 ,发挥的作用

比较有限或者说不是非常明显 ;还有三分之一只是

走个形式 ,没有实质的工作内容。因此 ,寻求农民用

水协会究竟如何实现有效的组织以实现水资源的社

区自治是理论和实践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

集体行动的性质 ,我们运用动态的集体行动理论来

解释社区自治的共享资源治理问题 ,重点在于个体

参与水资源治理的激励约束问题。

不同于传统的抽象、静态的理论研究 ,首先我们

需要认识到 :共享资源社区自治的集体行动是通过

动态的组织和具体的管理来实现共享资源的治理。

所以 Herzberg 指出 :“(在集体行动中) 弄清楚自治

与自愿捐赠行为的差别是重要的 ,自治意味着在总

体性制度规则制定层次的自我参与和不同的治理安

排中的选择 ,但是一旦选定 ,自治制度对所有成员施

以权力。一句话 ,自治仍是治理 ( Self2governance is

still governance) ”[3 ] 。因此 ,集体行动是通过群体

内部的动态组织和管理过程、最终依靠制度实现个

体的参与激励与约束。制度一般包含规则、组织结

构等正式制度以及规范、习俗等非正式制度两个方

面内容。因而集体行动的实现路径是通过以组织和

规则为代表的正式制度以及以群体规范为代表的非

正式制度的建构与演化来实现的过程。

首先 ,围绕共享资源治理的集体行动需要明晰

的治理规则。具体的说 ,需要正式治理规则来对个

体在共享资源治理过程中的投入以及治理收益的分

享方面形成明确的契约性约定。Zimbauer 指出 :

“通常的集体行动都主要依赖于管制性制度规则的

存在 ,以限制战略机会的无限滥用、确立稳定的相互

承诺和长期的契约关系。”[4 ]所以在奥斯特罗姆的制

度定义中强调了制度作为规则对个体的强制力 ,“所

有规则都包含着禁止、允许或要求某些行动或结果

的规定。”而且规则的有效在于群体内个体的普遍认

可和接受 ,“只有当受其影响的大多数人知道它的存

在、期望他人对个人行为加以监督和对违规行为实

行制裁时 ,才能讨论规则。”[5 ]因此 ,共享资源社区

自治过程中所需要的投入与产出分享等规则需要尽

可能明晰和成文化 ,使得个体行为和预期稳定 ,实现

和维持集体行动。

显然 ,以契约性规则为代表的正式制度的供给

存在初始成本 ,比如 ,联系与沟通、起草契约、组织谈

判以及组建管理机构等工作。因此 ,集体行动的实

现必然要求某些个体承担上述的组织与管理工作。

从组织与管理的角度来看 ,集体行动中的参与个体

划分为两类主要角色 ,即领导者和跟随者 ,领导者实

施集体行动的组织工作、制定并经过群体内的讨论、

谈判被广泛接受的规则 ,跟随者接受规则并按规则

要求投入。紧接着的问题是两类角色个体存在的动

机 ,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为角色的存在提供了合理的

解释。虽然缺乏较为正式的理论模型 ,但是很多学

者已经在文章中分析异质性对于集体行动的影响 ,

认为集体行动需要某些个体的积极领导作用 ,如

Gaspart 提到 ,“(收入或财富) 的差异对于建立管理

权威是有利的 ,政治上地位、社会声望以及其他一些

类似因素似乎是提升一些精英分子承担创建集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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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成本的真正动机。”[6 ] Baland & Platteau 通

过观察指出 :“在分散决策的场景 ,较富的个体充当

集体行动的领导角色 ,比如乡村 ,较富的家庭通常作

为共享资源管理的首先倡议者并在最初发动阶段发

挥积极的作用。”[ 7 ]因此 ,基本的理论逻辑是 ,为了实

现集体行动 ,需要组织与管理以及相应的规则供给 ,

而基于个体差异实现的选择性激励将使得某些个体

承担组织与领导工作。

其次 ,共享资源社区自治的集体行动需要群体

规范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群体规范的作用方式主

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对群体内普遍接受的契约性规

则的执行 ,二是无法用规则明确的隐含、默认行为。

针对共享资源自发治理的实现与维持性问题 ,后一

个方面可能更为重要。前面指出 ,集体行动的性质

和主要难题是克服“搭便车”行为。现实中 ,对于共

享资源收益“搭便车”行为的主要惩罚来自于群体内

部长期交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群体规范 ,核心内容

是通过互惠合作实现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

惩罚的主要方式是排斥、孤立以及谴责等。可以设

想 ,在村庄这样的场合下 ,这样的惩罚是有效的。

因此 ,社区自治的集体行动实现共享资源的自

发治理是一个动态组织与管理过程 ,需要关于共享

资源治理的投入与产出分享方面的契约性规则 ,以

及以互惠合作为核心的群体规范的作用。契约性规

则实现集体行动参与的具体实施条件 ,而群体规范

则实现参与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实现与维持的另一

个主要分析是一个群体能否内生演化出有利于实现

集体行动的行为规范。集体行动的实现路径见图

1。

图 1 　规则与规范实现的集体行动

因此 ,根据上述集体理论 ,区域水资源社区自治

的集体行动是以“协会”为纽带依靠规则与规范完成

的。以协会的组织形式实现资源治理的组织与管

理 ,制定共同遵守的契约性规则 ,完成必要的资金和

劳动力投入以及治理收益的分配等 ,这些规则尽可

能的明晰和书面化 ,以使得所有资源收益个体明确

合作的预期 ,实现各自的投入。此外 ,以互惠合作实

现群体的长远利益为核心的群体规范将起到促进个

体积极参与以及实现对不参与个体的惩罚的作用 ,

两者结合共同实现四川遂宁“管水协会”的成功运

作。

3 　结论与意义

局部共享资源管理体制的转变是受到政府直接

管理局部性共享资源的局限性的影响 ,也伴随着民

主意识和公众参与精神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实际

调查表明 ,共享资源的社区自治模式能够实现资源

的有效治理和使用 ,挑战了传统上关于政府是唯一

能够通过强制力来管理共享资源的制度安排的认

识。灌溉水资源的社区自治本质上是集体行动 ,通

过以协会为组织形式实现的资源治理的组织与管

理、以及长期交往基础上的互惠合作的群体规范支

撑作用共同实现共享资源的社区自治。也就是按

“民建、民管”的原则实现的社区自治模式。目前 ,关

于用水协会的实践中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有些地方

做到了政府满意、农民也满意。但是 ,还有许多地方

没有取得有效的治理。本文的分析表明了以协会为

核心围绕治理的契约性规则需要的组织与管理任

务 ,同时表明协会领导者角色以及群体规范的激励

作用。现实生活中还需要从具体的组织过程以及治

理规则的细节入手来分析个体的参与激励从而实现

共享资源的社区自治。

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一直认为市场和政府互为替

代品 ,决定了人类行为的主要治理结构和机制 ,而没

有给介于其中的自愿合作组织留下空间。必须认识

到 ,社区为纠正市场和国家失灵 ,进而支持现代经济

发展提供了极为需要的第三种替代作用的机制。因

此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 ,一个有效的国家经

济体制 ,不能只是市场和国家的结合 ,必须是包括社

区在内的三个治理机制的结合[ 8 ] 。以“管水协会”为

代表的共享资源社区自治模式必然会随着经济体制

改革的深入继续发挥和扩大作用 ,但是这并不是说

完全不需要政府以及政策的支持 ,相应的好的制度

环境将促进社区自治的完善。因而 ,在直接的政府

管理模式转向以社区自治为主的模式中 ,政府在法

律、法规以及政策引导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

同时 ,社区自治模式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新农村建

设以及基层民主管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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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自我意识、对社会团体的责任 ,协调了公司的产
业供应链、物流链的整体运作 ,内外资源的整合 ,规
范了企业内的人、财、物 ,对企业的整体运作进行监
管。而这些要素都对企业的技术产生相当的影响。
因此 ,战略引导技术作为企业创新的核心 ,对于企业
创新与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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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zation of Innovation from Technology - determined Period to Strategy2guided Period

L I Jian2li , ZH EN Hong
(College of Transportation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200135 ,China)

Abstract : Innovation t hrough met hod of st rategy - guided technology has been favored b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innovative enterprises , while

technology - determined period is it s basic foundation. In t his paper , we explain t he downside of met hod of st rategy determined by technology

and t he superiority of st rategy - first mechanism. From t he aspect s of int roduction as well as research & develop of technology , t he guiding

effect of st rategy is analyzed. A st rategy - guiding system is proposed at t 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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