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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村民自治中村委会与村民的矛盾冲突正日益凸显，而伴随着集中化居住运动而来的搬

迁则使矛盾进一步激化，“钉子户”现象就是其显著体现。本文基于对山东省泰安肥城市 N

村的问卷调查和访谈，从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出发，以 N 村集中化搬迁中出现的“钉子

户”现象为例，认为“钉子户”的出现是村委会与村民沟通失败后转向的策略行动，并具体

探析了冲突的原因、影响并就相关的对策做出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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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而在其迅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受体制

等因素的影响，很多地区村委会的运行存在一定偏差，村委会面临着与不同主体

如乡镇政府、村党支部、村民的矛盾冲突。而其中与村民的矛盾冲突正日益凸显。 

同时，当前集中化居住运动在农村大范围展开，一方面它改变了农村面貌，

另一方面也由于搬迁问题进一步激化了村委会与村民的矛盾，而其中出现的“钉

子户”现象正是其显著体现。本文基于对山东省泰安肥城市N村的问卷调查和访

谈，从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出发，以N村集中化搬迁中出现的“钉子户”现

象为例，具体探析了冲突的原因、影响并就相关的对策做出了思考。 

 

一一一一、、、、现象概述现象概述现象概述现象概述    

本次调查对象中有 93%是已经搬入新社区的村民，7%是还未搬入的村民，也

就是“钉子户”。对村民与村委会冲突矛盾的测度主要是通过村民满意度测量的。

根据问卷调查及访谈结果显示， N 村大多数村民对村委会评价不高，也暗示着

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存在。下图是该村居民对搬迁中村委会的满意度

评价： 



                   

而在对他们进一步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了这一现象出现的一些具体原因，

下面让我们具体来看两个个案： 

个案 1：女，35 岁，初中毕业，务农，已搬入楼房。  在问及对村委会的态

度时，该村民的回答是“满意什么啊”，不满之情溢于言表。而当进一步追问不

满的原因时，说：“人家村里搬迁都有搬迁费，咱村里没有，也没什补助，只是

之前说的 200 块钱还有里程费，就这两个，没有别的，按理说搬迁得给一些费用

想什么安置费之类的，都没有。” “ 而且为了督促那些人快点搬过来，说是一

口人 200 块钱，到现在没给，反映了好几次了都让村里给打发回来了……现在反

正信任方面不太好……不给办实事，现在我看村里差不多都这样了” 

个案 2：男，45 岁，初中毕业，未搬入楼房，属于“钉子户”，仍在老村，

而老村已断电、停水。在同他交谈中，他的话语中明显表现了对村委会的不满。

而在问及不搬迁的原因时，说“不是不愿意搬是因为觉得不公平，打电话也找不

着他们，多少钱也不公开，什么都藏着，房子质量也不好，都裂了” “账目从

搬迁就得都给公布清楚，光搬迁公共设施就 2 个亿，盖的楼不少，都让他们要了，

要了再卖……以前的账目也是不明不白，社员的那些钱都让他们都给贪了！” “头

两天都打了小报告，他叫公安来处理，这些当官的比旧社会的还厉害！” 

 

从访谈中可以看到不管是已搬迁村民还是“钉子户”对村委会满意度低的原

因大体可以概括为：房子质量差；承诺没有兑现，主要是搬迁费没有及时给付和

之前承诺的二层小楼变成了公寓楼；财务不公开；搬迁中对村民采取强制性措施；

对于村民要求没有给予足够考虑。 

 



而从“钉子户”的话中，可以看到村民与村委会的矛盾冲突早就存在，而搬

迁只是一个激化这一矛盾的导火索。而通常面对冲突时，大部分人选择了默默忍

受，小部分人则选择抗争，于是出现了“钉子户”现象，它是村民与村委会矛盾

冲突的激烈外化，因此这一现象也为我们探析村民与村委会矛盾冲突提供了一个

窗口。 

 

二二二二、、、、现象分析现象分析现象分析现象分析    

对“钉子户”的研究目前大都以法律与政治为视角，笔者则认为导致这一现

象出现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村民与村委会之间沟通的失败。因此本文借助哈贝马斯

的沟通行动理论，从沟通的视角试图对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影响作出可能的分

析。 

（（（（一一一一））））理论依据理论依据理论依据理论依据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基于他对行动类型的划分。哈贝马斯将社会学理论

中的行动概念归结为四种：目的（策略）行动、规范调节的行动、戏剧行动、沟

通行动。
①
并且重点分析了目的（策略）行动与沟通行动。指出“策略行动”是

行动者通过选择一定的有效手段，并以适当的方式运用这种手段，而实现某种目

的的行动。“沟通行动”是指至少有两个行动者通过语言的交流，求得相互理解、

共同合作、协调相互之间关系的互动行动。
②
  而沟通行动与策略行动最大的不

同在于，它的目的不是个人意图而是通过沟通达成共识。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着重分析了沟通行动的实现条件：四个有效性要求与

理想的言语情境。四个有效性要求具体是：“可领会性要求”，即言说者选择一个

可领会的表达使双方能够相互理解；“真实性要求”，即言说者提供一个真实的陈

述以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真诚性要求”，即说者需真诚表达他的意向以使

听者相信他的话；“正确性要求”，即言说者需选择一种本身正确的话语，以使双

方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当这些有效性要求受到质疑时，

“人们基本上面临两种选择：或是转向战略行动，完全中断沟通，或是在不同的

                                                             

①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Ⅰ卷.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 83-101 页 

②
侯钧生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第 354-356 页 



水平上——一个辩论性言语的水平上重新开始以达到理解为方向的活动。”
③
   

而理想的言语情境则是指一个自由平等的情境。它本身内涵着一系列的条件，包

括对话双方应具有平等对称的地位和权利；每个沟通的参与者必须具有同等的权

力实施表达性言语行动；沟通结构必须排除一切强制；不给讨论设定时间界限，

讨论是够终止取决于是否达成共识。
④
 

这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得不到满足都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理的沟通

行动。 

（（（（二二二二））））原因分原因分原因分原因分析析析析    

从沟通行动理论出发，“钉子户”现象正是村民与村委会中断沟通转向的策

略行动——村民“抗迁”而村委会“停水、停电”以实现各自目的，是双方沟通

行动失败的表现。哈贝马斯提供给我们的思路是从有效性要求以及理性言语情境

中探析其发生的原因。 

1111、、、、有效性要求有效性要求有效性要求有效性要求受到受到受到受到质疑质疑质疑质疑    

“钉子户”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村民对四个有效性要求中的“真实性要求”

与“真诚性要求”提出了质疑。 

当行动的真实性受到质疑时，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事情真的如你所说吗？

这是可能的吗？ 从上述访谈中，可以看到： 房屋质量没有村委会说的那么好，

房子也并不是村委会所说的二层小楼，而搬迁费用以及补偿并没有村委会所说的

很高和及时给付。这些事实层面上的论据都使村民对村委会言语的真实性产生了

怀疑。而对真实性要求的怀疑又进一步导致了对真诚性的怀疑。 

当行动的真诚性受到质疑时，问题就变成了：对方是否在欺骗我？  钉子户

拒搬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村委会在欺骗他们”的怀疑。上述事实论据已经使村委

会言语的真实性受到质疑，加之他们本身行动的保密化，比如财务不公开、项目

运营部公开等都极大削弱了他们的信任基础。“钉子户”们不确定现在村委会的

好言好说待搬迁后是否会变成空头支票，无法兑现。   而从村委会一方来看，

新闻报道的各类拆迁事件都使村委会对“钉子户”形成一个刻板印象和预设，即

这些村民都是刁民，其真正目的“不是为了维权，就是为了趁乱趁机多要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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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对彼此的真诚性产生了怀疑从而破坏了行动的信任基础，沟通失败。 

2222、、、、理想理想理想理想言语情境言语情境言语情境言语情境并不存在并不存在并不存在并不存在    

当有效性要求受质疑时，行动者要么转向策略行动，中断沟通；要么转向理

性讨论，继续沟通。而“钉子户”现象中村民和村委会之所以都转向策略行动，

而不是理性讨论，主要在于缺乏进行理性讨论需要的理想言语情境。具体来看： 

首先，村民与村委会处于不对等的地位。村委会是有组织的群体，而村民仅

仅是无组织的、原子化的个人或临时性群体，村民在对话的主体性地位上明显处

于弱势，从而导致其拥有的话语权削弱甚至丧失，村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表达或

者即使表达了受重视程度也很低。根本无法达到哈贝马斯所说的“对话双方应具

有平等对称的地位和权利”更不用说“每个沟通的参与者必须具有同等的权力实

施表达性言语行动”。 

其次，当前的村民自治并没有实现完全的自治而是受制于乡镇政府以及其他

利益群体，这就使村委会迫于行政压力、自身业绩压力以及开发商合作压力等，

在集中搬迁过程中采取一些强制手段，如上述的断电、断水、强拆、挖地等行为

迫使“钉子户”就范，从而使沟通结构受到强制力量的干扰。    同时，由于“钉

子户”往往是计划之外的事，而村委会又要对旧村土地要进行一系列的规划，这

就使得村委会并没有足够的时间、物力、财力和精力去和村民进行理性辩论； 而

村民迫于居住、生活的基本需要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与村委会理性讨论。从而为合

理的沟通设置了紧迫的时间限度。 

而这些理想的言语情境建构的失败，只能导致双方转向策略行动，采取非理

性的手段达到各方目的。 

（（（（三三三三））））影响分析影响分析影响分析影响分析    

沟通行动是一种基于双方主体性考虑，建立在相互理解之上的行动，其目的

在于协调行动双方的利益关系，调解矛盾以形成共识。沟通失败意味着沟通双方

放弃了对对方主体性的承认，仅仅考虑到自身来选择最有效的方式实现目的，从

而转向策略行动。 虽然从短期来看，它或许能够快速达成目的，但是由于它仅

以自我为中心，忽视了对方主体性，并没有根本解决原本阻碍双方沟通的问题与

因素，而只能使双方之间的矛盾愈积愈深，而积聚的矛盾反过来会进一步成为下

一次沟通的障碍，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同时，当村民与村委会沟通失败时，双



方采取的策略行动由于仅仅考虑到自身最大化，因而常会采取非理性的方式：村

民往往会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方式，如江西“自焚”事件；而村委会也会采取一

些强压的政策进一步强迫其搬迁，从而进一步破坏了社区的团结与归属感，进而

又为沟通设置了障碍，最终不管对双方还是社会都会造成不利影响。 

对于村民而言，他们的利益常常得不到有效的满足或者即使得到了满足也由

于抗争损耗的时间和精力的抵消而降低了效用，最终还是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甚至变得更加弱势。 

对于村委会而言，沟通的失败进一步加剧了它的信任危机，威信再次受到挑

战，从而使其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只能采取强制性措施，进一步降低了村民对

它的认可度。 

最后，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积聚下来，

使两者的背离越来越远，进一步加剧了村民与村委会关系的紧张度。而这种紧张

在平常状态下可能表现的并不明显，而一旦出现如“搬迁”这样的导火索事件时

可能就会一触即发。社区这一基层自治单位本来是维持社会共同体团结的基本单

位，而长此以往其内部必定会发生分裂，相应的社会团结的机制必定受到破坏，

而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村民很可能会再次陷入“原子化”和“碎片化”的无组织

状态，从而使得社会积聚了巨大的不稳定能量，对社会整合和安全稳定都构成了

极大威胁。 

 

三三三三、、、、对策思考对策思考对策思考对策思考    

我们可以看到：“钉子户”现象只是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在遇到偶

然事件如“搬迁”时的激烈外显，它反映的是村民与村委会关系的紧张。根据哈

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笔者认为双方关系之所以紧张、矛盾之所以存在主要是

由于没有实现有效的沟通。而要解决矛盾，关键在于制造条件重新实现沟通行动。 

哈贝马斯提出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建立一个法律与民主的商谈理论”
⑤
来

实现沟通行动。同时他指出关键在于保证法律的认受性，而它只能来自两个方面：

法律应经由一个有认受性的立法程序而制定；法律应保障每个个人都可享有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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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自由（或权利）。
⑥
  由此出发，笔者认为解决双方矛盾、缓解紧张关系可以大

体从如下几点入手： 

第一，从法律角度来看，社区应当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规则系统，而其制定

必须由它的施行对象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来判断，从而保证规范制定之后能够保

证其认受性，进而为以后的沟通创造规则条件。以有效的村规民约体制的建立为

例，它制定的程序必须经过村民与村委会的共同协商来认定，最好是由一个利益

不相关联的第三方制定然后经由双方的共同参与修改，而规则一旦制定就要保证

双方严格按照这一规则行事，任何人都不能享有特权。同时也可以按相同的办法

加强财务公开体制建设，健全村民大会等基层民主制度体系。 

第二，从沟通有效性要求出发，加强和完善对村委会运行机制的监督，使监

督真正落实到实处，可以引入除村委会与村民以外的第三方或是建立类似于农会

的村民自组织，实现多方参与监督，从而确保真实性要求；提高村民和村委会对

沟通的重视程度，树立主动参与沟通意识，营造良好的沟通氛围并且着重提高他

们的沟通技巧，从而确保真诚性要求；同时还要提高双方的素质，加强村民培训

以及村干部培训，使其能够对双方的表达有一个正确的理解，避免解码错误。  

第三，从理想的言语情境出发，最重要的是拓宽有效的沟通渠道，使村民有

权力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大力发扬基层民主，发展一系列参政议政的社会渠道，

如社会协商对话、公众议政活动等，建立有效的安全阀制度，使利益表达主体有

一个表达利益的平台。同时还可以成立维护村民权益的村民自组织与村委会进行

平等对话；改变当前的村委会不能“自治”的局面，理顺与乡镇政府的关系，从

而减轻外部环境的压力，为沟通创造良好的条件。 

 

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并非不可解决，沟通行动也并非只是空想，只

要正确分析矛盾产生的原因，对症下药，两者终究会实现有效的沟通，从而保持

社区基本单位的完整与团结，并为社会稳定打好坚实的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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