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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ut forward the topic of innovativ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proposed to strengthen and inno-
vate social governance, improve security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Taking the history of the 
funeral reform and the phenomenon of alienation in J provin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paper thinks 
that funeral reform is an important field and means of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and then con-
structs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with five dimensions: governance 
concept, governance subject, governance structure, governance path and governance content, which 
is taken as a new theoretical analysis perspective of the practice of funeral reform in J province. Then 
it analyzes the lessons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alienation phenomenon in the funeral reform in J 
province from four aspects: governance premise, governance process,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reflect on the alienation 
phenomenon and lessons learned in the social governance of the funeral reform in J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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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关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

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文章以J省殡葬改革的异化现象为出发点，认为殡葬改革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

领域和手段，继而构建了包括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路径和治理内容的社会治理创新分

析框架，以此作为J省殡葬改革工作实践的新型理论分析视角；随后从治理前提、治理过程、治理机制和

成效评估四个方面分析了J省殡葬改革出现异化现象的教训与启示，反思J省殡葬改革的社会治理中的异

化现象和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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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十九大报告强调“创新社会治理”。相比以前提出

的“创新社会管理”，一字之差的变换，体现了党和国家执政治国理念的重大改变和创新，更是对加强

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实践的重大理论提升[1]。在未来的发展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将成为我国社会

体制领域内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殡葬改革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领域，文章结合 J 省开展的殡葬

改革的社会治理的实践，试图以社会治理创新为分析视角，对 J 省实践殡葬改革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路径

进行理论阐释和教训反思，以达到为乡村振兴战略、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提供新的视角和依据的目的。 

2. J 省殡葬改革的异化现象 

2.1. “零点行动”下的收棺、起棺、毁棺 

2018 年 7 月 17 日至 18 日，J 省殡葬改革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会议规定 9 月 1 日零点起，J 省 A
县范围内实施殡葬改革“零点行动”，要求全面推行火葬，实现火化率 100%，火化后的骨灰一律安葬在

公益性墓地内，严禁遗体装棺入土，严禁骨灰入棺土葬。违反规定的，将拆除坟墓，强行火化。政策强

势推进执行，政策宣传不到位和基础服务设施不完善，强行改革对于土葬思想根深蒂固的村民来说是不

知所措的。此后，J 省某县政府开展每家每户收缴、用挖掘机集中捣碎棺材，当老人离世时撞上殡葬改革，

刨坟掘墓也要把棺材挖出来、遗体送交火化等疾风暴雨式的行动，老人购买或自制的棺材被执法人员强

制收缴、销毁，然而他们领到的补偿只有 2000 元，实际上棺材的成本远不止 2000 元，农民群众的利益

得不到保障。 

2.2. “二次入棺”依旧风靡 

不管是出于政绩考虑还是公共利益，殡葬改革工作在 J 省如火如荼地开展。殡葬改革似乎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火化率表面上得到提高，却依旧存在着“二次入棺”的现象，即“骨灰棺葬”、“先火化后

土葬”。大多数人们将死者遗体火化完后，运回家乡装棺土葬，按照传统的丧葬仪式进行祭奠，最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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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安葬并留坟头立碑。“二次入棺”的现象，不但没有实现节约土地的目的，反而铺张浪费、劳民伤财。 

3. 社会治理创新：J 省殡葬改革工作实践的新型理论视角 

社会治理，是对全社会的治理，也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是多元行动主体坚持共同参与、合作

治理的理念，不断探索和形成新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共同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和创新社会治理体

制，以达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治理目标。社会治理创新的内涵与

社会主要矛盾相关。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出发，社会治理创新目的是解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2]。本文提出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要求是以人民为中心，而且以法

治为前提，多元化主体之间相互合作，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遵循动态原则，因时、因地实施

治理。 
J 省开展的殡葬改革工作实践，出现了抢棺、收棺、起棺、毁棺的行为，这些简单过激的做法造成了

不良影响，与民意产生冲突，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引发了强烈的舆论谴责，同时改革没有达到既定目标。

殡葬改革是实现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内容，如果实现治理的实际手段恰与这个目的所描述的情景相逆，

这样的社会治理就是失败的治理。对于 J 省而言，殡葬改革的开展，需要整合政府、基金会、行业协会、

相关组织等资源，与该村村委会人员共同联动，充分发挥民众治理主体作用，与民众一同探索殡葬改革

道路。结合社会治理内涵的分析维度，本文尝试建构出一个关于殡葬改革工作实践的理想解释框架，如

图 1 所示。 
 

 
Figure 1. Action logic of the funeral reform in J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governance 
图 1. 社会治理视角下 J 省殡葬改革的行动逻辑 

4. 社会治理创新视角下 J 省殡葬改革异化现象的教训反思 

4.1. 治理前提：深入调查，做好事先风险评估工作 

社会治理能否成功，深入调查是关键的一个环节。调查可以更好地掌握民情民意。J 省在推进殡葬改

革前，没有做好研究调查，事先没有估计改革措施的可行性、难易程度与预期后果，仅仅依靠简单短期

的政策宣传来开展改革，后期开展的效果可想而知，同时也给将来的治理带去风险。对待殡葬习俗，不

能全盘否定，不能简单将其定位为封建、落后的文化。农村的殡葬习俗是存在一些需要摒弃的糟粕，然

而也有一些殡葬习俗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涉及农民的心灵安顿和人生意义，是一种维护社会稳定的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6136


廖黄坤，周紫荆 
 

 

DOI: 10.12677/ass.2019.86136 992 社会科学前沿 
 

制度。 
殡葬改革不同于其他改革，棺材对于老人意义特殊，他们在四五十岁的时候为自己置办棺材，这是

一种伦理支柱。归根究底，殡葬改革是一场关于人心的改革，如果不理解棺材对于国人人心、生命的意

义，一纸公文就要强迫推动殡葬改革，可以说是简单粗暴的执法行为。因此，在制定政策前，要做好风

险评估工作，既要看到迫切需要改革的方面，也要充分认识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和习俗传统，对传统和

人性心存敬畏，即使要改变也应该遵守移风易俗的规律，审慎推进。 

4.2. 治理过程 

有效的殡葬改革治理实践，首要的工作就是明确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对于改革过程中的问题既要

严守法治底线，又要讲求工作艺术。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要做到寓治理于服务之中[3]。 

4.2.1. 明确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 
社会治理中，要充分调动各个参与要素的积极性，县乡政府、国土部门、民政部门、村两委、红白

理事会等主体应协同发挥作用。J 省在殡葬改革的治理过程中，农民是被动者，甚至是对立者，强大的工

作阻力和舆论压力导致改革不得不暂停和调整，究其原因则是没有打破以政府为核心的权威，红白理事

会、村民代表和县镇政府和村委会等主体没有实现协调治理。殡葬问题的持续性、广泛性、直接性等特

点，决定了这场治理需要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参与，需要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整合、组织、协同和参与

等功能，打破以政府为核心的权威，实现治理权威的多元化，其他治理主体在一定范围内都可以在治理

中发挥和体现其权威性。 
殡葬改革实行火葬的目的是节约土地资源、破除封建迷信，因此殡葬改革主要改的是内容，而不是

火葬还是土葬的形式。比如，丧事操办过程中的大量烟花爆竹燃放、奢侈宴席以及其后的豪华墓地、豪

华墓碑、占地型水泥墓等行为要坚决禁止。殡葬改革不仅仅是火葬、平坟头、建公墓，更多的是社会文

明程度和群众总体素质的提高。 

4.2.2. 解决民生问题既严守法治底线，又讲求工作艺术 
所谓法治底线，是指在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各级政府要强化法治意识，依法行政。J 省殡葬改革之所

以被质疑，就在于他们突破了基本的法治底线，如棺材本来属于农民合法的私人财产，政府以一纸公文

代替道理、闯户收棺、集中毁棺的霸道执法行为是违背民意、失民心的治理，这决不是一种法治方式，

更与法治思维背道而驰，与此同时也为社会的长远治理埋伏下不定时爆发的隐患。 
殡葬改革本是一场漫长的观念革命，不可能寄希望于急风暴雨般的权力强制从而一夜间实现。现代

化的社会治理与权力运行自有其基本准则，它应当是人性的，更必须是法治并且规范的，改革治理要有

理有据。殡葬改革、移风易俗是艰难的，要讲究工作的方式方法，做通百姓的思想工作，使他们接纳不

一样的生死观、孝道观和丧葬文化，从而构建厚养薄葬的良好风气。同时，在工作艺术上，也要讲究工

作的节奏，可以先清除修建大墓、豪华墓、活人墓等丧葬陋习，再逐渐推进；要注重因地制宜，逐渐缩

小土葬的范围。 

4.2.3. 治理与服务缺一不可，寓治理于服务之中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相关服务保障工作要真正实

施，让他们无后顾之忧，这样才有可能支持参与改革。如 J 省的殡葬改革过程中，在改革前就应设计

群众新增的运输、火化、骨灰盒、墓地等成本解决的方案，就应做好集体公墓、殡仪馆等公共设施的

建设。否则，仅靠一些简单过激做法，伤害了民众感情，增加了民众的丧葬成本，也落空了殡葬改革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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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治理过程应循序渐进 
J 省有着上千年土葬文化的历史，以如此剧烈、快速甚至强力的方式推进殡改，强行起棺、当众销毁

棺木，难免显得“操之过急”，违反公序良俗。殡葬改革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处理方式必须灵活。

可以按照年龄、文化程度、接受程度等对老年人进行分层，通过配套建设公墓设施，逐步推进改革，尊

重部分年事较高、暂时无法接受火葬的老人意愿。以耐心做工作、加强宣传、分步推进等方式取代“一

刀切”、“运动式治理”。 

4.3. 治理机制：链接多方资源、实现多元联动 

殡葬改革的开展，要推动多元主体之间积极互动、整合多方资源服务等方面。 
J 省在殡葬改革治理中，仅仅依靠政府来“唱独角戏”，必定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J 省应致力于推

动多主体之间的协调参与，通过整合多主体所拥有的资源，共同服务于殡葬改革的目标。具体表现在如

下方面： 
第一，促进治理政策的执行与落实，加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话，保证群众在改革过程中能够切实

享受到政府政策优惠，享有相关社会福利权利。如 J 省在收棺活动引发强烈谴责，其实群众并非反对丧

葬火化，并非不支持以更加符合当代生存现实的方式安排人类的后事。人们愤怒并谴责的是这种简单粗

暴的行政方式，谴责的是这种强行夺人私产、或罔顾权属人意志强迫置换私产的霸道行径。政策的执行

与落实应给民众以基本的调整与适应期，给出足够的经济补偿来抚慰因丧葬方式骤然改变而落寞的心情，

而不是损害到百姓的利益，更是伤害到百姓的感情。 
第二，连接中国扶贫基金会、殡葬服务机构资源，对困难群众遗体实行免费火化，并对遗体接运、

存放、火化等基本殡葬服务项目实行免单。 
第三，连接中国殡葬协会资源，开展专业的服务项目。 
第四，整合当地相关部门、相关社会组织资源，共同服务。在治理过程中，要注重调动群众的参与

积极性和主体性，让他们积极参与整个项目实施开展的每个环节和领域。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当地志愿组

织来完善墓地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4.4. 成效评价：生态环境改善、社会风气良好 

通过殡葬改革的实践治理，对于 J 省土葬、丧葬陋习的改善有一定的成效，但一些极度僵化的地方

做法也伤透了民心，背离了殡葬改革的初衷。J 省开展殡葬改革实践治理的成效，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作为社会治理的内容之一，J 省开展殡葬改革是移风易俗的重要实践，对封建迷信行为有一定

的打击，推动了农村文明程度的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打下了基础。 
第二，部分社会力量在改革中积极发挥社会粘合剂和整合剂角色，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缓解官民之

间的关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实践也协助了政府进行有效的治理，成为基层政府进行社会治理

创新的重要途径和手段[4]。 
第三，殡葬改革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实践领域，为全国其他类似地区开展殡葬改革、促进农村文明程

度提供了教训和启示。 
第四，J 省的殡葬改革，没有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在民众参与其中的意愿和行动力的方面是失

败的。在这方面对于社会治理创新、新农村建设进程没有起到积极作用。 
第五，殡葬改革的开展并没有改变民众根深蒂固的土葬思想，即使火化也选择土葬的形式，土葬改

革区的乱埋乱葬、滥占耕地现象严重，浪费了大量自然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政策实施前没有进行广

泛宣传普及，行政手段缺乏法律依据，远没有达到农村治理的重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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