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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和美乡村建设的若干实践问题
∗

李小云　 郑添禄

（中国农业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之一，是在一个高度压缩的时空中推动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大战略举措。 乡村振兴不可能在乡村孤立地实现，而需要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偶联”机制推动下逐步实现。 通

过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推进县城振兴，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动能。 乡村建设不是简单地建设村庄，而
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 和美乡村建设不是搞“形象工程”，而需要在人居环境改善，发展产业，保护生态环

境和农耕文明，改善乡村治理等方面系统推进。 和美乡村是为农民而建，从规划到实施都要坚持农民为中心的原则。
推动和美乡村建设与经营的农民主体性，需要从以农民为中心的决策机制、建设机制、经营机制和受益机制方面统筹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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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四十多年来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驱动的

现代化一方面将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改造

成为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大国。
中国人均 ＧＤＰ 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５６． ４ 美元增长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１２７２０． ２ 美元，城镇化率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８％ ，增长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６４％ ① ∗∗

。 但另一方面，偏倾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也造成了城乡发展相对差

距的扩大。 乡村在居民收入、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等方面与城市的差距，特别是对乡村投入不足、产
业单一、效益低下、乡村人口稀疏化等所导致的乡

村衰落日渐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短板。 这一

短板涉及到了国家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农民

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升等一系列事关当下社会政

治稳定和中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很显然，
推动乡村发展具有战略的紧迫性。 但同时，推动乡

村发展不能孤立独行，需要在国家现代化的战略中

统筹布局。 这正是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主

要背景。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

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
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１］同时明确了乡村振兴的五大目标。 这标

志着乡村振兴行动的开端。 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

的落实需要在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大语境下展

开，乡村的振兴仍需要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外力驱

动；另一方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仅在于增加对

农村的投入，更重要的是从战略、体制和机制上为

乡村发展注入内生的动力。［２］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

兴战略目标中的产业兴旺、治理有效以及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政策含义正在于此。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是推动农业农村现

代化，其中政策的重点是聚焦乡村地区的发展。 而

在实践上则需要落在乡村社会经济空间的村落上。
由此衍生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以及乡村中具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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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功能的村庄建设关系问题，中央就此有着清

晰的战略布局。 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大力

实施乡村建设的意见，并系统提出了推进乡村建设

的八个方面的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了“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３］ 这为乡村建设提出了更为明确

的目标。 到 ２１ 世纪中叶，中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美丽乡村将成

为现代化强国的标志，美丽中国的底色，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意义重大。［４］

推进乡村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观战略

和政策问题，需要全面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在实践中瞄准乡村振兴的

五大目标。 同时，乡村建设又涉及到村庄的发展建设

规划、农民生活和收入水平提升、农耕文化传承、生态

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的微观实践问题。 如何将这一系列

的微观实践问题与宏观战略政策协调成为一个完整有

序的体系是当前乡村建设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 本

文将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语境出发，结合笔者在

全国各地从事乡村建设实践的经验与体会，就如何有

序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如何展开乡村规划和乡村运营，
特别是在和美乡村建设中如何确保农民的主体性等问

题展开讨论。

　 　 一、城乡现代化的“偶联效应”：和美乡
村建设的动力机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需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

系”。［１］这一表述是基于对现代化进程基本规律和

中国发展的特殊条件客观和科学的认识。 如果从

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两个指标来衡量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水平，就全世界发展的经验而言，经济

发展和城镇化水平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直接相

关。［５］如表 １ 所示，凡是人均 ＧＤＰ 水平高，城镇化

率高的国家，农业的土地和劳动生产率也高。 美国

作为发达国家，其人均 ＧＤＰ 和城镇化率分别为

７０２１９ 美元和 ８２. ８７％ ，同时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

也达到 ８２６８ 千克 ／公顷，劳均农业增加值高达 １０
万美元左右。 而对于印度和坦桑尼亚等发展中国

家而言，人均 ＧＤＰ 低、城镇化率低的同时，单位面

积粮食产量和劳均农业增加值也普遍偏低。 印度

２０２１ 年的人均 ＧＤＰ 为 ２２３８ 美元，城镇化率为

３５. ３９％ ，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为 ３４７９ 千克 ／公顷；
２０１９ 年的劳均农业增加值为 ２０７６ 美元。 （见表 １）

表 １　 各国经济发展、城镇化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比较

人均 ＧＤＰ
（美元）

城镇化率
（％ ）

单位面积
粮食产量

（千克 ／ 公顷）

劳均农业
增加值

（２０１５ 年价格，美元）
美国 ７０２１９ ８２． ８７ ８２６８ １０００６２
德国 ５１２０４ ７７． ５４ ６９９８ ４３７１５
日本 ３９８２７ ９１． ８７ ６７８７ １７７６３
韩国 ３４９９８ ８１． ４１ ６８０９ ２０５７２
中国 １２６１８ ６２． ５１ ６３２０ ５６０９
印度 ２２３８ ３５． ３９ ３４７９ ２０７６

坦桑尼亚 １１４６ ３５． ９５ １６５１ ８６８

注：城镇化率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单位面积粮食产

量为单位面积谷物产量；劳均农业产值使用劳均农业、林业

和渔业增加值。 其中劳均农业增加值为 ２０１９ 年数据，其余

数据均为 ２０２１ 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

农业农村现代化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不

仅仅表现在不同国别之间的差异，同样体现在发展水

平存在差异的一个国家的内部。 当然，一个国家内部

发展的差异并不像国别之间那样明显，但仍能反映出

两者之间的联系。 表 ２ 数据显示，位于东部沿海地区

的浙江和江苏两省的人均 ＧＤＰ、城镇化率、劳均农业

增加值以及农民收入都显著高于其他省份，其中浙江

省 ２０２１ 年 人 均 ＧＤＰ 达 １１３８３９ 元，城 镇 化 率 为

７２. ６６％，劳均农业增加值超过 １０ 万元并且农民收入

达到 ３５２４７ 元。 位于中部地区的河北省，其人均 ＧＤＰ、
劳均农业增加值和农民收入仅为浙江省的一半左右，
二者城镇化率相差约 １０％，而位于西部地区的甘肃省

则更低。 笔者将城乡发展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称

之为“偶联效应”，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城

乡发展对于现代化的路径依赖。 这也是传统现代化进

程的一般性规律。 强调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并不意味

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会脱离这一路径。 （见表 ２）

表 ２　 中国不同地区若干省经济发展、城镇化率

和农业农村发展的关系（２０２１ 年）

人均 ＧＤＰ
（元）

城镇化率
（％ ）

劳均农业
增加值
（元）

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
收入（元）

浙江 １１３８３９ ７２． ６６ １０７３６４ ３５２４７
江苏 １３８２５５ ７３． ９４ ７４９７３ ２６７９１
湖北 ８６５５１ ６４． ０８ ５７２２５ １８２５９
河北 ５４１８１ ６１． １４ ５１８７１ １８１７９
云南 ５７７１７ ５１． ０４ ３２２７７ １４１９７
甘肃 ４０９７６ ５３． ３３ ２３５３１ １１４３３

注：城镇化率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劳均农业增加值
由第一产业增加值除以第一产业就业人数计算而来。
数据 来 源： 国 家 统 计 局，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 ｈｔｍ？ ｃｎ ＝ Ｃ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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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沿循传统现代化路径并非完全复制

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

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西方发达国

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

两百多年的时间。 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两

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

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

叠加发展的。” ［６］ 根据伊萨贝拉的研究，［７］ 英国在

１７００ 年到 １８５０ 年之间发生了系统的农业革命，期
间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力持续增长。 农业 ＧＤＰ 在

全国总的 ＧＤＰ 中的比重由 １７００ 年的 ４３％ 下降到

了 １８５０ 年的 １０％ ，农业人口只剩下了 ２５％ 。 经济

结构很类似于中国当下的水平。 但是在整整 １５０
年的时间里，农民的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得到增长。
１９ 世纪中叶以后，英国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纺织

业、铁路和公路等基础设施对于劳动力需求剧增，
农民的收入才开始增长。 不仅如此，从工业革命开

始到 １９ 世纪末，底层群体人均寿命没有明显改善，
上层群体和下层群体人均寿命差异长期维持在十

岁左右，出现了较为长期的财富增长伴随贫民数量

增长的不平等局面。 这就是所谓的“串联式”发展

以及收入和福利差距的社会代价。 无论从社会的

承受度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使命都不允许中国

的现代化按照这一路径展开。 农业的发展不可能

等到完全工业化和城镇化以后再现代化，农民的收

入不可能在一百多年里保持不变。 所以，中国的现

代化只能是“并联式”的发展。
在一个高度压缩的时空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一方面需要实现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也就是说，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将遵循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基本

经验，但同时需要探索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同

步现代化的道路，即城乡融合发展的发展路径。［８］

这一路径的核心是力图避免西方现代化曾经出现

的农民收入长期停滞不前，进入城市的农民贫民化

和乡村的过度稀疏化的弊端。 这也是当下和未来

推动乡村振兴工作和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工作的核

心。 中国从 ２１ 世纪初开端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行动逐渐发展到今天的和美乡村建设行动正是从

政治、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统筹城乡发展

的战略布局之一。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概念包含

了城乡融合多维度的要素，为乡村的建设注入了时

代的内涵。 因此，不能将和美乡村建设行动简单地

理解为投入资金建设村庄，而应全面理解党中央这

一基于城乡融合的战略考量。 从这个意义上讲，推
进和美乡村建设应该首先着眼两大方面的问题。

第一，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不能就乡

村谈乡村，需要跳出乡村抓乡村。［４］ 跳出乡村抓乡

村的核心在于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 乡村振兴

首先需要缩小城乡的差距。 城乡差距主要表现在

居民收入、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方面。［９］ 缩小并

最终消除这一差距不可能完全靠乡村自身的发展。
因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随着工业化和城镇

化已经逐渐转移到了城市。 因此，仅依靠乡村现有

的经济和社会能力无法驱动乡村的振兴，乡村振兴

需要城市的动能。
城市动能驱动乡村振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

机制之一。 带动城市动能不是孤立地将城市的产业或

者财富转移到乡村，而需要在继续推进城镇化的过程

中通过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而实现。［８］从中国当下

经济社会的结构而言，积极推进城镇化依然是推动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２０２２ 年，中国农业 ＧＤＰ 占

总 ＧＤＰ 的比重约为 ７. ３％，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

口的比重依然高达 ２４. ０８％①∗

。 从现代化的角度讲二

者比例的不协调直接导致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的结

构性问题。 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高达 ８. ９７ 万美元，
日本也为 ２. ２７ 万美元，而中国目前仅为 ０. ５２ 万美

元。［１１］推动乡村振兴，重视农业发展并非旨在保留或

增加农业人口，相反，按照城乡融合发展的思路，推动

乡村振兴仍需要推动农业人口比值的下降，从而为提

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规模经营，推动农业现代化提

供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模式呈

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现代工业在东部、沿海地区

和交通便利的大中城市聚集，造成了乡村人口向这

些地区的聚集。 截止 ２０２１ 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

为 ９. １ 亿② ∗∗

，其中超过三成的人口居住在 ３５ 个大中

城市③ ∗∗∗

。 ２０２１ 年中国 ＧＤＰ 排名前 ３５ 的城市生产了

中国约 ４５％ＧＤＰ④ ∗∗∗∗

。 与此同时，中国 １４７２ 个县的县

城和 ３９４ 个县级市城区的人口只占到全国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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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３０％ 。［１２］并且，多数县城除了在经济发展和公共

服务的质量方面与大中城市存在差距以外，在基础

设施和交通等方面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具有吸纳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潜力。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

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各地要

根据自身的实际积极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培育发

展特色优势产业，稳定扩大县城就业岗位。 推动县

域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条件，
发展“一县一业”，三产融合，发展劳动密集产业，承
接发达地区加工工业的产业转移，从而为吸纳本地

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提供条件。
第二，推动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振兴和建设乡村

的外部条件，而推进乡村振兴和建设和美乡村依然

离不开乡村内部的动力驱动。［１３］ 乡村发展内生动

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人才问题。 城乡

转型导致乡村人力资源的流失，继而造成乡村发展

内生动力的核心要素的缺失。 当下乡村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落后，缺乏有吸引力的产业和就业等是

导致人力资源流失的重要原因。［１４］ 这也是中央推

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核心所在。 通过建设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不是建设可以看的景观，而是立

足于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建设不仅包含了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和产业等，还包括了文化和生态环境，
更重要的是发育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与机制。 只

有这样才能为乡村注入吸引人才留在乡村的机制，
发育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其次是乡村经济的发

展。 乡村长期以来都是生产粮食的单一经济空间，
粮食生产比较利益低，经济发展缺乏动力。 但是随

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乡村的相对价值正在发生变

化，乡村的经济空间正在放大。 品牌农业、三产融

合、一村一品、乡村康养和乡村旅游等都正在改变

乡村的经济结构。 据统计，２０１９ 年，我国乡村休闲

旅游业接待游客 ３３ 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 ８５００ 亿

元① ∗

。 乡村价值的多元化正在推动乡村经济空间的

扩展，为乡村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乡村经济空间的

扩展与城市动能密切相关，构成了乡村振兴新的内

生动力，这也是新的历史阶段，城乡融合发展的内

在逻辑。 最后，乡村的市场主体问题。 以户为主体

的家庭经营是乡村经济的主要特点。 但是分散的

农户无法面对市场的要求。 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社

是过去几十年不断发展出的以农民为主导的市场

主体。 但是由于缺乏管理人才，很多这样的合作社

都成为了“僵尸社”。 据统计，截止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底，
全国共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 ２２２ 万个② ∗∗

，但是“空
壳社”的现象普遍存在，占比至少在三分之一以上，
部分地区甚至达到 ６０％以上。［１５］ 近年来，浙江和云

南等地出现的“乡村 ＣＥＯ”正在为解决乡村经营人

才缺乏问题展开探索。

　 　 二、乡村建设如何实现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振兴的一系列行动是国家推动现代化进

程的战略和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乡村振兴

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在宏观政策上，如推进县城为载

体的城镇化、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完善乡村基

础设施等；与此同时，乡村振兴行动又需要落实在

乡村建设的场域中。 也就说乡村振兴的行动很大

程度上要在村落中展开。 因此，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就会涉及到一系列具体的村庄建设的实践问题。
第一，如前所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孤立

地建设乡村，而需要统筹城乡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

不是把乡村做大，而是要把乡村做强。 做强乡村需

要城镇和乡村两头抓。 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

化则是在县一级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基础。 推进

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

容。 一是乡村人口向县城城区及相应地区的逐渐

转移。 二是布局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从而吸纳农

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这都需要地方政府对本地区

土地空间、水资源、生态环境、人口变动、经济发展

和就业等展开研究，按照近期、中期和长期的时间

跨度，从产业、就业、教育、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

方面进行统筹规划。 由于大多数县域以农为主的

特点，因此，这些地区的发展规划既是县域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也是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 推动以县

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虽然会导致乡村人口和村

庄数量的减少，但这会为做强乡村创造客观条件。
同时，县域经济的发展会增强县域经济实力，从而

为增加对乡村的投入提供物质和资金基础。
第二，城乡联动的乡村发展最大的特点是两者

在空间、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性。 因此不能

将乡村振兴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简单理解为

建设所有的村庄。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
乡关系仍然会继续发生变化。 在此语境下这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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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主要特点是乡村数量将会继续减少。 根据《城
乡建设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的数据，中国的乡村数量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３７８ 万个减少到了 ２０２１ 年的 ２６３ 万个。
很多地方缺乏系统的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对于区域

内人口和村庄动态变化缺乏研究，没有准确把握中

央提出的“有序推进乡村建设”的政策含义，为完成

乡村振兴与乡村建设的任务，盲目提出建设几十个

甚至几百个美丽乡村。 这样的盲目建设一方面极

容易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会对有效落

实乡村振兴战略产生负面影响。 推进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首要的工作不是投入资源大拆大建，而
是应该按照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聚焦乡村人居

环境整治，发展新产业等方面，通过示范引领，一年

接着一年干，有序推进。
第三，和美乡村建设规划不仅仅是聘请专家绘制

“美丽乡村图画”，更重要的是在县域一级统筹布局，
对村庄进行科学分类。 按照长远经济发展、人口变化

和经济能力明确哪些村庄会消失，哪些村庄会存留下

来。 这一工作涉及到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资源

保护等方面的调查和分析，需要聘用专业人员展开系

统的工作，这是和美乡村建设规划的重要内容。 一般

来说，很多人口流出比例大，交通不便，投入社会公共

服务与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低，生态环境脆弱

的村庄不宜投入过多资金进行建设。 对于这类村庄一

是需要推进乡村人居环境改造，完善居留人口的社会

保障，确保居留人口的收入稳定；二是要通过完善户籍

和土地制度等方式逐渐引导存留人口向有条件的村庄

和县域城镇转移。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过程不能搞

动员和强制，要尊重农民的愿望，严禁为了政绩随意撤

并村庄搞“运动式大村建设”，也不能通过房地产强制

农民上楼。 有很多的村庄具备交通条件优越、产业发

展潜力大以及农耕和民族文化特色明显等优势。 对于

这样的村庄应重点作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先导

示范，从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文化

传承等方面统筹规划，根据财力条件逐渐有序推进建

设。 对于这类村庄的规划建设不能搞大拆大建，不能

简单动员干部回乡搞“画图式的规划”，而应该遵循村

落现有的布局，动员农民参与规划，充分挖掘“乡土知

识”。 在具体建设中实行“微改造，精提升”，保留乡村

自然和农耕特色，实现乡村建设的和美目标。
第四，和美乡村建设，除了宜居，更为重要的是

宜业。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不能把

和美乡村建设仅仅看成是在村里搞基础设施建设，
更不能在村庄里盲目建设各种盆景，而应该聚焦乡

村产业的发展。 乡村产业兴旺的首要任务仍然是

粮食生产，这是乡村基本的功能。［１６］ 在不断推进新

型城镇化的语境下，乡村发展粮食生产应加大新技

术投入，聚焦大幅度提高土地和劳动生产率。 在云

南省镇康县帮东村，笔者团队与村集体将分散在不

同农户的 １００ 多亩水稻田进行流转，通过引入全过

程机械化、智能农业技术和优质品种，打造出了优

质高效的现代化水稻合作家庭农场。 乡村产业发

展的第二个方面是发展农产品加工。 乡村不仅仅

是农产品原材料的生产地，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
乡村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优势越来越大。 帮东村

在村里建设了现代化的稻米加工厂，打造出了高品

质的“帮东农米”，实现了从生产到加工和销售的一

体化，每斤大米卖到了二十元。 除了推动工业化农

产品加工以外，还要重视发展乡村“一村一品” “一
户一品”的特色农产品加工。 第三个方面是推动休

闲旅游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随着城乡关系的变化，
乡村功能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这一格局催生了

乡村新产业的发展。 乡村旅游和休闲正在成为这

一新产业体系中的一大亮点。 乡村旅游产业可以

带动一产和二产发展，促进三产融合，极大地提升

乡村的价值。 笔者团队驻点帮扶的云南省勐腊县

河边村通过发展“瑶族妈妈的客房”，催生出集休

闲、康养和儿童自然教育等项目为一体的新产业，
农民人均收入从 ２０１５ 年的不到四千元增长到了

２０２２ 年一万五千多元。 新产业还带动了手工刺绣、
雨林蜂蜜、酿酒和冬季蔬菜等产业的发展。

　 　 三、农民的主体性：和美乡村建设的
中心问题

　 　 缩小城乡之间在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和产业效益等方面的差距是城乡融合发展和推

动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 长期以来，为了支持国家

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乡村的发展一直滞后于城市发

展，农业和农村发展外部驱动不足，内生动力缺乏。
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在于有效地撬动外部动力，催
生乡村内生动力。 从这个角度讲，乡村发展离不开

外部的投入。 自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中央财

政对于“三农”的投入逐年增加。 财政部数据显示，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全国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累计安排农

业农村相关支出 ６. ０７ 万亿元，年均增长 ８. ８％ ，高
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平均增幅① ∗

。
然而和美乡村的建设一方面需要外部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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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投入，补上乡村在各个方面的短板。 同时也

需要在不断推进建设的进程中发育乡村发展的内

生动力。 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核心是农民的主体

性，主要体现在乡村的组织机制、人才以及能带给

农民增收的产业等方面。 其中内生经济动能是培

育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 ［１７］。 这一论述阐明了乡

村振兴和乡村建设的核心内涵，为乡村振兴和乡村

建设指明了方向。 虽然从城乡融合和撬动城市动

能进入乡村的角度讲，乡村不再仅仅是农民的生活

和生产空间，也是城市人口的休闲活动甚至投资兴

业的空间，但是这不能脱离“宜居”主要是农民的

居，“宜业”主要是农民的业的乡村振兴之本。 笔者

在某地调研一个特色农业产业项目时发现，该项目

是一个农业企业从农民手中流转 １００ 多亩土地用

于发展特色农产品，每亩产值达 １０ 多万，一亩土地

每年需支付农民土地租金 ３０００ 元，交村集体每亩

２０００ 元，农民在企业打工每天工资 ２００ 元。 这样的

做法看起来发展了产业，集体和农民都有可观的收

入。 但是，乡村缺乏人才、管理能力和农民自己的

市场主体等涉及到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问题没有

得到解决。 从短期的角度看，和美乡村建设的确需

要外部持续的政策、资金和技术支持，但是从长远

的角度看，可持续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主要挑战则

在于能否发育出以农民为中心推进乡村建设的机

制。
第一，农民是乡村的“灵魂”，强化和完善农民

为中心的组织机制是确保乡村振兴不偏离方向的

体制基础。 这一机制首先是村的党组织，这是推行

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基础；其次是村民委员会，管理

乡村的各种事物；再次是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负责

乡村集体资源的管理；最后是乡村的市场主体，如
各种专业合作社或者村集体和农户合作的其他类

型的市场经营主体。 这四个方面构成了以农民为

中心的政治、行政、资产管理与经营“四位一体”的
乡村治理与发展组织体系。 目前在乡村普遍推行

的村支书兼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村合作经

济组织和市场主体的理事长的形式从政治和制度

设置上确保了乡村事务以农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
目前，全国乡村地区围绕着“村两委”的组织和

能力建设工作已相当完善，乡村治理成效明显，但
是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功能特别是乡村自己的市场

主体的功能仍然是短板。［１８］ 推进乡村振兴和建设

和美乡村不能只注重治理，忽视发展。 很多地区的

乡村农民反映村干部主要忙于召集开会、部署低

保、统计各种数据等，很少关注村庄如何发展以及

如何经营。 笔者在云南工作的三十多个乡村中，村
里几乎没有集体组织的经营活动。 有合作社的村

庄，合作社基本都是只有名称，缺乏真正意义上的

经营。 村民委员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是行政和资

产管理的主体，但不是市场主体。［１９］ 乡村一直都是

以农户的生产和经营为主，随着乡村价值的多元

化，乡村的市场价值不断提升，村集体和农户的各

类资产的市场价值不断凸显。 如集体弃用的学校、
集体林地、建设用地以及农户的闲置房产等。 这些

资产与乡村资源共同构成了乡村发展新的资源。
将这些资产和资源盘活形成新的业态正在为很多

村庄的乡村经营注入新的动能。 而经营这些业态

则需要基于市场的市场主体。 同时这一市场主体

又必须是以农民为中心的，否则会导致农民利益流

失。 笔者在云南各地三十多个村庄推动注册建立

了各种类型的集体经营类的公司或合作社，由村支

书兼任董事长，完善治理结构，与村合作经济组织

即村民委员签署资产经营协议，然后招聘乡村 ＣＥＯ
负责公司或合作社的经营。

第二，建设和美乡村不能政府建，农民看。 农

民不仅需要通过上述的组织机制成为乡村事务和

经营决策的主体，同时也应该是和美村建设的主

体。 中央要求乡村建设过程实施“以工代赈”，这是

确保“农民的乡村农民建”的政策保障。 但是很多

地方出于审计和农民出工记账繁琐，不同技能农民

劳务差异以及动员农民复杂等因素，依然招聘工程

队进村施工，造成工程“政府建，农民看”的现象。
农民难成为建设主体不仅仅表现在施工建设工作

中，农民被排除在乡村建设的规划外也是普遍的现

象。［２０］云南省昭通市大苗寨的和美乡村建设实行

了专家、干部和村民三位一体的规划建设模式。 很

多村民长期在外打工都是熟练的建设工，他们不仅

了解乡村，还具有从修路到建房的熟练技能，是乡

村建设的“新工匠”。 大苗寨的景观村道，各种新业

态的建筑都是在这些农民的直接参与下打造出来

的。 他们的建设成果被称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咖啡

店”和“中国最美的乡村厕所”。
第三，和美乡村建设不仅仅是工程的建设工

作，而且是建设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强化乡村

治理，发展产业的综合工程。 发展产业关键在于发

展农民自主经营的产业，推动农民就业结构的改

变，提高农民收入，培养“新农民”。 如上所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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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把发展起来的产业一租了之，集体和农户收取

一些租金和打工的收入，农民得不到培养，更无法

成为乡村经营的主体。 农民精于一亩三分地的种

植业，但没有能力面对市场，从事新的业态。 因此，
只有通过系统的培训和实践，农民才能逐渐成为

“新农民”。 很多地方，利用政府的资金在村里建设

了很多新的业态，一旦开业，农民不会经营，转手承

包给外面的市场主体，一旦进入这个过程即会产生

严重的对于外部能力的路径依赖。 确保农民作为

经营主体需要从一开始将农民纳入自主经营的轨

道，通过收入预期激励和培训强化农民在业信心。
云南省昭通市大苗寨一对夫妻用自己家的闲置房

产与集体合作投资盘活成为大苗寨的高端餐厅。
一开始他们不同意，中间好几次要退出。 通过专业

团队三个月的培训，他们家庭经营的餐厅成为了大

苗寨的“高端会客厅”，夫妻两人年收入十多万元，
妻子成为了大苗寨餐饮服务的主管 ＣＥＯ。 农民的

经营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村资源和

资产的盘活经营由代表村民利益的村里的市场主

体主导，如村集体经营实体加乡村 ＣＥＯ 的模式；第
二个是具体的各种业态则是通过培养农民自主经

营能力，实行统一管理，农户分散经营。
第四，农民的主体性除了上述三个方面以外，

还主要体现在受益的主体性方面。 确保农民成为

乡村经营的受益主体除了巩固农民的决策主体性

之外，还需要制定适合产业发展，能激励各方利益

的利益联结机制。 利益联结机制是内生乡村经济

发展动力的基础，是各方主体保障利益、维持长效

合作的前提。［２１］ 云南省昭通市大苗寨为了稳固脱

贫攻坚的成果，政府继续投入资金打造大苗寨的新

业态。 大苗寨利益联结的基本做法是，将政府的投

入（除了基础设施以外，形成经营业态的投入）量化

为村集体资产。 村集体用这部分资产与农户的闲

置资产，如空置住宅，合作建设民宿和餐厅等业态，
村集体和农户协商确定收益分配比例。 属于村集

体部分的收入每年按户分红。 ２０２２ 年，大苗寨全村

每户获得分红 １０００ 元。 以资产入股参与经营的农

户可以同时获得资产收入和全村分红，既有资产投

入又直接参与经营的则可以获得工资、资产和分红

三个方面的收入。 农民作为受益主体的机制不仅

仅意味着农户个体的受益，还应着眼村集体收入的

提升。 随着和美乡村建设的推进，更多的农户和外

部市场主体都会逐渐投入新的业态，村庄的维护需

要资金的支持。 因此，壮大集体经济是建设和美乡

村的主要内容。 为此，也需要制定相应的制度。 笔

者的团队在云南等地推行移动支付的“一码支付，
及时分帐”作为提升集体收入的基础性制度，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 无论什么市场主体，只要在村里经

营都需要按照业态不同向集体缴纳营收 ３—５％ 不

等的村庄管理费。 在村里经营的各个主体使用一

个支付二维码，取得收入以后，设定好的支付程序

在后台能够自动实现按比例分账。 这一技术机制

既保证了各个市场主体，特别是农户及时得到收

入，又避免了事后算帐导致的拖欠和纠纷。 经营乡

村的利益留村涉及到各方的利益，不能仅仅依靠口

头或书面协议等乡村常规的合约方式，还必须要具

备相应的制度和管理工具。

四、结语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

重大战略举措。 与以往任何时候抓“三农”工作不

同是，当下推进乡村振兴已不再仅仅把乡村看作为

现代化建设的“大后方”，而是把乡村看作为实现中

国式现代化的“洼地”和“短板”。 在一个高度压缩

的时空中补齐这个“短板”，填平这个“洼地”是中

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最为显

著的特点。
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乡村振

兴不可能在乡村孤立地实现。 从全球的发展经验

看，城乡均衡发展是世界各国由不发达向发达跨越

的共同路径。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一方

面需要挖掘乡村发展潜力，促进农民在村就业，另
一方面仍需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 工业化

和城镇化不仅仅在于吸纳剩余劳动力，还在于提高

财政资源投入和壮大城市到乡村的消费动能。 因

此，乡村振兴必须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偶联”机制推

动下逐步实现。 而推进城镇化需要着眼发展潜力

大的县域城镇。 通过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

镇化推进县城振兴，从而为乡村振兴提高新的动

能。
乡村建设不是简单地建设村庄，而是落实乡村

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２２］ 强

调“要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
组织实施好乡村建设行动”，［２２］ “乡村振兴，既要塑

形，也要铸魂”，［２３］强调“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

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

提升”，［２２］“乡村建设要注重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

２５１ 贵州社会科学 总第 ４０９ 期



特色风貌”，［１７］ 强调“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

愁”，［２４］反复提醒“不要头脑发热，不顾农民意愿，
强行撤并村庄，赶农民上楼”。［２５］ 习近平总书记这

些重要论述系统阐明了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关

系，指明了乡村建设要实现宜居宜业和美的目标。
和美乡村建设不是搞“形象工程”，而需要在改善人

居环境，发展产业，保护生态环境和农耕文明，完善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方面系统推进。
和美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从规划到实施要

坚持以农民为中心的原则。 在新的语境下，推进和

美乡村建设要坚持建设与经营并举。 以经营乡村

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在推动和美乡

村的建设与经营中保证农民主体性，需要从以农民

为中心的决策机制、建设机制、经营机制和受益机

制方面统筹安排。 强化乡村党的领导、乡村事务管

理、乡村资产管理和乡村经营“四位一体”的乡村治

理和发展机制；推动农民参与规划和以工代赈为基

础的建设机制；农民为中心的市场主体加乡村 ＣＥＯ
的经营机制；制定乡村经营中各方利益的链接与分

配机制等实践是落实和美乡村建设的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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