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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21 年,以“倾听农民声音、理解乡村现实、深入学理分析、把握三农本质、找准差异定位、提供行动参考冶为

目标,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冶研究团队选取了河北、陕西、山东、湖南、浙江五省

的 10 个村庄作为调研地点,以问卷调查、半结构式访谈、小组访谈为资料收集方法,最终收集到农民问卷 529

份,并从县域、乡镇及村庄层面访谈了不同主体,形成 150 余万字的深度访谈材料。 本期专栏即以鲜活的乡村调

研材料和数据为基础,重点围绕乡村振兴总体要求的五个方面,呈现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的整体图景及农民群

体的迫切需求,阐释当前乡村振兴中亟需关注的问题和挑战,以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此

外,研究团队以主要分析维度、争鸣议题为框架梳理了有关乡村振兴的代表性文献,提出构建“研究—政策—行

动冶一体化的乡村振兴学术实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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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乡村振兴战略一经提出就受到广泛关注,大量学术研究随之涌现。 通过对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社会研究领域关于此主题的代表性文献的梳理,本文发现,
已有研究集中于乡村振兴的历史脉络与政策阐释、现实问题与主要挑战、城乡关系与要

素关联、模式探索与行动研究、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等维度,并围绕农业转型、农村集体

经济、农村土地制度、绿色农业发展、乡土文化风俗、乡村治理转型、人才振兴等焦点议

题开展了广泛的学术讨论与争论。 这些研究和讨论为理解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较为广

泛的文献基础,但也存在大量反复证明阐释或流于问题表象的分析。 以农村社会现实

与实践为基础的深入调查仍较为稀缺,由此导致一些研究既未能准确把握乡村振兴实

践中的关键现实问题,也未能有效回应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农政转型等重大理论问题,乡
村振兴研究、政策与行动实践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 因此,本文认为,农村社会研究者

应致力于丰富乡村振兴研究中的农民视角以增强对乡村现实的了解,通过强化研究的

问题意识、优化问题取向来发现并阐释乡村振兴中的真问题,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扬学术

研究的实践品格,构建“研究—政策—行动冶一体化的学术实践框架,从而推动乡村振兴

研究通向更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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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自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学界围绕乡村振兴

开展了大量研究和讨论,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在中国知网文献网络出版总

库中以“乡村振兴冶为主题检索发现,截至 2022 年 5 月,相关期刊论文、硕博士学位

论文、报纸及会议文章等文献超过 11 万篇,并在总体上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 这

些研究除了关注乡村振兴战略本身,更多具体到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产业兴

旺、乡村旅游、乡村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文化振兴、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与职业农民等主题,学科领域主要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农业科技等,
以及包含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等在内的综合性社会科学。 其

中,典型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农村社会研究领域对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政策制度

和实践经验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和探讨,同时在产业、生态、文化、治理等领域的现实

关切问题上也形成了许多争议。
围绕乡村振兴主题,本文梳理了近年来农村社会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中文期

刊论文,并将部分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和英文文献作为补充,旨在呈现当前社会科学视

角的乡村振兴研究概貌与核心争论,在对文献进行述评与反思基础上,探讨如何开拓

未来乡村振兴研究、乡村振兴政策与乡村振兴行动的更多可能空间。

一、社会科学视角的乡村振兴研究概貌

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农村社会研究者从不同主题、不同维度和不同层面关注乡村

振兴,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和多样的研究图景。 这些研究既反映了学界的普遍性共识,
也体现出研究者的差异化贡献,其中亦不乏重复性的工作。 按照研究内容侧重点和

分析视角取向,这些文献从历史脉络与政策阐释、现实问题与主要挑战、城乡关系与

要素关联、模式探索与行动研究、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等五个主要维度对乡村振兴展

开了全方位的分析和探讨。
(一)历史脉络与政策阐释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脱贫攻坚之后国家“三农冶工作的历史性转移,并与其他涉

农政策一脉相承、相互联系,共同构成国家推进乡村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政策力量。
对乡村振兴政策的历史脉络、政策内涵和重点以及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关系阐释回答

了乡村振兴政策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必要性等基础性问题,并基于国家对乡村振兴的

若干政策部署进行了解释和说明,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内容。
首先,一些研究以论证乡村振兴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为主要目标。 有研

究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根植于中国的百年乡村复兴与建设实践,与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新农村建设一脉相承,是党围绕农村发

展而形成的重大制度创新与变革(陆益龙,2021;周立,2018)。 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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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村发展提供了物质、观念、理论和制度等多方面的支持,但农业、农村还是社会发

展中的短板,因此,乡村振兴战略是基于我国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特征

提出的重要战略(陈锡文,2018)。
其次,研究者对乡村振兴政策的内涵与重点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关于乡村振兴

政策的内涵,研究者从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冶方针要求入手各抒己见,指出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冶是对新农村建设总体要

求的升级和发展(叶敬忠,2018;黄祖辉,2018;叶兴庆,2018a)。 关于乡村振兴政策

的重点,有研究从政策部署层面提出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认为要科学编制乡村

振兴规划,总体要以“人、地、钱冶为主线,完善体制机制,加速要素流动和产业融合,
促进城乡分工体系和新型农业体系建设(刘彦随,2020;罗必良,2017),重点解决农

业产业、基础设施、农业绿色发展、人居环境、乡村治理、农村文化、基层政权、农业机

械、互联网建设、农村改革等十个突出问题(高兴明,2018)。 还有研究从制度层面指

出乡村振兴需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小

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三个制度重点(陈锡文,2018)。 另外有研究从农村法

治层面,指出乡村振兴内涵丰富,涉及的农村发展内容范围广泛,需要建立起系统全

面的法律制度保障(任大鹏,2021)。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关注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

建设,围绕产业、环境、基础设施、制度体系等领域,以及乡村振兴制度设计中的阶段

性与长期性、发展要素的交叉性、地区之间的差异性等特征建构了相应指标体系(闫
周府,吴方卫,2019;张挺等,2018)。

最后,除了关注乡村振兴政策本身,还有大量研究关注乡村振兴政策与其他涉农

政策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脱贫攻坚政策的衔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和关键点(黄承伟,2021a),但是脱贫攻坚具有“特殊性、局部性、
紧迫性和突击性冶,乡村振兴则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渐进性和持久性冶 (张琦,
2019)。 因此,二者要在重点目标、体制机制、政策措施、成效认定四个方面进行衔接

(汪三贵,冯紫曦,2019)。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不代表减贫事业的终结,相对贫困治

理和乡村振兴都是国家治理的长期战略,要从多维扶贫、城乡扶贫、制度扶贫、社会扶

贫四个重点出发构建与乡村振兴相融合的减贫框架(高强,2020)。 然而,从脱贫攻

坚到乡村振兴的转变不仅仅是脱贫地区的任务,在政策设计、实践行动和学术研究

中,都应该突破脱贫地区的思维局限,统筹脱贫地区和非脱贫地区的建设与发展,将
这一过程视为整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或发展时代的衔接和转型(叶敬忠,2021)。 另

外,还有研究关注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关系(刘双双,段进军,2021;张
琛,孔祥智,2021;卓玛草,2019)、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叶敬忠等,2022;张琦

等,2022;王博,王亚华,2022;王春光,2021;黄承伟,2021b)等。
对乡村振兴历史脉络和政策内涵的阐释是当前农村社会研究较为热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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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尚未形成具有创新性的突出理论贡献,一些政策阐释失却了研究的反思性和灵活

性,陷入做“证明题冶的取向当中。 宏观的讨论能够勾勒出乡村振兴的理想轮廓,但
往往“不接地气冶,缺乏实践操作意义;一些微观层次的讨论则停留在表象问题上,对
乡村振兴政策体系的具体实践逻辑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把握,容易将问题简单化,
忽视乡村振兴政策与实践所承载的广泛社会关联及在不同层次不同群体中可能产生

的差异化影响。 如果将对政策的理解从刻板的文本印象扩展到政策落实的全过程,
就会发现在政策传播、政策在基层的运行实践、政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等方面还

存在相当广阔的研究空间,政策相关的许多紧迫与关键问题正在基层发生,亟需深入

的研究与进一步的政策调整回应。
(二)现实问题与主要挑战

相较于从历史脉络和政策阐释视角对乡村振兴的应然解释,农村社会研究中的

问题视角更强调对乡村振兴实然问题的反思,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当前乡村振兴面

临的阻碍、挑战以及需避免陷入的误区等。
在产业兴旺方面,有研究认为乡村产业具有分散化、多元化的特点,在行业和区

域之间都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其发展的一般规律难以被把握(付伟,2018)。 并且,乡
村产业面临着制度制约、资源约束、环境压力、金融供给不足、人力资本不足、配套服

务薄弱等困境(任常青,2018)。 通过三产融合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是很多研究者的共

识,但是也有研究指出产业兴旺不能只关注三产融合,因为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不具

备三产融合的条件,大部分农村的主导产业只能是农业(贺雪峰,2018),而农业发展

同样面临资源环境制约、产业化基础薄弱、经济效益低下、科技和人才支撑不足、支持

与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辛翔飞,王济民,2020)。
在生态宜居方面,有研究认为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源于农村在微观层面上的过

度现代化,这些环境问题不断发生变化并关联到城市环境问题,只通过短期的环境整

治无法实现长久的生态宜居(王晓毅,2018)。 农村自然环境保护和人居环境整治虽

贯彻已久,但主要依靠各类项目支持,村庄对项目资源的配置和整合能力有限,此类

项目的持续性难以保证(杜焱强,2019)。 此外,相关主体责任缺失的问题依旧严重,
地方政府“主导者冶角色缺位、地方企业漠视环保政策、农民环保意识淡薄、非政府组

织能力有限等都使得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长期陷于困境当中(张志胜,2020)。
在乡风文明方面,有研究指出当前社会对城乡文化的定位产生认知偏差,乡村文

化认同缺失(王宁,2018),农民面临普遍的道德焦虑问题,价值观产生嬗变,出现政

治参与角色不明晰、乡情纽带断裂等问题(姜姝,2018),农村移风易俗过程中政府角

色错位导致风俗误读或破坏(唐钱华,2019)。 因此,急需通过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推

进乡村文化复兴。 然而,乡村文化建设存在建设主体匮乏、文化治理体制不健全、政
府供给失衡、文化服务内容单一等问题(陈波,2018;吕宾,2019;刘红,2022),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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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才培育、创新体制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改进。
在治理有效方面,乡村治理要重点解决人的精神思想、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三大

问题(秦中春,2020)。 研究者认为,当前乡村治理面临治理主体单一、治理力量短

缺、村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不高、党组织作用难以发挥等问题,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相

互嵌入程度不够,多主体参与治理却造成职责消解的问题(李蓉蓉等,2022;李建平,
梅晓光,2021;侯宏伟,马培衢,2018);文化治理要素短期有效而长期失效,村规民约

制定不规范、内容空泛,缺少有效的执行机构支持和政府监督(王留鑫,赵一夫,
2022;刘思思,2021);数字技术治理效果有限(沈费伟,杜芳,2022);乡村出现“强行

政,弱自治冶局面,乡村治理内生秩序生成受到阻碍(李梅,2021)等,这都使得乡村治

理的各种政策创新效果不佳。
在生活富裕方面,研究者关注了事关农民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 第一,农业收入

低,农村劳动力主要通过在外务工维持家庭收入,青年劳动力由于缺乏从事农业生产

的经验而选择外出就业,因此农民回乡就业意愿普遍较弱(蒋海曦,蒋玲,2019)。 第

二,农村缺乏优质医疗资源,农民公共卫生意识不足,医疗保障形式单一且作用有限,
农民享受医疗服务受到家庭经济条件限制(林建,2020;白描,2020)。 第三,乡村教

育衰败,乡村学校专任教师流失严重,办学硬件设施较差,大量农村中小学撤并增加

了农村儿童的就学负担,乡土文化融入教材的难度较大,乡村教育总体质量不高(徐
金海,2021;石鸥,周美云,2019;刘奉越,2018)。 第四,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老
年抚养比较高,养老服务存在巨大缺口(李建伟,周灵灵,2018),但是目前养老投入

多向城市侧重,农村养老服务水平低、供需不平衡且转型艰难(张志元,2021)。 第

五,在基础设施建设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城乡差距,且中部和

西部地区农村发展水平明显低于东部(许庆等,2022;陈宗胜,朱琳,2021)。
还有研究者从总体上提出乡村振兴需要避免的一些错误做法。 例如,在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过程中,要避免大跃进、无参与、太单一、增负担,需要循序渐进、激活村

民、因地制宜、精进解压(刘合光,2018)。 乡村振兴既要避免“一刀切冶式振兴、单方

面物质振兴、依赖外力振兴、黑色振兴、运动式振兴、输血式振兴等方式(刘润秋,黄
志兵,2018),又要避免陷入行政工作中的“敷衍塞责冶误区、制度设计中的“衔接不

畅冶误区、行动实践中的“脱离群众冶误区(卢黎歌,武星星,2020)。 还有研究指出乡

村振兴不是“去小农化冶,不是乡村过度产业化,不能盲目推进土地流转,不能消灭农

民生活方式差异,不能轻视基层“三农冶工作等(叶敬忠,2018)。
关注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挑战,指出应避免陷入的政策与实践误区,有利

于乡村振兴研究迈向政策反思和理论批判。 但是这些问题分析在宏观思维与微观思

维之间的连接上尚有不足,存在微观分析过于具体和表象化、宏观分析又过于抽象和

脱离现实情境的情况。 乡村振兴虽然是国家层面的长期宏观战略,但无论是政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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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还是具体举措和项目体系等均非常庞杂,再经过纵向传递、横向碰撞抑或前后调

整,其中既存在多元主体持续不断的解构与重构,也存在主体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及

来自内外环境的挑战,每一个因素都可能对农民的生产生活细节产生影响。 例如,农
户粮食生产会因为生态保护政策限制而频繁遭到野生动物破坏,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会通过影响村庄劳动力结构而改变农户家庭生产决策,网络技术的进步和短视频的

普及打破信息传播时空限制的同时也增加了农民从非正式渠道误读政策的可能性,
等等。 因此,乡村振兴研究既要以小见大,又要由表及里,从具体的行动遭遇追问到

制度根源,通过不断在宏观与微观之间穿梭来考察引发问题的因果机制与逻辑,准确

地把握乡村振兴中的本质问题。
(三)城乡关系与要素关联

乡村振兴不只关乎乡村,还会影响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方向与进程。 乡村振兴战

略的全局特性决定了研究中既要注重乡村振兴政策自身的整体性,也要看到其关联

性,即乡村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乡村发展对其他结

构发展和社会整体发展的影响,乡村振兴政策的出台和落实会激活很多潜在的社会

关联,这些社会关联反过来又会作用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首先,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绕不开对城乡关系的讨论。 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农

村发展相较于城市发展不充分,农业农村现代化相较于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有所

滞后是中国发展中最大的不平衡(周立,2018)。 一些研究者认为传统中国的城乡关

系体现出“相成相克冶的历史特征(李金铮,2020),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

从城乡分割逐步走向城乡融合,但是乡村衰败的情况愈发严重(张海鹏,2019)。 在

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土地、公共资源等投入长期通过特定的制度偏向城市,且城市发

展对农村的辐射与带动作用不足(刘润秋,黄志兵,2018),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愈发

显著。 因此,城市与乡村应该构成一个相互支持的可持续有机体,要坚持乡村振兴与

城镇化双轮驱动,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循环,构造新型城乡结构关系(陈丹,张越,
2019;刘彦随,2018)。

其次,农业现代化发展关系到全产业链的协调与融合。 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分割

导致农业丧失多功能性,并进一步造成了乡村衰落(周立等,2018),因此推进产业兴

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能够为乡村发展提供扎实基础和强劲依托(姜
长云,2018)。 农业是乡村的主要产业,但是以农业为主的乡村产业对国民经济和农

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必须要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李国祥,2018)。
乡村产业融合基于产业要素的同质性和差异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要

素在一二三次产业的配置和重组决定着产业融合的方式和水平(江泽林,2021)。 因

此,乡村产业要以农业为核心,基于农业多功能性,培育乡村产业融合新业态,充分发

挥六次产业的加法和乘法效应,以产业兴旺激活乡村振兴(周立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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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区域之间乡村发展水平和乡村振兴路径之间的关系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重

点。 有研究指出,东部、中部、西部呈阶梯分布状态,且东部地区的内部发展差异大于

中西部地区(芦风英等,2022),因此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村庄建设应该定位在“更
强、更富、更美冶,中西部农业型村庄的乡村振兴应该重视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健

全和完善(桂华,2018a)。 除了关注地理区域,还有一批研究者专注于边疆民族地区

的乡村振兴,他们认为边疆民族地区受到自然、历史、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是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的重点和难点,乡村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都面临

更为严峻的挑战(曹昶辉,2018),但是民族地区在边境区位、文化多样性、特色资源

等方面也存在天然优势(钟海燕,郑长德,2020;安治民,任坤,2019)。
乡村振兴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因此在研究中需要特别重视分析局部与局部、局部

与整体的关系,例如对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影响、城乡人口流动对人才振兴的影

响、产业融合中的农业转型升级、乡村振兴的区域协作机制等的研究。 除了制度层面

的考量,还需要关注不同物质链与社会关联中行动者的角色定位、任务分工、权责分

配等问题,探索多个行动主体之间如何构成高效、协调的乡村振兴行动关系网络等。
(四)模式探索与行动研究

从政策文本、制度设计、理论阐释层面探讨乡村振兴构成了乡村振兴主题文献的

很大一部分,这类研究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丰富的内涵说明和方向性启发,但与乡村

振兴的具体行动和实践还存在较大距离。 有研究者指出,乡村振兴研究应当重视学

术的实践品格,从“围观冶走向“行动冶(樊凡,刘娟,2019),促进田野工作与行动研究

的并轨(孙庆忠,2021)。 有些研究者开始将研究视野聚焦于地方做法和模式经验总

结,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行动中,创新和推行一些地方性的

“行动试验冶,力求通过行动与研究的互动,探索乡村振兴的多样化实践方案。
根据地方发展经验和效果,研究者总结了多种乡村振兴模式。 比如集体经济模

式,贵州塘约村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实现了脱贫

致富,探索出一条实现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路径,形成了“塘约经验冶(冯道杰,程恩

富,2018);再如城乡融合的区域协调发展模式,苏南地区形成的“新苏南模式冶充分

发挥了大城市的经济辐射和工农业相互促进的优势,构建了一个区域协调和城乡联

动格局(武小龙,谭清美,2019)。 还有研究将乡村分为集聚提升类、三产融合类、城
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认为要根据不同的乡村类型探索差异化的乡村

振兴模式(文琦,郑殿元,2019)。 例如,有研究就专门指出山区乡村产业振兴的路

径,提出要重新审视山区资源价值,注重农业和非农业两方面发展,通过引进人才、重
塑业态等为山区发展提供保障(叶兴庆,2018b);还有研究指出民族地区村庄在乡村

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具备比较优势,适合以文化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叶林,2021)。
除了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也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行动主体。 社会组织既包括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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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内部的农民自组织,也包括外来的非正式社会组织。 外来社会组织能为乡村带来

新的发展思路、发展理念和发展力量。 有研究指出,智库对地方乡村振兴实践的“弱
干预冶能够对政府“强干预冶形成重要补充(姜庆志,2018),比如高校团队在河北村庄

探索的“巢状市场减贫与乡村振兴试验冶(贺聪志,叶敬忠,2020)、在河南村庄开展的

以乡土文化复兴为目标的“弘农试验冶 (何慧丽等,2021)、在云南农村培育“乡村

CEO冶(李小云,2022)、在河南创办“社区大学冶(孙庆忠,2019),以及发起投身乡村振

兴战略行动倡议、探索“社区为本冶的乡村振兴模式、推动新乡贤建设实践(叶敬忠

等,2022)等。 还有一些研究关注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对当代

乡村振兴、乡村建设行动的启示(郭占锋,黄民杰,2021;刘金海,2021;潘家恩等,
2020)。

这些地方行动和实践呈现了乡村振兴从理想到现实的转变。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时间尚短,脱贫地区将精力大多投入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防止返贫方面;非脱贫地

区虽然已经开展了一些乡村振兴实践,但目前仍然处于摸索阶段,其具体效果需要时

间来检验。 即便一些地区已经形成了经验或模式,其呈现仍流于简单的描述,缺乏对

实践中复杂矛盾与机制的深入学理分析。 因此,围绕乡村振兴的行动研究虽然初见

成长,但是尚未形成有影响力的系列研究,既有成果多是在脱贫攻坚行动基础上延续

而来。 乡村振兴研究应该充分发挥学术研究的实践品格,细致入微地分析乡村振兴

的有效做法与失败教训,聚焦不同行动主体的行动方案及其分工与互动,从理论上思

考结构与行动的相互制约与改造,在方法上体会制度分析与过程分析的交融互通,基
于实践考察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项目进村、青年返乡等问题。 这既充分体现社会

科学研究者发现问题、理解问题、把握问题、阐释问题的学术素养,同时也是通过投身

乡村振兴实践的行动彰显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
(五)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

乡村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都绕不过的话题,先发国家已经探索出了

一些模式和路径。 有研究者专注于乡村发展的国际经验研究,通过引介一些研究成

果或实践案例来为中国本土乡村振兴提供启示与借鉴。
一方面,研究者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乡村发展的经验。 英美两国的乡村

发展具有相似性,都是通过严密的法律和政策为乡村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并着重关注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引导农业规模化经营并通过延伸产业链实现产

业增值,通过专项发展计划进一步提升欠发达地区发展能力(龙晓柏,龚建文,
2018)。 欧盟主要成员国通过构建多元化经济、魅力型社区发展、创新性农村组织培

育、兼容性生态保护等政策体系,来应对农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多元问题

(芦千文,姜长云,2018)。 澳大利亚围绕“社区自助冶的核心理念,注重社区能人的培

育和社区文化的塑造,通过增强农村社区自身发展能力促进乡村发展(武小龙,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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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2019)。 此外,瑞典通过打造多元新型社会网络助推乡村发展(李玉恒等,2019);
德国在“城乡等值化冶理念的引导下,推动打造多功能农业和多功能乡村,以“自下而

上冶的乡村规划更新农村发展格局(茅锐,林显一,2022);法国通过强化土地管理、开
展农民职业教育和农业经营资格认证等方式为乡村发展提供稳定均衡的土地资源和

高素质的劳动力(汪明煜,周应恒,2021)。
另一方面,日韩等东亚国家乡村发展的经验也是学界关注的重要内容。 东亚国

家的乡村发展变迁在理论和模式上存在关联性和连带性,围绕日本、韩国开展社会政

策比较研究能够为中国乡村振兴提供借鉴(田毅鹏,2018)。 日本充分发挥顶层设计

政策的引导作用,围绕缩小城乡差距形成了完善的法律保障与政策支撑体系(曹斌,
2018),在具体实践上探索形成了“一村一品冶运动、公路特色驿站、“农工商连协冶农
业产业融合模式等(胡霞,周旭海,2021;李娜,2020;李玉恒等,2019),为破解乡村发

展问题提供了有益支持。 韩国自 1970 年开始开展“新村运动冶,逐步解决了农村地

区的发展问题(陈业宏,朱培源,2020),形成了政府主导、政策激励的机制,探索出村

庄承包经营、复次项目管理等模式,充分发挥了村庄精英的领导力和村民参与协同创

新的能力(韩道铉,田杨,2019),助推乡村实现现代化转型。
此外,有关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成果也陆续在一些国际期刊发表。 这些成果除

介绍和阐释这一战略外,还涉及乡村振兴中的规划与土地问题、劳动力与人力资源、
乡村旅游、电商网络、生态农业等议题(Long et al. ,2019;Ma et al. ,2019;Wang et al. ,
2019;Rao,2020)。 然而,从各大数据库检索结果以及这些文章的文献引用和被引情

况来看,英文学术领域有关中国乡村振兴的讨论仍以国内研究者为主,国外研究者尚

处于缺席状态,有效的国际学术讨论和对话并未形成。 部分涉农国际组织和机构在

相关会议或报告中体现了对全球范围内乡村振兴的关注,议题覆盖农业创新、青年乡

村就业、可持续食物体系、能源与环境等诸多方面(FAO,2018, 2019;IFPRI,2019)。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2019)在《2019 年全球粮食政策报告》中聚焦和呼吁乡

村振兴以应对世界各地农村持续存在的危机,强调乡村振兴是实现《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和改善农村生活的重要途径。
对不同国家乡村发展历程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政策干预、立法保障、乡村自主是

众多先发国家乡村发展的共性经验,但是不同国家的发展基础、条件和目标均存在差

异。 总体来看,关于国际乡村发展的研究仍存在细致程度不够、研究成果同质性强、
对前沿理论和经验的引介不足等问题,既缺乏中国研究者对国际乡村发展的海外田

野研究,也缺少海外研究者对中国乡村改革发展历程的全面深入了解。 这一格局的

出现主要是因为中国学者长期缺席国际乡村研究与农政研究的理论讨论,未能参与

国际学术界对一些关键问题的持续对话。 因此,面对国际乡村发展经验,既不能盲目

夸大其适用性,也不能简单搬出“国情特殊论冶将其拒斥或贬低,而要在充分认识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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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差异、文化差异等基础上进行客观审视与评价,在尊重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借鉴。 中

国研究者也应放眼全球,理解和阐释中国乡村振兴经验与模式,以高质量研究成果参

与国际学术对话与讨论,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

二、乡村振兴研究的学术争鸣

乡村振兴是国家涉农领域的重大发展战略,从实践层面来看涉及乡村发展的多

个方面,相关的行动主体、实践议题、体制机制等均具有非常复杂的特征,学界研究虽

然在很多方面具有共识,但是围绕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也存在持续的对话与争论。
(一)小农生产与规模化经营的适用性

农业是乡村的基础产业,乡村振兴离不开农业产业的发展转型。 围绕小农生产

与规模化经营的适用性问题,一些研究认为,规模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 家庭

小规模种植经营方式无法促进农业竞争力的提高(张红宇,2020),因此实现农业现

代化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朝着集约化和规模化的种植经营方式转型(郎丽娜,吴秋

林,2019)。 发展规模化农业能够刺激村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增长,并带动小农户

对接市场从而获得经营效益(黄博,2020)。
另一部分研究者则主张在小农农业基础上探索农业现代化转型道路。 他们认为

“规模农业是必然趋势,但不是理想的结果冶,农业规模经营是若干条件发展成熟后

的产物(朱启臻,2018)。 目前,中国农业的主体仍是小农户家庭农业,而不是规模化

农业,且中国小农经济还有较大的继续现代化的发展空间(黄宗智,2021)。 在农业

功能向生态、生活等领域延伸的背景下,小农户更具有发挥多功能农业作用的潜力

(叶敬忠,2019:89),而以资本主导的大规模农业则在乡村遭遇诸多实践困境,难以

适应地方性生产条件和乡土社会关系网络(吴存玉,梁栋,2019)。 还有研究发现小

农户在粮食生产中拥有充分的经济理性和自我执行能力,并对市场要素的变化拥有

灵活的响应能力,能够自行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作物,从而在家庭经营层面保证

中国的粮食安全(罗必良等,2018)。 因此,乡村振兴不应该是简单的“去小农化冶过
程(叶敬忠,2018)。

小农户和规模农业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绝对冲突关系,农业农村现代化也并不意

味着一定以规模化、机械化替代传统的家户经营模型。 有研究指出小农户和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能够发展出一个互利共赢的耦合机制(徐晓鹏,2020)。 因此,国家提出

适度规模化以及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两种方案并行策略,探索适合当前国情

与地方实际情况的农业转型道路。
(二)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及其风险反思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集体经济虽然经历了多次调整和改革,但其一直是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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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依托(高鸣,芦千文,2019)。 有研究指

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在农村基本生产经营制度不变的基础上,通过现代产权制度

改革,秉持农民自愿合作、自愿联合的理念,以成员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村庄经济组织

新形态(余丽娟,2021)。 以村集体为基础的农业组织化能够充分发挥整合小农户的

作用,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潘璐,2021);集体经济还能发挥社会保障功

能,弥补国家社会保障的不足或盲区,快速应对农民的需求(唐丽霞,2020);集体经

济能够提升农村集体行动能力,有利于村庄开展公共事务,并能够通过壮大乡村社区

公共财力、重塑乡村社会秩序与文化、增进乡村社区凝聚力三个机制促进乡村实现有

效治理(王亚华,臧良震,2020;吕方等,2019;吴重庆,张慧鹏,2018)。
另一些研究则对集体经济进行了反思。 在实践层面,有研究通过“传统苏南模

式冶和“新苏南模式冶的对比发现,依赖集体产权的“传统苏南模式冶具有政企不分的

发展局限,在产权界定、市场调节方面不如以自由市场和混合经济模式为特征的“新
苏南模式冶(武小龙,谭清美,2019)。 还有研究以“塘约经验冶为例,指出中西部贫困

地区取得的发展成就主要得益于政府政策支持和资金倾斜,并非直接受益于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集体经济也并不能成为乡村治理的根本影响因素(夏柱智,2021)。
在制度层面,有研究指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形态存在重“分冶
轻“合冶的问题(李韬等,2021),集体和农户利益联结机制缺失,在实践中过分强调其

经济目标而导致社会的缺席(李文钢,马良灿,2020)。
有关集体经济的研究存在案例特殊性和理论模糊性两个局限。 支持集体经济发

展的研究往往使用一些特殊的集体化村庄案例,这些案例常常蕴含着具有时代烙印、
个人特征和外部特殊支持的发展要素,难以构成可供参考的模式或机制,这就导致基

于案例形成的理论很难指导大部分乡村的发展实践,只能作为一种带有学术色彩的

经验总结。 模糊性局限则体现在,很多研究结论呈现的实际上是多个时代集体经济

共同遭遇的问题,并没有结合新的时代要素提出理论上的创见,在指出问题之后也没

有提供具有实践价值的替代方案。
(三)农村土地的市场潜力与风险

土地是农业农村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生活的空间基础,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关系到农村生产要素的调整和生产方式的变化。 农村宅基地入市、农民承包

地流转是乡村振兴研究中备受关注的两大议题。
是否将农村宅基地定位为有待激活的“沉睡资产冶是一个关键争论点。 有研究

者认为,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冶改革能够激活百万亿的农村宅基地市场,宅基地的

产权化改革能够增加土地的财产性功能,成为乡村振兴新抓手(任大鹏,王俏,2019;
郑风田,2018)。 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由于以宅基地筹措乡村振兴资源面临土地城

市化接近完成等困境,目前将之作为“沉睡资本冶激活不合时宜,宅基地进入市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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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可能造成资源错配,也会切断进城失败农民返乡退路,因此需让农民进城后一段

时间仍保留宅基地,这是农民的基本保障和合理的资源冗余(贺雪峰,2021, 2019:
179 - 195)。

农民承包地流转是研究者讨论的另一焦点。 有研究认为土地流转政策为农村产

业发展提供了很大便利,既让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有土地转换收益和退路,
也能推动城市人口下乡、促进产业发展(谢地,李梓旗,2020)。 适度土地流转能够催

生新的农民阶层和经济组织,对提升农村集体行动能力具有正面影响(苏毅清等,
2020)。 还有一部分研究强调土地流转之后的潜在风险。 例如,农户将土地流转给

外来企业开展规模经营会面临土地权益风险、社会保障风险和土地利用风险,这些风

险会同时对农户、社会经济子系统、土地生态子系统造成负面影响(陈振等,2018)。
土地流转不仅影响小农户的生产和生计,对流转方及相关主体也并非一定有利。 例

如,市场化的土地流转模式对于企业来说增加了人力和物力成本,埋下了企业与农户

之间的矛盾隐患;行政化的土地流转模式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兜底压力(陈义媛,
2020a)。

关于农地市场潜力及其风险的研究和对话由来已久。 农地具有多元属性,既是

乡村产业的基本生产资料,也是农民生活的物理空间,还是农民乡土文化的情感寄

托。 土地制度变革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城乡发展格局、农民生活保障、农民精神价值

等诸多层面,处理不当还有可能会导致地方发展受限、基层矛盾激化。 因此,农地制

度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冶的核心制度体系,虽然国家政策设计和法律法规在持续完

善,但是对改革效果的评判还需要更多案例积累和经验检验。
(四)绿色农业的发展困境

绿色农业发展不仅是一个乡村产业问题,也是一个生态问题。 很多研究将实现

绿色农业的希望寄托在绿色农业耕作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上,认为通过生物防治、水土

资源管理、减少化肥农药投入、采用有机肥替代等方案就可以推动农业的绿色转型

(张云华等,2019;于法稳,2018),并总结出当前绿色农业发展的多种模式和生产体

系,例如“小麦 + 冶绿色高效生产、种养循环生产模式等(何劲,2021)。
然而,绿色农业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涉及农业生产、农村生态、农民生

活的全过程,蕴含着经济、社会、生态等全方位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孙炜琳等,2019)。
已经有研究发现,我国的绿色农业长期依赖于技术进步的单方面驱动,并没有有效解

决农业污染和环境损耗问题(郭海红,李树超,2022)。 因此除了技术要素,还有很多

社会性要素影响绿色农业的发展。 例如有研究发现,农户采用农业绿色技术很大程

度上受到社会网络和同伴效应的影响(刘瑞峰等,2022),农户在寻求生产绿色转型

的过程中面临规则性压力、规范性压力、文化-认知性压力等制度性约束(陈卫平,
2018)。 因此,绿色农业发展需要建立集技术、模式、制度等于一体的生产体系,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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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产与绿色服务的融合发展(何劲,2021),并不断强化宣传引导、完善补贴政

策、重建有机食物社会信任(文丰安,2022;左喆瑜,付志虎,2021;何劲,2021;卢成仁,
郭锐,2020),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推动绿色农业在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的协调

发展。
学界围绕绿色农业的对话源于不同学科领域的差异化研究贡献,彼此都从专业

角度呈现了绿色农业发展的一个侧面。 绿色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等

环境友好型农业发展道路都涉及复杂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是物质条件、自然规

律、技术手段和社会安排等内容协调统一的结果,同时也存在多元利益与话语之争,
需要多学科、多领域、多视角的交叉研究成果来引领其进一步发展完善。

(五)乡土文化风俗的保护与改造

乡土文化代表了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底色,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文化基础。
然而,城镇化快速发展导致乡土文化受损衰落,而且一些农民对乡土文化价值缺乏深

刻认识和理解,造成乡土建筑遗产等被破坏、损毁(黄震方,黄睿,2018;索晓霞,
2018)。 乡土文化丰富多样,涉及多种类别,需要以差异化的政策对待,哪些文化形

式该被抛弃、哪些该被保护和传承、哪些该被改造是研究者讨论的焦点。
首先,封建迷信、落后风俗、陈规陋习等乡土文化糟粕应该被抛弃。 移风易俗是

实现乡风文明的重要内容,与社会建设、治理有效紧密相关。 国家和政府在移风易俗

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采取了大量移风易俗行动,但是单纯的文化管理模式有可能导

致政府角色错位,引发乡村文化主体的抵制(唐钱华,2019)。 其次,名胜古迹、非物

质文化遗产等具有历史价值的传统文化形式应该被保护和传承。 有研究认为全国范

围内传统村落数量在不断减少,在村落保护方面存在复合型碎片化问题,农民对乡村

文化遗产的记忆与价值认同正在不断流失(叶敬忠,2019:295 - 313;孙庆忠,2020)。
因此,乡村振兴中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应该以农民利益为出发点,从“社会生态系

统冶视角深挖农业文化价值(陈加晋,卢勇,2022)。 最后,农民对日常文化生活的需

求在不断升级,需要与时俱进地对乡土文化进行改造和优化。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弱

化是普遍问题(陈波,2018),因此要在文化供给上形成以政府为主体、多元配合的供

给体系,丰富文化供给内容和层次,使乡村文化符合农村人口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生

活需要(徐勇,2018),以综合主义进路理解文化治理,促进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

兴,形成多元发展主体合作共治机制(吴理财,解胜利,2019; 徐顽强等,2019)。
有关乡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建设的研究成果近年日渐增多,但也容易陷入抽象

的概念和意义阐述,缺少具有可操作、策略性的知识供给。 因此,此类研究应该强化

行动层面的田野调查和田野实践,探索更为具体的乡土文化治理和文化振兴的路径

方案。
(六)乡村治理中现代治理手段与传统治理要素之间的张力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研究的重要论题,随着社会主要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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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的转化,传统乡村管理方式面临困境,乡村治理需要进行优化升级(张新文,张国

磊,2018)。 在国家能力、乡村体制和基层社会三个因素的交织影响下 (桂华,
2018b),乡村治理探索出很多新的治理手段,形成了新的治理特征。 第一,国家权力

通过项目下乡、农村基层党建、财政支付干部报酬等方式全面渗透进入乡村社会(景
跃进,2018),“行政吸纳冶机制在乡村治理的很多领域中奏效(陈义媛,2020b;张明

皓,叶敬忠,2020)。 第二,脱贫攻坚阶段形成的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制度在乡村振

兴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并逐步转向常规化、常态化(王晓毅,阿妮尔,2021)。 有研

究认为驻村工作队队员是“具身的国家冶,国家和社会能够因此而实现联结与“互见冶
(邓燕华等,2020),这一制度安排同时也提升了乡村治理的规范化和正式化水平(程
同顺,许晓,2020)。 第三,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促进了数字乡村建设,在乡村治理

领域掀起了对技术治理的研究热潮(刘少杰,2021;沈费伟,2020)。
基于上述变化,国家对乡村事务直接介入能力不断强化,一些研究者对这一趋势

表达了担忧,并开始强调乡村治理中传统要素的重要性。 他们认为,国家权力在不断

下沉的过程中要摆正“公共事务管理者冶和“公共物品提供者冶的角色,明确其公共性

(于建嵘,2019),认识到社会力量是参与乡村治理重要主体,政府应鼓励引导社会力

量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形成“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冶(李怀瑞,邓国胜,2021)。 另外,
现代化转型要求并不意味着排斥传统治理方式,要注意保持传统乡村管理体制的部

分稳定性以适应大部分农村发展需要,避免用管理城市的办法管理传统农村(贺雪

峰,2017)。 在激活传统乡村治理资源方面,学界关注较多的是新乡贤作用的发挥,
形成了“补偿型经纪冶“任务型乡贤冶等阐释,认为培育新乡贤是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

础建构的重要路径(吴晓燕,朱浩阳,2020;许汉泽,徐明强,2020;龚丽兰,郑永君,
2019)。

研究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基本观察单元是治理要素和治理手段的更新与变

化,这触及“传统遭遇现代冶这一根本性问题。 在具体的研究中,应该观察到传统要

素的现代化嬗变,以及现代要素发挥作用时的社会基础,同时着眼于国家制度环境、
政策顶层设计等强关联要素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机制,并重视农民群体结构变化以及

他们对治理技术的体验与反馈,深入对治理实践与行动系统的参与观察,扎根田野,
探索乡村治理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推进乡村有效治理。

(七)引入与培育并行的“双轨冶人才振兴机制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人才短缺问题,急需产业经营管理、环
境治理、文化传播、乡村治理、医疗和教育等专业人才扩充人才队伍(卞文忠,2019)。
学界围绕外部引入和内部培育两种人才振兴机制开展了广泛讨论。

首先,引进外部人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策支持和特殊制度安排,例如大学生村

官、驻村工作队等。 在地方实践中,部分地区也探索出以聘用制和行动式策略引入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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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人才(唐丽霞,2021),以及通过建设市场共同体吸引人才等方式(郭占锋等,
2021)。

其次,吸引长期在外的能人返乡也是引进外部人才的一种方式。 当前农村外出

人口规模仍远大于返乡规模,但部分地区人口回流增速超过人口外流增速(雷鹏飞,
赵凡,2020),有调查也发现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意愿强烈(林龙飞,陈传波,2018)。
有一部分研究指出外出农民返乡能够促进乡村组织建设和社区文化复兴,增强村庄

内生动力与自我实现等(刘祖云,姜姝,2019;孙九霞,李怡飞,2020;朱冬亮,洪利华,
2020),还有一部分研究强调农民返乡会遭遇制度、权威、市场、行动等方面的困境

(陈军亚,2019;林龙飞,陈传波,2018;聂飞,2018;吴瑞君,薛琪薪,2020)。
最后,村庄内部的人才存量需要通过精心激活和培育发挥其作用。 有研究指出,

农村留守人口虽然仍面临严峻的照料负担、婚姻危机、疾病隐患等(汪淳玉,叶敬忠,
2020),但是农村青年女性通过有限的机会和途径主动学习技术,融入与扩大家庭农

业生产,发挥女性生产力,甚至通过进入公共政治领域或相关产业,成为村庄精英或

骨干(蒋燕等,2021;陈义媛,李永萍,2020)。 还有研究表明,可以通过组建老年人协

会的方式帮助留守老人对接外部资源,激发老年人主体性并带动村庄内其他群体

(李永萍,2019)。
在乡村振兴中,外部人才和内部人才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可以做到优势互补。

在当前的人才振兴研究中,大多数是对人才振兴重要性、可行性、类型、困境等基础问

题的阐释,而那些呈现人才振兴实践方案的研究虽然具备一定的启发性,但所提出的

机制或模式受制于太多前置条件而不具备一般可推广性。 因此,有关人才振兴的研

究应该进一步细化和聚焦,思考促进城乡人才流动的制度设计、产业与人才的互动关

系、留住人才的资源支持网络等具有现实意义的关键问题。
总之,上述关于乡村振兴研究学术争鸣的呈现是对目前学界关注较为集中的议

题和代表性观点的梳理,并没有穷尽所有研究者的相关论述,而且随着学术研究成果

的不断发表,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深入分析或替代方案呈现在学术舞台上。

三、乡村振兴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总体来说,农村社会研究者围绕乡村振兴开展了大量研究,其中不乏具有理论价

值和实践意义的创新成果。 例如,对乡村振兴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的解释为政

策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国际经验与地方经验的研究为乡村振兴工作的推

进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参考的方案,一些组织或机构参与的乡村建设行动为乡村地区

带去了新的活力。 但是,海量的文献中也存在一些质量较低的重复性工作,并缺少以

深入一线的农村社会调查为基础的研究;所形成的研究结论往往过于简单化,对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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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和学术体系的基础理论问题缺乏必要的回应;研究成果流于纸面,对乡村振

兴实践行动的指导意义十分有限,更缺乏现实的行动响应。 因此,在对当前乡村振兴

研究的整体图景和学术争鸣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未来的乡村振兴研

究可以在农民视角、问题意识与问题取向、学术实践框架等方面继续深耕,以提升学

术研究的整体性与层次感,增强其真实性与实践感。
(一)丰富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一经提出就受到政界、学界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在热烈讨论的

背景下,却很难听到作为乡村振兴最重要主体和核心受益者的农民群体所发出的声

音。 在乡村振兴研究中,回答“谁的振兴冶“谁来振兴冶两个问题至关重要。 虽然多数

研究均强调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并在理论层面进行了说明和阐释,但是农

民视角并未被充分纳入到研究和实践中,农民的想法与评价往往被裹挟进各式各样

的立场和观点之中,他们或是被代言,或是被误解,或是被忽视。
围绕乡村振兴开展研究,倾听农民的声音、了解农民的想法是最为基础和关键的

环节。 农民是乡村振兴政策最主要和最直接的体验者,知晓他们的生产选择、文化需

求、政治诉求、生活策略,能够为乡村振兴政策设计与决策提供根本性依据。 在乡村

振兴研究中,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农民群体,与宏观的政策研究和抽象的学术分析并不

矛盾,反而能够成为把握乡村振兴中真实问题的牢固抓手和稳定根基,可避免常见的

研究者因过于重视专业知识或过分追求高度概括的结论而忽视生活实践,陷入“制
度消解个体及其微观实践冶的视野局限。 因此,乡村振兴研究要将农民的主体性问

题置于思考的前端,从倾听农民心声、理解乡村现实出发,发现乡村发展面临的真实

问题,将农民对乡村振兴的理解和期待内化于学术研究中,找准激活农民主体意识、
激发农村内生动力的方向,为政策的完善与优化提供有益参考。

深入农民群体的调查提醒我们,农民眼中的美好生活是基于自身生存本位、职业

本位、经验记忆、情感牵绊、内外信息碰撞而生成的生活体验(李红艳,2019),返乡创

业者、留守老人、妇女、儿童都有能力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这些内生力量不应该被遮

蔽或陷入争议当中(赵月枝,沙垚,2018)。 从农民视角切入观察就会发现,还存在很

多其他视角的研究未能给予足够关注的问题,比如农村土地制度除了涉及市场化与

经营规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生计、乡村其他产业发展造成制度阻碍;农民进

城或返乡不单单是为了提高家庭收入,子女教育、赡养父母、个人养老、市场机遇等都

是影响农民去村留村选择的因素,其背后还存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
村庄有政策、有项目并不意味着一定能优化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其间还存在不平等分

利秩序、农民消极参与等现实问题。 因此,在研究中增加农民视角的理解与阐释,能
够大大丰富乡村振兴研究的维度和层次、提升其真实感与实践感。

(二)强化乡村振兴研究的问题意识与问题取向

目前,围绕乡村振兴的研究存在许多重复性工作,主要表现为对既有共识性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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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反复论证和说明,例如阐述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必要性、具体内涵,揭示乡村振兴

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困境与误区等。 而在关于实践案例的研究中,存在较多对脱贫攻

坚时期做法的重述,或只是用乡村振兴的理念和框架对一些实践案例进行重新包装。
通过这一类型的研究实现对关键问题的强调固然必要,但更多的研究应致力于对乡

村社会发展变迁的基础性和规律性问题的识别、理解与分析,通过对乡村振兴研究的

问题意识与问题导向的强化推动研究创新和对既有知识的增量贡献。
首先,聚焦乡村发展变化是提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的策略之一。 这要求研究者

敏锐捕捉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影响农村发展的存量与增量要素,识别哪些传统要素

仍在发挥作用,又有哪些新的要素加入进来;还要把握各种要素的动态变化,即传统

要素在新背景下产生何种变化,新要素又建立在何种传统条件之上,二者的互动产生

了怎样的结果等。 例如,思考如何对脱贫攻坚既有成果进行拓展以适应乡村振兴战

略目标,新的治理手段和技术的加入给乡村治理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政策不断调整会

给农民造成什么困扰,农民在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有哪些长期忧虑和新的需求等。
关注因时代发展变化而出现的新现象、形成的新问题,能够避免学术研究陷入旧事重

提、老生常谈的重复工作之中,有助于产生创新性观点和突破性成果。
其次,通过学术对话提出问题也是培养农村社会研究问题意识的关键方法。 第

一,围绕乡村振兴的学科间交流与对话非常必要。 不同学科领域观察乡村振兴的视

角存在差异,即便对同一问题的关注焦点也各有不同。 例如,关于乡村产业发展这一

问题,经济学更强调产业经济效益,地理学倾向于研究产业空间布局,社会学则关注

产业如何嵌入乡村社会等。 这些基于学科本位的问题发现在学理上不存在优劣之

分,但其呈现的往往只是复杂社会现实的一个侧面,若能使多个侧面交融碰撞,则能

更加精准透彻地把握问题的本质。 而乡村振兴所涉及到的人、事、物和关系非常庞

杂,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者拥有更多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思维,以各具特色的研究思路

和研究方法共同促进对乡村振兴中问题的整体性理解。 第二,加强与经典理论、命
题、概念的对话,回应学术体系和理论脉络关切的根本问题,强调乡村振兴研究的学

术价值与使命传承,并将乡村振兴研究成果回嵌到相应的学术脉络中去,促进基础理

论与研究方法的革新。 第三,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沟通交流,除了推动中国学者积极

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并向国内引介海外相关研究成果,还要鼓励中国学者围绕国际乡

村发展经验开展海外田野调查,并支持国际学者到中国开展合作研究,在相互了解的

基础上开展国际乡村发展比较研究,从而拓展乡村振兴研究的视野与面向。
最后,已有乡村振兴研究存在为自己设置“证明题冶的问题取向,这也成为当前

该领域缺乏高质量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少研究对国家提出的发展理念、实施的

政策方案反复进行再解释以证明其合理性,对乡村振兴的地方实践进行模式建构以

证明其可推广性。 诚然,对政策文本的解读拓展和地方实践的总结提升是必要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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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但若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政策设计的深层背景与逻辑、乡村如何灵活运

用来自其他地方的经验形成自己的发展路径、政策和实践的结构性和制度性背景、相
关主体的能动性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研究就会更加立体、生动、深入。 在开展有关

乡村振兴的社会研究时,故意靠近政策热点、刻意迎合政策要求的研究心理均不可

取,研究者应调整善做“证明题冶的研究取向,围绕乡村发展遭遇的真问题进行批判

性思考,从而为政策制定与执行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
围绕乡村振兴所能提出的研究问题难计其数,理解这些问题的整体性特征并把

握其间的复杂关联任务艰巨。 目前研究者大多根据自己的学科特色和研究专长进行

分门别类的研究,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容易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无助于对问题的认

识和理解,甚至可能制造出更多新的问题。 因此,在乡村振兴研究中需要强化问题意

识,修正一些虚假的问题取向,积极参与并推动学术对话与争鸣,拓展学术研究视角,
丰富研究的想象力,探索学科交叉、沟通、协作、创新、共享的合作研究机制,从而不断

厘清乡村振兴所关涉的若干根本问题,提升研究的整体性和关联性。
(三)构建“研究—政策—行动冶一体化的学术实践框架

学术研究不应封闭在象牙塔内,农村社会研究更应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研究者有必要围绕乡村振兴的整体实践,反思农村社会

研究中的研究问题、研究过程与方法、研究意义,推动构建“研究—政策—行动冶一体

化的学术实践框架。
首先,乡村振兴研究应以田野和实践为基础,践行良好的实践品格,形成既具有

深刻的学术意义,又具有政策和行动启示的研究成果。 研究者应该深入乡村振兴的

广袤田野中,积极投身乡村建设行动,在丰富的田野实践之中发现具有理论意义和

(或)实践价值的研究问题,并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和(或)伴随田野实践的细致观察

形成对问题的科学认知和判断,恰当运用无学科偏见的方法,分析问题背后的逻辑与

规律,进而为下一步的研究、政策与行动提供方向性的启示和支撑。
其次,乡村振兴政策的生命力在于围绕其所开展的源源不断的研究与行动实践。

除了对政策进行阐释,农村社会研究更应该关注政策传播的过程、媒介、效果以及农

民的反馈,政策进入乡村的社会政治过程及其在基层的遭遇、乡村振兴的政策蓝图与

地方实践之间的偏差、政策所产生的各种未预后果等。 只有倾听基层声音,理解乡村

振兴各种政策实践及其背后的逻辑,才能形成良性的政策互动与政策变迁,减少政策

设计、执行、转换等过程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政策不仅需要具体的行动去落实,也
需要通过行动实践来检验其效果。 只有在对具体的政策实践与行动实践进行深入研

究的基础上,新的政策建议与行动倡议才可能生成。 乡村振兴研究者是政策上下沟

通的桥梁,也是集政策、研究、行动角色于一身的综合实践者。
最后,乡村振兴行动既是相关研究和政策得以落地和落实的重要途径,也是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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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新的研究主题与方案、新的政策建议与举措、新的行动倡议与计划的富矿。 乡村

振兴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行动,而对大多数身处高等学校或研究机构的农村社

会研究者来说,其参与乡村振兴行动的方式不仅仅是指出行动的可能性和方向以便

赋予学术研究以行动意义,还可以是与地方合作建设相关研究平台、实践基地或集多

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等,投身乡村振兴一线开展广泛的社会行动实践与试验,
促进乡村振兴政策在各地的执行与落实,从不同层面支持和服务于乡村振兴工作的

实质性推进。 同时,研究者参与乡村振兴行动的过程,也是在实践层面对既往研究、
政策、行动的质量、效果、适用性、可持续性等的检视,以便改进和优化其中的一些内

容、方法、制度等。
如此,始于政策过程与行动实践的乡村振兴问题,通过扎实的田野实践和学术研

究,可以推进进一步的学术讨论与思考、政策优化与调整、行动方向与方案,这样的

“研究—政策—行动冶一体化的学术实践框架亟待在乡村振兴的广阔舞台上得到更

为充分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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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itical Review on Rural Vitalization Studies

LIU Juan摇 ZHANG Sen摇 BU Siyuan

Abstract摇 As soon as the strategy of rural vitalization was put forward, it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with mountainous items of literature emerging in academia. Based on a survey of the selected literature on
this topic in the field of rural social studies, this review finds that existing studies focus on several dimen鄄
sions of rural vitalization, includ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policy interpretation, practical problems and
major challenges, rural鄄urban relations and correlations of elements, model exploration and action re鄄
search,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and local practices, etc. ;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exten鄄
sive discussions and debates around some key issues such as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rural land regime, green agriculture, local culture and customs, rural governance transforma鄄
tion, and talent vitalization. These studies and discussions have provided a relatively broad literature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but there are also plenty of repeatedly proved interpreta鄄
tions or superficial analyses, yet in鄄depth investigations based on rural social reality and practice are still
rare. As a result, much of the literature fails to accurately comprehend the key problems in the field or to
sufficiently engage with major theoretical issues such as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while the research, policy, and actions around rural vitalization have somehow isolated from each other.
This paper advocates that scholars should endeavor 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on of rural reality with en鄄
riched farmers蒺 perspectives, identify and analyze the real concerns with strengthened problem awareness
and optimized ways of questioning, and construct an integrated “ research鄄policy鄄action冶 framework to鄄
wards a broader space for rural vitalization studies based on praxis.
Keywords摇 Rural vitalization; Rural social studies; Farmers蒺 perspectives; “Research鄄policy鄄action冶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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