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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开辟了一条从社会学的角

度研究经济行为的新思路。

借鉴“嵌入性”理论，笔者尝试性地提出基于关系

性嵌入、制度性嵌入与资源性嵌入的“嵌入产业”分析

框架，即在村庄产业发展进程中，通过驻村干部这一外

部力量下沉到乡土社会中，整合内外部村庄资源，培育

乡村产业内生发展力量，化解乡村产业落后传统性因素

的制约。本文聚焦驻村干部在产业发展阶段过程中的行

动逻辑即“穿针引线”“见缝插针”与“保驾护航”三

个阶段，并引入嵌入性理论分析其内在机制。最终，建

构了驻村干部嵌入乡村产业发展的分析框架。

调查点概况

（一）村庄概况

M 村 位 于 高 阳 县 东 南 方 向 ， 距 小 王 果 庄 镇 政 府 5 公

里，全村总人口1996户6019人、党员146名，耕地面积

8000亩，村“两委”班子9人，其中党支部7人、村委会

5人，书记主任“一肩挑”，全部大专以上学历，平均年

龄42岁。该村农作物以小麦和玉米为主，主导产业为纺

织业，有纺织企业267家，规上企业2家，村集体年收入

110万元，主要来源为土地承包费和企业占地费。在驻

村干部的引领下，该村深化落实基层治理思想机制，被

民政部评为“全国先进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并获得

2022年“高阳县政府特别奖”。

（二）产业发展概况

近年来，M村驻村第一书记把纺织产业作为全村的

重点发展项目，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产业经营发展模式，

集中力量解决村庄内产业发展所面临的经营和管理等问

题，带领村民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范式，使M村村民生活

及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M村中，纺织产业成为村庄内的支柱产业，目前M

村有纺织企业267家，规上企业2家，各类纺织机械上百

余台（套），从业人员上千人，年产毛巾3亿条、毛毯1

千吨。其中出现了一些拥有几十台以上织布机的较大企

业，形成了一些名牌产品。首先家庭工厂的规模普遍有

所扩大，许多家庭工厂都由一两台织布机起家，而后靠

利润再投资等途径添置织布机。到现在规模企业突破家

庭工场模式，形成了纺织产业聚集区，企业集群度逐步

提高，为该村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支撑。

嵌入性视角下驻村干部的行动逻辑

驻村干部制度作为党和政府治理农村社会的重要制

度，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全面

发展上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驻村干部的行动逻辑集

中体现于三个方面，驻村干部通过拉近同各方村治主体

的私人感情、凝聚对村庄的产业感情，实现关系嵌入，

协调各产业主体的关系；通过发挥正式制度的规范作用

和非正式制度的引领作用，建构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发

展模式；通过盘活村庄内部资源、整合外部资源，实现

多种资源的融合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挖掘产业发展潜

力，壮大产业发展规模。

（一）关系嵌入协调产业主体关系

驻 村 干 部 嵌 入 乡 村 产 业 发 展 时 ， 如 若 仅 仅 依 靠 行

政 主 导 和 基 层 自 治 的 双 轨 力 量 ， 依 旧 无 法 改 变 乡 村 产

业。对此，驻村干部在依托纵向科层治理逻辑开展各项

工作的同时，应通过关系性嵌入，协调乡村产业的多元

力量，借助与产业主体间的直接联系，充分调动乡村干

部、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等，构建保障产业良性发展的

市场及社会机制，丰富产业主体在复杂行动情境下实现

可行能力再生产得以依托的规则和资源。

处 理 好 与 村 干 部 的 关 系 ， 为 驻 村 干 部 行 动 奠 定 方

向。关系协同实质是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村民、

驻地镇党委政府等村治主体达成高度的互信默契，彼此

心理认可、相互行动配合。[5]驻村工作队充分用好一切正

式、非正式的场合，向村“两委”反复传递自身对该村

产业发展规划的想法，展现了自己的专业素养和能带来

的好处，也向其表明驻村制不会削弱、更不是取代村民

自治，而是协助发展产业工作。

处理好与村民的关系，为驻村干部行动提供便利。

为拓宽发展产业进程中普通村民诉求表达渠道，驻村干

部培育组建了村民理事会、安全检查委员会、乡贤咨询

会等村民自治组织，为广大村民参与进入乡村产业治理

体系提供了机会，增加了其参与积极性与主人翁意识，

引导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且乡村社会网络承载情感

义务和长久利益，有助于加强村民对共同利益的认识，

有助于促进村民接受利益妥协和利益谅解。

处理好与产业负责人的关系，为驻村干部行动提高

成效。驻村干部通过加强与各工厂负责人的沟通交流，

有助于促进纺织负责人对其的信赖，增强对集体行动的

信心，为后续工作的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尤其是产业

发展进程中发生一些矛盾和问题时，也有利于驻村干部

及时了解情况，为开发产业项目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制度嵌入建构产业发展模式

乡村产业振兴实践场域中的制度支撑主要表征为以

驻村第一书记等为代表的驻村干部和以村“两委”等为

代表的组织进行的规则博弈，不仅包含政策规范、法律

组织振兴丨The  Vitalization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