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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依赖于返乡创业青年的积极建构，村庄社会中原

本因人口向城市流动而弱化的人情交往网络得以不断增

强，这也重新赋予了村庄生活世界以意义，实现村庄生

活共同体的稳定。

（三）治理主体与村庄政治关联营造

随着农村青年返乡创业，村庄社会中经济和社会生

活关联的重新建立，必然将极大地激活村庄社会的治理

活力，重塑村庄治理主体，激活村庄政治关联。这也将

深刻改变村庄“空心化”的治理困境。

长 期 以 来 ， 农 村 劳 动 力 大 量 向 城 市 流 动 ， 不 仅 意

味着村庄生产主体和生活主体的流失，还意味着村庄治

理主体和治理抓手的缺失，基层组织与群众之间政治联

结机制的衰落。由于外出务工农民的利益主要来自村庄

社会之外，除非有征地拆迁等重大利益事项，他们较少

关心村庄公共事务，亦缺少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村庄公共

事务的治理之中。留守在村的老人和妇女虽然长期生活

在村庄社会之中，在生产和生活事务上有着一定的公共

服务需求，但是，其自身又大多不具备提供这种公共服

务的能力。这就导致基层政府在对接村庄社会时缺乏稳

定的中坚力量和联结机制。在当前资源输入背景下，部

分政府自上而下的项目资源可以通过直接对接农户的方

式实现资源输送（如粮补、合作医疗等），但是，大部

分项目资源需要村庄内部的资金和劳动力配套方能完成

（如道路、水利等），后者则依赖于村民自治的动员机

制。因此，村治主体的缺失和联结机制的衰落也形塑了

当前村庄治理的基本困局。

不 过 ， 对 于 返 乡 创 业 的 农 村 青 年 而 言 ， 无 论 是 发

展农业规模经营，创办工厂，还是建设民宿发展乡村旅

游，其利益的获得主要来自村庄内部。因而，他们也极

为关心村庄的公共事务，并有能力和精力投入到村庄公

共 事 务 的 治 理 过 程 之 中 。 例 如 ， 在 修 建 村 庄 道 路 过 程

中，虽然是以政府项目为主，但项目的落地还需要村民

提供劳动力和部分资金的辅助，这些返乡创业的青年往

往积极发挥了带头作用，积极出资、出劳予以支持。此

外，由于这些返乡创业青年多是作为有能力、有知识的

村庄精英，也被基层政府视作遴选村干部的重要来源，

从而改变了村庄精英流失，缺少合适的有能力的精英担

任村干部的困境。而那些没有被纳入村干部培养体系的

返乡创业青年，也通常是被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作为村庄

治理的重要资源，借助其经济资源及社会关系网络以广泛

影响和带动其他村民，有效实现公共事务的治理目标。

（四）价值主体与村庄价值关联营造

在 村 庄 熟 人 社 会 中 ， 长 期 的 生 产 和 生 活 互 助 ， 很

容易发育形成一些基本的价值共识。村庄价值共识作为

一种稳定的地方性规范，形塑了村庄成员稳定的价值判

断、价值预期和社会行为模式，成为了村庄共同体稳定

的文化基础。不过，村庄价值共识也需要一定的主体来

承载。一直以来，村庄价值的承载者多为具有一定资历

和威望、辈分较高的长者。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

经济发展极大地弱化了传统权威的影响力，经济精英的

地位愈发突出。而经济精英的利益主要来源于村庄外部

的市场环境，较少关心村庄社会内部价值共识的达成与

规范。因此，这就导致了村庄社会中价值主体的缺失，

村 庄 社 会 无 法 有 效 实 现 价 值 生 产 ， 村 庄 社 会 陷 入 个 体

化、原子化状态。

作为村庄生产和生活的主体，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

则能够填补村庄价值主体的缺失，重塑村庄社会的价值

规范和价值关联。这既得益于其相对较强的经济能力，

更得益于其在村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位置。对于返

乡创业青年而言，由于经济利益在村，社会关系在村，

他们便会自觉地按照村庄熟人社会的交往规则和价值共

识主导自己的经济和社会行动，并不断地强化村庄社会

的价值规范以稳定其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网络。不过，

除传统的人情互惠价值规则外，在返乡创业青年的积极

参与下，村庄社会的价值共识也有了新的内容，即以村

庄经济发展和社会性团结为核心的村庄价值面向。农村

青年返乡创业所带来的经济活力和经济机会的增长，不

仅极大地改变了村庄资源持续向城市流动的不利趋势，

实现了市场资源从城市向农村的回流，从而进一步改变了

人们之于村庄发展的预期，赋予了乡村社会生产和生活以

新的价值。而且，这也有助于实现村庄社会新的整合。具

体而言，这主要体现在以村庄发展面向整合个体的原子

化状态，以村庄长远发展目标整合个体利益两个方面。

前者主要涉及个体的价值面向，后者则主要涉及个体的

经济动机。以村庄为面向的价值和利益整合无疑对于乡

村社会的活力激发以及长远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联营造与乡村振兴：

农村返乡创业青年引领乡村振兴的路径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具 体 涉 及 产 业 发 展 、 生 活 富 裕 、 村

庄治理、生态建设和文化建设等诸领域，其核心在于实

现人口、产业和土地等多要素的融合发展。不过，如何

实现乡村振兴更是事关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及长期维

系的基础。显然，从主体角度看，无论是政府，还是市

场中的资本，都只能是作为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外部力

量，而难以内在持久地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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