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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这也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民返乡投资和建设家乡。

（三）政治关联营造与乡村治理振兴

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政治和组织基础。新世纪以

来，农村社会的基层治理发生了重大转变。随着农业税

费的全面取消，国家不再从农村社会汲取资源，而代之

以大量的财政资源输入农村，基层组织从汲取型政权向

服务型政权转变。在此背景下，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

的关键即在于充分激活村庄社会的自治能力以实现公共

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就对村干部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一方面，这依赖于村干部的职业化，以改变长期以

来村庄治理的非正式性特征，实现村级治理的规范化和

法治化转型。这也是返乡创业青年不断被吸纳入村干部

队伍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返乡创业青年大多具有一定

的文化知识和组织管理能力，更能适应基层治理现代化

对村干部素质的较高要求。另一方面，这也要求村干部

必须具备较强的组织群众的能力，通过动员群众自治，

以更好承接国家自上而下的项目资源。作为村庄的经济

能人以及关系网络维系的重要角色，返乡创业青年更能

获取普通村民的认同，从而将群众自下而上的公共品需

求与自上而下的国家项目工程相衔接。笔者在调研中发

现，在中西部地区的很多村庄，返乡创业青年已经成为

村干部和后备干部的主力，作为村庄治理的主体担负起

了乡村治理振兴的重要使命。

此 外 ， 除 作 为 村 庄 社 会 的 正 式 治 理 主 体 ， 返 乡 创

业青年还充当了非正式治理主体的重要角色。他们或是

作为乡贤、村民代表、议事会成员等身份参与到村庄治

理体系之中，或是作为自发性社会团体成员积极介入到

村庄公共事务和公共活动之中。这种非正式性的治理主

体角色和自发性的团体组织并不需要占用政府的公共资

源，却能够完成许多政府耗费大量治理资源而仍然无法

完成的任务。鉴于政府科层化治理方式的诸多限制，返

乡创业青年的非正式治理主体角色将构成为村级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补充。

总体来看，在以返乡创业青年为主体的村庄治理实

践中，通过广泛的政治联结和政治参与，内在地体现了

行政与自治、正式性与非正式性治理机制的统一。这对

于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

村庄社会有效治理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价值关联营造与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乡村文

化涉及家庭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公共文化等多

维度价值的整合，能够为村庄中人们的经济、社会等诸

领域的活动提供价值导向和价值满足。在以返乡创业青

年为主体的价值重塑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机制即在于

以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文化振兴，从而赋予乡村文化建设

以新的活力和持续动力。

对于返乡创业青年而言，无论是投资农业发展规模

经营或农特产品经营，还是建设民宿发展乡村旅游，其

经营方式上大多以家庭劳动为主，具体体现为夫妻之间

或代际之间的家庭劳动分工。而即使是返乡创业青年所

创建的资本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工厂，在起步阶段大多亦

是以家庭资本积累和家庭劳动为基础。因而，相较于市

场化机制下农民在外务工的流动和家庭分离状态，这无

疑有助于提高农民家庭的凝聚力以及价值和情感认同，

从而铸牢家庭文化建设的价值根基。此外，在产品生产

和销售上，他们大多都要与村庄中传承的地方性农耕和

民俗特色文化相结合，以凸显经营特色（如经营生态农

产品、特色手工艺品、特色民俗文艺等），获得相对较

高的产品附加值。乡村文化产业价值的发掘不仅仅激活

了乡村文化的活动形式以及文化产品的生产，从而避免

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衰落，也将激发起人们重新

审视乡村文化的价值，尤其是乡村文化产品相对城市文

化产品的独特优势，赋予村庄生活以意义感和价值感。

因 此 ， 由 返 乡 创 业 青 年 所 主 导 的 乡 村 文 化 产 业 发

展，不仅呈现出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市场样态，也内

在地体现出乡村文化活态的特征，通过价值感的激发形

塑了村庄社会的价值生产能力。价值生产能力是村庄社

会活力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形成有意义感、价值感的

村庄生活的价值基础。

总结与讨论

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农村社会中人口、资源向城

市流动，乡村发展面临着诸多限制，并集中体现为村庄

主体的缺失和村庄社会关联的弱化。返乡创业农村青年

在重塑村庄主体的同时，也积极营造了新的村庄社会关

联机制，这对于乡村振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发展农业

规模经营、投资工业创办工厂、建设民宿发展乡村旅游

是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三种基本类型，返乡创业青年成

为农村社会的新生产主体和关联营造主体。由于返乡青

年的生产经营活动深嵌于村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他们在推动城乡经济要素的良性互动、村庄社会关系网

络的重构、村庄政治关联和价值关联的营造等方面发挥

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返乡创业青年在村庄社会中关

联营造能力的不断强化，村庄社会在产业发展、生活共

同体构建、社会的有效治理、乡村文化的再生产等领域

迎来了全面振兴的新发展格局。这也形塑了新时期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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