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西部·　　　　 ·2024年第6期

了留守人群、空心村等诸多社会问题。其中，最核心的

问题不仅在于村庄社会主体的流失，即最具生产能力、

社会生活能力及政治参与意愿的青壮年群体离开村庄，

而且，还在于这些主体的流失所伴随着村庄社会关联及

村庄活力的衰弱。因此，农村青年返乡创业有着重要的

意义。在发展生产、丰富社会生活、夯实基层治理、重

构农村价值共同体等方面，农村返乡创业青年都将扮演

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实现了村庄主体的回流，而

且，他们创业过程中的社会和资源动员还将重塑村庄社

会关联，奠定乡村振兴的基础。本文将分别从城乡经济

关联、村庄社会关系网络、村庄政治关联和价值关联四

个层面具体呈现返乡创业青年的嵌入性发展过程及其关

联营造机制。

（一）生产主体与城乡经济关联营造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导致留守

老人和妇女成为村庄社会的生产主体，这必然会弱化农

业生产力，同时也很难扩展其他的生产机会。农村青年

返乡创业投资农业发展规模经营、创办工厂以及发展乡

村旅游，则重新激活了村庄社会的生产活力，成为了乡

村社会的新生产主体。

在 山 区 农 村 ， 随 着 青 壮 年 劳 动 力 的 外 出 ， 留 守 的

老人和妇女劳动能力有限，一些无力耕种或不便耕种田

地大多都荒废掉了。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发展规模经营则

有助于盘活这些荒废的土地资源，实现土地资源的集约

化利用。且农业规模经营通常需要大量的辅助劳动力，

从而带动这些留守在村庄中的老人和妇女从事些力所能

及的农业劳动（由于劳动能力有限，单靠老年和妇女个

人则无力完成）。同时，在农村青年投资农业发展的过

程中，他们大多会选择开发一些效益较高的特色农业经

营，如果树、茶叶、魔芋、药材等。这些特色农业经营

一旦成功之后，便会引起村庄中以老人和妇女为主体的

小农户的效仿以及农业合作组织的发育，从而形成规模

经济效应，引领地域性农业产业转型。

农村青年返乡办厂以及发展乡村旅游，则能够带来

农村社会中稀缺的工商业资本，为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

体的农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市场机会。由于返乡

青年的资本积累水平相对有限，其所创办的工厂大多是

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村庄中无法外出务工的老人和妇

女的廉价劳动力价格获得市场竞争优势。这一方面为农

民家庭中的“闲散劳动力”提供了在村的务工就业机会

和务工收入，另一方面，这也极大地激发了农村留守群

体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时间开发。这也非常类似于东部

地区早期乡镇企业发展模式。所不同的在于，当前中西

部地区农村乡村工业发展主要受益于东部地区已发展成

熟的工业市场体系带动，其原材料采购、生产模式和市

场销售路径深受后者的影响。乡村旅游产业则既具有规

模经济，也具有分散投资的特征。农村青年返乡创办民

宿以及从事农特产品销售，得益于村庄整体旅游环境的改

善，同时也具有直接的带动作用，有着较强的溢出效应。

因此，农村青年返乡创业所实现的村庄生产主体的

重塑，并非简单地农业劳动生产力的补充，而是在农业

规模经营、乡村工业和旅游业发展等所实现的新生产主

体的再造，以及城乡之间新型经济关联的建立。这种新

型经济关联以生产要素从城市向乡村的回流为标志，这

就改变了长期以来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城

市剥夺农村的城乡关系模式。

（二）生活主体与村庄关系网络营造

在村庄熟人社会中，依托于血缘和地缘关系连带以

及人情互惠机制，村庄成员之间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互助

形塑了村庄生活共同体的特质。村庄生活共同体的核心

在于熟人之间的人际互动以及由此所形塑的村庄社会认

同，这也使得村民得以体验到村庄生活的机制和意义，

一个充满人情味、有意义的生活世界。不过，随着城市

化进程迅速推进，一些有能力的村民开始在城镇中买房

定居，逐渐搬出村庄，越来越多尚未在城镇购房的年轻

农民，考虑到子女教育问题以及生活的便利，也开始到

城镇租房居住。这就导致了村庄生活主体的流失，人情

交往的弱化以及村庄生活世界意义的衰落。而在农村青

年返乡创业过程中，伴随着村庄生产主体的回流，村庄

生活世界的交往体系也得以重新激活和强化。

对 于 大 多 数 返 乡 创 业 青 年 而 言 ， 一 方 面 ， 他 们 的

资本积累水平毕竟有限，十分依赖于人情关系的建构以

减轻其在土地、劳动力及生产管理等方面的投入成本。

例如，在发展土地规模经营方面所涉及的土地流转、辅

助性劳动力的雇佣和管理，以及与小农户合作化经营过

程中的生产过程管理和产品购销等。此外，受资本限制

其返乡创办的工厂大多采取分散生产模式，在生产管理

中也主要是借助熟人关系资源以协调生产过程。另一方

面，这些返乡创业的青年群体内部通常也会形成紧密的

人际交往圈子，以相互交流创业经验、协调社会资源、

达成经济合作与互惠等。在此意义上，农村青年返乡创

业同时实现了生活主体的回归，重新激活了村庄社会中

的熟人关系网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关系资源的

运 作 体 现 了 资 本 增 值 的 逻 辑 。 但 是 ， 这 一 以 经 济 交 往

为核心的合作形态并未超越传统村庄中血缘和地缘关系

的运作实质，仍体现出鲜明人情交往的建构策略及互惠

乡村发展丨Rural  Development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