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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城市化进程中，人财物的流出，更是加剧了乡村振

兴 的 主 体 困 境 。 在 此 意 义 上 ， 农 村 青 年 返 乡 创 业 在 生

产、生活、治理及价值领域所实现的村庄主体重塑和关

联营造，尤其是其在带动乡村产业发展，提升村庄治理

效能，凝聚村庄价值共识等方面所呈现出的关联营造能

力，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功能。

（一）经济关联营造与乡村产业振兴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面对当前村庄社

会土地分散经营、资本要素稀缺等问题，如何整合村庄

社会的人口、土地、资金等要素，实现组织化、产业化

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关键环节。由于小块

土地农业经营效益较低，单纯在小块土地农业经营基础

上的组织合作成本较高。因而，农民组织化的实现既依

赖于村庄能人的带动，也依赖于新产业形态的发展。返

乡创业的农村青年作为村庄社会的经济能人以及新产业

发展的引领者构成为农民组织化的核心力量。

借由农村青年返乡创业所实现的农村产业组织化发

展主要有两个阶段，一是引领、示范阶段，二是组织合

作阶段。引领、示范主要体现在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初

期，其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或特色经营所形成的规模收益

及高产值是吸引周边村民学习、效仿的重要原因。依托

村庄熟人社会的交往网络，返乡创业青年自然构成为农

村产业新形态发展的引领者和示范者。其后，随着整体

规模的扩大，返乡创业青年群体内部的合作需求增长，

以合作社或合作社联合社的形式，形成统购统销及合作

经营模式，并逐渐将其他小农户纳入其合作体系。这种

新的产业组织形式的发展主要基于返乡创业青年之间及

其以小农户之间内生的经济合作需求，并借由村庄熟人

关系网络的连带而形成，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经济社会组

织模式。近年来，我国农村中新兴的农业规模经营主体

以及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返乡创业的

农村青年为主体。在此意义上，正是得益于农村返乡创

业青年的引领示范和组织带动，迅速推动了农业产业的

转型发展。

相 较 于 农 业 经 营 而 言 ， 返 乡 青 年 投 资 建 立 工 厂 发

展乡村工业则体现了一种组织化程度更高的产业发展模

式。虽然，乡村工业的分散化生产模式并未呈现出城市

工业的集中化大生产特征。但是，这一模式较好地利用了

农民家庭中无法外出务工的剩余劳动力，通过返乡青年适

度的资本积累与村庄社会中分散的、家庭剩余劳动力相

结合，形成了一种较有特色的乡村工业化发展模式。

因此，整体上看，在返乡创业青年的带动下，城乡

之间新型经济关联的建立使得农村社会形成了以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特色经营和乡村小工业为中心的组织化程

度相对较高的多元产业发展模式和产业发展体系。这也

奠定了乡村产业振兴、农民收入增长和生活富裕的长期

基础。

（二）关系网络营造与生活共同体建设

村庄既是一个生产空间，也是一个生活空间。生活

共同体的构建是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要维度。这既

涉及村庄基础设施、村容村貌和村庄生态环境的改善，

也涉及村庄社会关系的建设，后者有助于村民团结起来

一致行动，并将乡村生活建构成一个富有意义感和人情

味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在 人 口 外 流 和 村 庄 空 心 化 背 景 下 ， 返 乡 创 业 青 年

所积极营造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于重构乡村生活共同体有

着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农村基础设施的衰败、村庄生

活环境的“脏、乱、差”是倒逼农民离开村庄的重要外

部 因 素 。 日 益 衰 败 的 村 容 村 貌 也 很 难 引 起 村 民 回 归 家

乡、建设家乡的内驱力，村民们更多将工作和生活的重

心面向城市。新世纪以来，政府投入了大量财政资源用

于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乡村社会的面貌有

了极大的改善。但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干预过多，往往

导致“官动而民不动”困境，村民自发参与的积极性非

常有限，环境整治工作也由于得不到村民的支持而难以

为继。对于返乡创业的青年农民而言，由于产业在村，

利益在村，他们有着村庄生活的长期面向，也有着改变

村庄生活环境的较强的内生动力。因此，他们会率先行

动起来，借助他们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的人情互惠和

交往模式，形成自发的社会团体或社会组织，开展村庄

建设和生态保护工作。例如，在湖北恩施山区农村，近

年来返乡创业回村养殖蜜蜂、开办民宿发展乡村旅游的

一些青年自发成立了义务护河队，定期巡查巡视电鱼、

毒鱼、往河流倾倒垃圾等非法行为，以保护村庄中的河

流生态和卫生环境。此外，他们还逐渐承担起了村庄中

的道路维护、抢险救灾等工作，在雨季山区易发洪水、

泥石流等灾害时协助乡镇政府和村干部及时处理各种突

发灾害。志愿者队伍的人数从最初的4-5人逐渐扩大到

10-20人，这批青年人已经成为村庄社会的中坚力量，获

得了村民们的广泛认同，并在村庄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

在返乡创业青年之间的这些事件性合作中，不仅体

现了村庄传统的人际交往规范和社会关联机制，不断激

活了农民生活的村庄面向，也体现了以村庄为本位的生

活共同体认同，形塑了村庄社会新的团结模式。随着返

乡创业青年在村庄中所营造的经济关联和社会关联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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