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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视角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①

豆书龙 朱晴和 李 越

［摘 要］ 农民作为乡村建设主体，其所思、所想、所盼关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推进

质量。本研究以 2 省 3 县的 8 个典型村、348 位农民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分析对象，采用

统分结合的思路，分别探析农民视角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成效、问题和建议，

而后考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整体成效与问题，从而建构优化路径。研究发现，农民对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满意度整体较高，但仍然存在基础设施建设维护水平较低及

公共服务可及性有限、产业发展条件受限及利益联结欠缺、公共文化服务不深入及“三

治融合”体系不完善、内部结构发展不平衡和农民主体意识薄弱问题。因此，未来应顺

应农民的所思、所想、所盼，通过健全基础设施建设维护机制和提升短缺型公共服务质

量提升宜居乡村水平，通过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升级与完善联农带农助农机制提高宜业

乡村质量，通过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强化“五治融合”实践提升和美乡村成效，通过

完善农民参与路径和构建和美乡村共同体实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整体性优化与高质

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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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②，对乡村建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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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要求。实际上，党和国家素有重视乡村建设的传统。从改革开放时期的农村房

屋建设工作，到 2005 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

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①，再到 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建设

美丽乡村②，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③，进而演进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乡村建设的内

涵渐趋丰富、思路渐趋明晰、行动渐趋深入。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在规划建设、人居

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对和美乡村建设作出具体部署。2023 年 6 月，学习推

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座谈会强调，深刻体悟“千万工程”的非凡意义、精髓要义和

理念方法，加快建设和美乡村④。与此同时，湖北“共同缔造”、广东“百千万工程”、重
庆“五大工程”等省级行动如火如荼开展。和美乡村建设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成为时

代议题，广受学界瞩目。
然而，在和美乡村建设过程中，全国部分地区尚存思想错位导致的行动偏差，制约

建设效率与质量提升，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便是农民失语。实际上，农民作为乡村主

体，应成为和美乡村建设的规划者、推进者、维护者、评价者和受益者。2022 年中央一

号文件指出，“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⑤; 2023 年 1 月出台的《农

民参与乡村建设指南( 试行) 》强调，“落实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的要求……使农民内

生动力得到充分激发、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体现、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引导广大农

民用辛勤劳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⑥;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和美乡村建设

时强调，“严禁违背农民意愿撤并村庄、搞大社区”“引导农民开展户内改厕”以及

立足农民需求发展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⑦; 2023 年 7 月，《关于有力有序有效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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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千万工程”经验的指导意见》强调将“人民至上、共建共享”作为“千万工程”
经验蕴含的科学方法，指出应坚持“群众要什么、我们干什么，干得好不好、群众说

了算”，把群众满意度作为工作成效的最高评判标准，引导群众自觉投入工程建

设，共建共享美好家园①。可见，“农民主体”思想一直贯穿于近年来的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顶层设计中。
与此同时，针对乡村建设中的农民主体性，学界也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首先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主体性研究。其一，关于农民主体性的实现困境。王

胜( 2010) 指出，对农民主体地位认知不清、农民素质较差、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城
乡分割体制制约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其二，关于农民主体性的实现路径。罗金平

( 2006) 提出，应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加强农民精神文化及民主法治

教育，推进农村基层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其次是美

丽乡村建设中的农民主体性研究。其一，关于农民主体性的实现困境。杜强( 2019)

指出，村公共事务民主管理流于形式，农民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存在“等靠要”依赖思

想，农民综合素质能力较差，村集体经济薄弱、农民不富裕等因素制约农民主体作用

的激发。其二，关于农民主体性的实现路径。刘利利和杨英姿( 2019 ) 认为，政府应

适当退一步，尊重和听取农民意见、畅通其参与渠道、培育农村社会组织等; 企业应尽

量让一步，追求村企共赢的长远发展、建立农民收益共享机制、发展社会服务等; 农民

应积极进步，更新观念、增强能力、明晰权益。最后是乡村振兴中的农民主体性研究。
其一，关于农民主体性的实现困境。毛安然( 2019 ) 指出，农民表现出乡村价值的多

重主体性缺位，分别为经济、社会、文化主体性缺位。其二，关于农民主体性的实现路

径。霍军亮( 2022) 认为，实现农民主体性存在政治、利益、伦理、技术四重逻辑。总

体而言，现存研究对乡村建设中农民主体性的研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观点，但是农民

视角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研究尚存空白。因此，本研究以农民关于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的所思、所想、所盼为主题，采用统分结合思路，分别探析农民视角下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的成效、问题及建议，而后基于系统思维衡量三者的平衡性，同时梳理三者之

间的逻辑关系，进而提出整体性的优化策略，以弥补既有研究的空缺，推进中国式和

美乡村理论研究深化。
本次调研范围为 2 省 3 县的 8 个行政村( 山东、陕西分别涉及 2 个县和 1 个县) ，

总计发放问卷 367 份，回收问卷 353 份，有效问卷总共 348 份，有效问卷占发放问卷

的 94. 82%。本次问卷涉及的调查内容主要是关于农民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了解

程度、建设情况评价、参与意愿与改进方向，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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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

统计指标 人数 占比 /%

17 岁及以下 23 6. 60

18 ～ 44 岁 91 26. 15

年龄 45 ～ 59 岁 71 20. 40

60 ～ 74 岁 125 35. 92

75 岁及以上 38 10. 92

未上过学 34 9. 77

小学 74 21. 26

学历
初中 116 33. 33

高中 /中专 /职高 63 18. 10

大学 /高职 26 7. 47

本科及以上 32 9. 20

统计指标 人数 占比 /%

纯务农 136 39. 08

农业兼业其他 62 18. 82

就业情况 第二、三产业 66 18. 97

无业 47 13. 51

其他 37 10. 63

无特殊保障 340 97. 70

低保 0 0

家庭保障情况
五保 8 2. 30

优抚 0 0

监测户 0 0

其他 0 0

二、农民关于宜居乡村的所思所想所盼

宜居乡村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重点，强调农村的全面进步，体现出农村硬

件与软件的全面升级。宜居“硬件”既包括人居环境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等基础性

设施建设，也包括人的娱乐、社会交往和个人发展等高层次需求的公共设施建设，这

是基础性的宜居; 宜居“软件”既要注重乡村公共服务的横向宽度，也要注重乡村公

共服务纵向深度和历史文化厚度。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

出，“要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组织实施好乡村建设行动，特别

是要加快防疫、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

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习近平，

2023) 。《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在基础设施方面对农村道路、供水、能源、防灾、物
流、网络等工程建设作出部署，在公共服务方面对农村教育、医疗、养老、助残等服务

提升作出部署，在人居环境方面对厕所革命、污水治理、生活垃圾处理、村容村貌提升

等行动作出部署，以求优化相关领域突出短板及薄弱环节①。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庞

大，宜居乡村建设持续提高农村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将农村打造成农民就

地过上现代生活的幸福家园，顺应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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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因此，本研究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三个维度展演农民关于宜居乡村

的所思、所想、所盼，剖析问题并提出改进对策。
( 一) 农民视角的宜居乡村建设成效

整体来看，宜居乡村整体建设水平较高，农民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人居

环境的满意度良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涉及多方面，完备度较高; 公共服务项

目多元，涉及教育、医疗、养老等多方面，总体满足了多数村民的需要; 村庄环境问题

较少，村民愿意积极参与各类改善环境的活动，人居环境满意度良好。调研对象对项

目的主观评分可反映当地实际建设情况及调研对象实际受益程度。本文采取 10 分

制评分机制，调研对象为乡村宜居程度打分平均为 7. 9 分，70. 84% 的调研对象打分

在 8 分及以上，35. 42%的打分在 9 分及以上( 见图 1) 。总体来看，农民对宜居乡村

建设的满意程度较高。

图 1 农民对宜居乡村的满意度情况

从分项内容来看，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调研对象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满意

度( 评价在较好及以上的人数占比) 为 89. 26%，基础设施维护为 88. 41%，二者均较

高。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各项目满意度由高至低依次为主干道路建设( 93. 76% ) 、
电力供应( 93. 75% ) 、入户道路建设( 93. 21% ) 、住房建设( 90. 63% ) 、规模性供水

( 88. 55% ) 、通信网络( 87. 5% ) 、公共照明和供暖( 均为 83. 33% ) 。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已达到一定水平，农民满意度较高且各领域发展程度较为均衡。在基础设施维护

方面，各 项 目 满 意 度 由 高 至 低 依 次 为 入 户 道 路 建 设 ( 92. 71% ) 与 电 力 供 应

( 92. 71% ) 、住房建设( 89. 59% ) 、规模性供水( 88. 55% ) 与通信网络( 88. 55% ) 、主

干道路建设( 88. 54% ) 、公共照明和供暖( 均为 83. 33% ) 。农村基础设施维护同样取

得了良好的成效，各领域发展水平也相对均衡，但整体发展滞后于其建设水平。总体

而言，随着城乡融合的推进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资金、资源、人才等要素向农村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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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水平不断提高。
二是人居环境整治方面，81. 25% 的调研对象认为本村没有环境问题，且调研对

象对村内居住环境满意度为 80. 52%。各项目满意度由高至低依次为生活污水处理

( 83. 31% ) 、生 活 垃 圾 处 理 ( 82. 47% ) 、村 容 美 化 ( 81. 31% ) 、生 态 保 护 修 复

( 80. 24% ) 、生产废弃物处理( 80. 11% ) 、厕所改造( 77. 31% ) 。在以上六个方面，平

均有 81. 70%的调研对象表示愿意参与此类改善环境的工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行动方案的出台为环境提升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强化了人、物、财等各方面保

障，使人居环境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而良好的成效也增强了农民的信心与认同感，

从而提升了参与意愿。
三是农村公共服务方面，调研对象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为 77. 64% ，农民整体

满意度相对较低。各项目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老年人健康体检( 82. 29% ) 、物

流 服 务 ( 81. 25% ) 、养 老 机 构 ( 81. 03% ) 、医 疗 设 施 ( 79. 17% ) 与 养 老 保 险

( 79. 17% ) 、交通服务( 78. 13% ) 、科学技术培训( 77. 08% ) 、医疗保险( 75% ) 、教

育补贴( 65. 63% ) 。这反映出得益于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现阶段农村公共

服务覆盖领域较为广泛，且具备一定发展水平，但在发展均衡性以及整体水平方面

有待改善。
( 二) 农民视角的宜居乡村建设问题

整体来看，基础设施建设不满意度 ( 评价为一般及以下水平的人数占比) 为

10. 74%，基础设施维护为 11. 58%，人居环境整治为 19. 48%，公共服务为 22. 36%。
在宜居乡村建设过程中，从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到人居环境整治再到公共服务供给，

均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
从分项内容来看，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方面，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质量

有待提高，缺乏农民的有效参与。具体而言，基础设施建设各项目农民不满意度由高

至低 依 次 为 公 共 照 明 和 供 暖 ( 均 为 16. 67% ) 、通 信 网 络 ( 12. 5% ) 、规 模 性 供 水

( 11. 45% ) 、住房建设( 9. 37% ) 、入户道路建设( 6. 79% ) 、电力供应( 6. 25% ) 、主干

道路建设( 6. 24% ) 。可见，农村在照明、供暖、通信、供水、住房等基础设施方面存

在短板。在基础设施维护方面，各项目农民不满意度由高至低依次为公共照明和

供暖( 均为 16. 67% ) 、主干道路建设( 11. 46% ) 、规模性供水( 11. 45% ) 、通讯网络

( 11. 45% ) 、住房建设( 10. 41% ) 、入户道路建设( 7. 29% ) 与电力供应( 7. 29% ) 。
可见，农村在照明、供暖、村内道路、供水、通信、住房等基础设施维护方面存在短

板。综上所述，农村照明、供暖、供水、通信、住房等是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共同的

弱项。而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欠缺是多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其一，基础设

施建设与维护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基础设施建设供小于求，维护质量较低; 其二，基

础设施建设与维护的人员配备不科学，当前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主要是由基层政

府实施，但由于资金紧张及部分项目周期较长，出现重建设、轻维护的现象，导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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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维护人员不足，基础设施维护缺乏; 其三，缺少建设与维护的评价奖惩机制，基础

设施完成建设后，没有相关评价体系对其建设与维护情况做出规范，建设与维护无

人监督，导致建设质量不高、无人维护等情况。此外，最为重要的是农民有效参与

缺失。农民对基础设施谁来负责建设与维护的回答不一，且约有 25% 的农民不清

楚村内基础设施由谁负责。这表明农民主体意识模糊以及主体地位缺失，在建设

与维护的过程中建设者同农民缺乏有效沟通，无法获知农民需求，也难以调动农民

参与的积极性与责任感。
二是人居环境整治方面，厕所改造、生产生活废弃物处理及环境治理效能均有待

提升且欠缺程度相对均衡。具体而言，各项目不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厕所改造

( 22. 69% ) 、生 产 废 弃 物 处 理 ( 19. 89% ) 、生 态 保 护 修 复 ( 19. 76% ) 、村 容 美 化

( 18. 69% ) 、生活垃圾处理( 17. 53% ) 、生活污水处理( 16. 69% ) 。可见，农民对人居

环境整治各项目均存在一定的不满意度，且较为均衡，可归纳为厕所改造、生产生活

废弃物处理以及环境优化三个方面。究其原因，首先，厕所改造的首要问题是资金筹

集，受制于农民收入、政府与村集体财力水平，厕所改造的质量被迫下降。农民现代

文明生活意识薄弱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他们习惯并满足于传统生活方式而忽视厕

所改造的必要性。其次，在生产生活废弃物处理方面，农村地区较大限度地保留了粗

放式生产方式，化肥农药的滥用、秸秆焚烧、农膜等农业废弃物的不当处理及企业的

污染排放等因素造成环境破坏。此外，农村地区缺乏生活垃圾处理的软硬件条件，垃

圾投放点与中转站、污水垃圾处理厂等设施设备以及环卫行动、污染监管等服务制度

缺失，制约了生活废弃物的有效治理。例如，所涉村庄大多依靠自然过滤的方式处理

雨污，虽然能满足日常需求，但在雨污情况较为严重时仍存在污染处理不及时的问

题，并且过滤设施的后续维护也存在一定的漏洞。最后，在环境优化方面，一些地方

的管理人员以经济效益、表面美观等显著绩效为先，出现“面子工程”等现象，而缺乏

对环境治理成果的长效维护。
三是农村公共服务方面，其完备度、便捷度存在欠缺，农民负担较重。如图 2 所

示，各项目农民不满意度由高至低依次为教育补贴( 34. 37% ) 、医疗保险( 25% ) 、科
学技术 培 训 ( 22. 92% ) 、交 通 服 务 ( 21. 87% ) 、医 疗 设 施 ( 20. 83% ) 与 养 老 保 险

( 20. 83% ) 、养老机构( 18. 97% ) 、物流服务( 18. 75% ) 、老年人健康体检( 17. 71% ) 。
可见，在公共服务领域，最薄弱的是教育领域，交通、医疗、养老服务水平也有待提升。
其一，在教育领域，30. 27%的农民认为现有教育补贴无法满足自身发展需求，尤其在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方面，相当部分费用需要农民自己承担。在社会教育

方面，20. 83%的农民认为缺乏生产生活导向的培训教育，制约了其就业创业能力及

现代文明素养水平的提升。其二，在医疗领域，20. 83% 的农民表示医疗保险的缴费

较高，近年来呈逐年增长趋势，并且同自身收入增长幅度不相匹配。这反映了医疗保

险支出给农民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其使用广度与接续机制的合理性也有待改进。

·871·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年



10. 42%的农民表示需增加医疗设施并加强村内医疗设施管理，缩小同城市的差距。
这表明村内医疗设施虽能够满足基本需要，但是相对老旧，村内医疗水平有限，无法

为村民提供良好舒适的医疗服务。其三，在养老领域，18. 67% 的农民认为现行养老

保险费用较高，且政府、集体补贴力度不足，造成了一定的经济负担; 15. 86% 的农民

表示农村敬老院、照料中心、老年活动室等养老设施建设质量不高或数量不足，同时

考虑到经费问题，他们对其能否长期有效运作也存在疑虑。其四，在交通物流领域，

7. 29%的农民认为公共交通等待时间较长且存在部分司机态度不友善的问题，反映

了公共交通服务体系不完善，资源配置及分配存在不均衡问题，后续管理亟待加强。
9. 38%的农民表示村内缺少物流站点，反映农村物流站点布局不科学，缺乏切实管理

系统，需对物流站点进行合理配置。以上问题反映公共服务存在数量、质量和布局等

多方面的欠缺。

图 2 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情况

( 三) 农民视角的宜居乡村建设路径

从建设主体来看，宜居乡村建设需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格局。首先，79. 17% 的农

民认为首先应当出力的是政府，政府力量大且资金充足，应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应当

做好顶层设计方面的规划统筹，通过政策制定确定建设时序、整合人力物力财力、完
善管理考核制度，促进宜居乡村建设。其次，59. 38% 的农民认为村两委干部应当发

挥主要作用，充当好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桥梁，自下而上传达农民的宜居乡村建设需

求，同时以自身行动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再次，57. 29% 的农民认为宜居乡村建设主

要依靠农民，农民也在乡村建设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愿，愿意参与的调研对象

平均占比为 81. 70%，愿意采用捐款方式参与的平均占比为 33. 47%，愿意采用投资

方式参与的平均占比为 27. 23%，愿意采用无偿劳 动 的 方 式 参 与 的 平 均 占 比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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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96%，愿意以有偿劳动方式参与的平均占比为 52. 83%。因此，应当创新农民参

与机制，运用筹资、投劳等多元化方式吸纳农民参与宜居乡村建设，激发农民内生动

力。在筹资方面，可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集体经济项目众筹、企业投资、社会募捐

等方式为农民参与开辟路径; 在投劳方面，可通过社会组织培育、建设项目以工代赈、
志愿服务活动开展等方式为农民参与提供载体。再者，22. 92%的农民认为宜居乡村

建设主要依靠企业，他们可以凭借较高的财力水平通过投资项目、捐资捐物等方式为

宜居乡村建设提供物质保障。最后，14. 58%的农民认为社会组织应在宜居乡村建设

中发挥重要作用，扮演好中介角色，通过活动开展为农民参与提供渠道，从而凝聚民

心、形成合力。
从建设内容来看，农民对宜居乡村建设的诉求集中体现在公共服务可及性、基础

设施建设与维护质量提升以及厕所改造与废弃物处理绩效改善方面。首先，在公共

服务方面，36. 46%的农民期望解决教育补贴及社会教育培训问题; 34. 72% 的农民认

为主要应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形成以医疗救助、大病保险等政策保险为主体、以商业

保险为补充的多层次发展格局，同时应注重完善医疗保障的转移接续程序，以满足流

动人口异地就医报销需求; 29. 86%的农民认为应当根据经济收入水平合理确定养老

保险金缴纳标准，构建农民个人、村集体、政府合理分担的付费机制，同时推进乡镇敬

老院、日间照料中心、老年食堂等基础设施建设，并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发展养老服务

等银色产业。其次，在基础设施方面，15. 8%的农民认为应当更新现存的电力驱动的

供暖系统，扩大暖气覆盖率，以集中供暖的方式提升效能; 14. 58%的农民认为应当合

理布局村内路灯，扩大照明覆盖率，因地制宜地采用太阳能发电等先进技术降低成

本、提高效率; 11. 46%的农民期望加强移动信号、物联网建设，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向

村覆盖、向户延伸，并开展网络知识技能培训，提高自身的数字素养; 11. 11% 的农民

期望推进农村水网建设，建设规模化集中型供水项目，实施污水净化以及水质提升工

程; 9． 2%的农民认为村庄内应该增设充电桩，从而提高出行便捷度。最后，在人居环

境方面，25. 69%的农民期望完善厕所改造，构建以农民自费为主、村集体与政府适当

补贴的付费格局，并通过宣传、讲座等方式提升农民现代文明生活意识，实现“要我

改厕”到“我要改厕”的思想转变; 20. 14% 的农民认为应提高生活废弃物处理水平，

既要通过先进知识技术培训改变传统的粗放式生产方式以及污染较大的生活方式，

还需统筹硬件与软件建设，完善污水处理设备、垃圾转运站等设施，并引进人才、加强

监管、推进城乡环卫服务一体化。

三、农民关于宜业乡村的所思所想所盼

宜业乡村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基础，强调农业的全面进步，体现适宜于农

民、环境、时代与地域的适应性。适宜于农民，强调产业发展与农民的利益联结; 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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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环境，强调产业发展的环境友好性; 适宜于时代与地域，则强调乡村产业发展既要

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也要契合不同乡村区位和资源禀赋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推动产业振兴，要把‘土特产’这 3 个字琢磨透。
‘土’讲的是基于一方水土，开发乡土资源。要善于分析新的市场环境、新的技术条

件，用好新的营销手段，打开视野来用好当地资源，注重开发农业产业新功能、农村生

态新价值……‘特’讲的是突出地域特点，体现当地风情。要跳出本地看本地，打造

为广大消费者所认可、能形成竞争优势的特色……‘产’讲的是真正建成产业、形成

集群。要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发展农产品加工、保鲜储藏、运输销售等，形成一定规

模，把农产品增值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 习近平，2023 ) 。本研究从农村产业发

展状况以及农民利益联结情况两个方面衡量宜业乡村建设成效，剖析问题并提出改

进对策。
( 一) 农民视角的宜业乡村建设绩效

就农村产业发展而言，农业为主导产业，二、三产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具体而

言，第一产业方面，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占 78. 12%，各类农产品根据所占比重

由大至小依次为水果( 48. 96% ) 、粮食( 33. 33% ) 、蔬菜( 11. 46% ) 、林业( 2. 08% ) 、
观赏植物与畜牧( 均为 1. 04% ) 。可见，所涉农村以特色产业为主导，其中猕猴桃产

业呈现出一定的集聚特征，同时兼有西瓜、葡萄等产业。第二产业方面，从事该产业

的农民仅占 10. 42%，各行业根据所占比重由大至小依次为建筑业( 6. 25% ) 、农产

品加工业与制造业( 均为 1. 04% ) 。其中，建筑业以外出务工为主，收入能够满足

家庭开支，农产品加工业侧重于县域内就业，并同当地特色种植业相关联。第三产

业方面，有 35. 42% 的农民从事该产业，各行业根据所占比重由大至小依次为旅游

服务业( 23. 96% ) 、销售业( 12. 5% ) 、交通运输业与餐饮业( 均为 3. 13% ) 。可见，

农民从事第三产业呈现多元化特征，以旅游服务业为主导，这得益于山东和陕西深

厚的农耕文化底蕴所提供的丰富资源。据此，所涉农村产业发展呈现适宜于农民、
环境、时代与地域的特征。具体而言，在适宜于农民方面，三次产业均给农民带来

一定收入，调研区域农民从事第一、二、三产业的平均年收入分别达到 16 000 元、
64 167 元和 33 683 元。在适宜于环境方面，宜业乡村建设中产业类型选择基本上

遵循环保无污染的底线，反映所涉农村产业发展的环境有益性。在适宜于时代与

地域方面，所涉农村依托优渥的自然条件及优厚的政策条件发展水果、蔬菜、粮食

产业，呈现一定的集聚倾向并形成品牌效应。此外，第二产业中的水电维修产业、
第三产业中的文旅产业在瞄准本土基础条件上发展起来，表明农民利用地域条件

促成农村产业有效发展。
( 二) 农民视角的宜业乡村建设困境

整体来看，10 分制下宜业乡村建设平均得分为 6. 86 分，51. 04% 的调研对象给

出的评分在 8 分以下，25%的调研对象的评分在 6 分以下，整体评分较低; 产业以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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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产品为主，产业链延伸不足，产业现代化程度较低; 农民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结

少，实际获益少。
从分项内容来看，一是产业发展条件受限。以主导产业农业为例，各项制约因素

根据所占比重由大至小依次为缺少劳动力( 23. 96% ) 、自然灾害( 22. 92% ) 、缺少资

金( 21. 88% ) 、销 售 难 ( 15. 63% ) 、缺 少 技 术 ( 14. 58% ) 、缺 少 土 地 与 设 备 ( 均 为

4. 17% ) 、基础设施不完备( 3. 13% ) 、政策限制( 2. 08% ) ( 见图 3) 。可见，制约农业

发展的首要因素为劳动力缺乏，原因在于城乡一体化发展打破了城乡隔阂，降低了农

村人口流动至城市的难度，导致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失。而农业生产

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统一，同自然紧密联系造成农业的先天脆弱性，农业的

抗风险能力不足。此外，农村空心化使农村市场窄化，加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

的滞后发展，资本在农村发展的风险较大，农村资金匮乏。销售难则是市场对接渠道

缺乏、农村消费市场狭窄、农产品质量不高等多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而技术缺乏

与人才流失及资本对入驻农村的望而却步息息相关。同时，调研村庄普遍存在产业

结构失衡问题，本土二、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一产业单兵突进，缺乏产业融合的契

机与平台，致使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发展受限。

图 3 农业生产经营的制约因素

二是农民利益联结机制薄弱，主要体现在数量、结构和农民主体性维护方面。其

一，小农户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结数量稀少。在所有调研对象中，仅有 10. 4% 的

农民同专业大户联结，11. 5%的农民同家庭农场联结，31. 25%的农民同合作社联结，

15. 63%的农民同农业企业联结，反映各类主体同小农户联结的普遍缺失。其二，利

益联结结构不完善，体现在产前、产中、产后三个环节 ( 见图 4 ) 。在产前 环 节，

33. 33%的农民表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仅获得租金，缺乏长效收益保障; 29. 51% 的农

民在化肥、农药等农资采买方面存在困难，开支较大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 27. 78% 的

·281·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年



农民表示缺乏借贷、投资等渠道，从而导致资金缺乏。在产中环节，27. 08%的农民认

为农技推广服务开展频率过低，培训参与度有限; 24. 31% 的农民表示农业生产缺乏

先进适用设施，获取渠道、运用能力等方面均受到限制; 22. 57%的农民反映在生产过

程中遇到困难时，难以获得专业人员指导。在产后环节，24. 65% 的农民认为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发展水平有限，入股分红产生的收益有限; 23. 96% 的农民表示发展水平

有限使新型经营主体资金流转缓慢，导致工资支付延时，存在拖欠工资风险; 20. 83%
的农民反映农产品销售主要依靠自身，销售数量与范围十分有限; 19. 44% 的农民表

示农产品大多为直接售卖，难以通过加工方式延长产业链、增加收益。同时，农民对

于外来经营主体普遍存在疑虑，而更信赖自办企业、集体经济组织等本土主体，产业

发展过程中的情感因素明显。其三，农民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难以保障。
83. 33%的农民表示自己并未参与本村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仅有 8. 33% 的农民知

晓本村具有产业人才扶持政策。可见，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缺乏农民参与、扶持政策

未能有效落地实施，在产业发展中农民的诉求与利益难以体现，其也难以有效获益。
综上所述，利益联结机制薄弱导致农民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在有限的资金、技术、劳动

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条件下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制约了生产经营条件改善、能力

提升及受益渠道拓展。

图 4 农民利益联结情况

( 三) 农民视角的宜业乡村优化路径

从建设主体来看，宜业乡村建设需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格局。首先，73. 96% 的农

民认为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乡村产业发展需要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而此

类产品带有公共属性，其由市场提供可能导致建设低效和低质量，需要政府最大化整

合公共资源来补充和支持; 另一方面，政府可以提供各类优惠政策，激发市场活力，调

整产业结构，引导 农 民 与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建 立 紧 密 型 利 益 联 结 机 制。其 次，

60. 42%的农民认为自身应发挥主体作用。农民是产业发展劳动力的最主要来源，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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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增强自身生产能力。此外，农民也是农村资源的持有者，应通过项

目投资、企业入股、贷款质押等方式激活农民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潜能，使其从中获益。
同时，农民作为当地居民，对当地自然资源禀赋、社会人文情况等更熟悉，而长期从事

农业发展也使其具备较为专业的农事知识与技能，因此应创新机制使农民参与产业

发展的规划、推进、管理及评价全过程。再者，58. 33%的农民认为村两委干部具有了

解村情民情以及较高知识素养水平的双重优势，可担任产业发展领头人，通过向下了

解民意以及向上反映民意为本村产业发展谋划部署。此外，34. 38%的农民认为企业

拥有雄厚的资本，可通过资金投入助推产业规模化与专门化，也可凭借其资深的生产

经营技术和经验与农民建立联系，承办培训活动，提供咨询服务，推动小农户同市场

对接。最后，13. 54%的农民认为社会组织主要承担服务者角色，他们可以通过农技

推广、市场监管、专家咨询等方式参与农村产业发展。
从建设内容来看，农民对宜业乡村建设的诉求集中体现在乡村产业发展升级以

及完善联农、带农、助农机制方面( 见图 5 ) 。乡村产业发展升级方面，需要提升乡村

产业组织化水平、增强多元化筹资能力和优化土地等生产要素供给。其一，18%的农

民认为需要通过自身素养提升及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来提升

乡村产业组织化程度。其二，19%的农户认为要形成政府主导、金融支持、社会主体

参与的筹资格局，通过政府财政拨款、债券发行，以及金融机构信贷质押机制创新、金
融产品开发、企业投资、社会募捐等方式，为乡村产业发展积累资金。其三，27%的农

户认为应解决好土地等生产要素问题。为此，要坚持农村土地和宅基地“三权分置”
改革，推进土地流转以解决碎片化问题，提升产业规模与效益。联农带农助农机制完

善方面，20%的农户认为需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发展农业社会化

服务，通过生产托管服务方式提升小农户抗风险能力和营收水平。此外，16%的农户

认为应创新推广入股分红等利益联结机制，增强产业联农带农助农能力，增强农户在

产业发展中的主导话语权和利益分配权。

图 5 农民盼望的产业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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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民关于和美乡村的所思所想所盼

和美乡村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核心，强调农民全面发展。和美乡村建设

的目的是满足广大农民主体美好生活需要，但其推进动力也是农民。因此，和美乡村

建设有赖于现代化治理体系和个人的现代化成长，而这两个要素共同指向文化和融

与村庄和谐。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推进农村现代化，

不仅物质生活要富裕，精神生活也要富足。要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动治理和服务重心下移、资源下沉以及乡镇赋权扩能，深化

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实践，弘扬敦亲睦邻、守望相助、诚信重礼的乡风民风，引导农

民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通过倡导性和约束性措施推进

移风易俗( 习近平，2023)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对加强和改进乡村

治理、建设文明和谐乡村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升乡村治理

效能、深入推进平安乡村建设、提升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繁荣

发展乡村优秀文化以及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①。本研究聚焦文化和融与村庄和

谐，探析和美乡村建设成效，剖析问题并提出改进对策。
( 一) 农民视角的和美乡村建设进展

整体来看，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意愿较高，村内风气良好，法治意识较强。10 分制

评分下，调研对象对村庄和美程度评分为 7. 78 分，65. 63%的调研对象的评分在 8 分

及以上，30. 21% 的调研对象的评分在 9 分及以上，整体情况良好。村民参与村内事

务的积极性较高，村内风气良好，五治融合发展，村庄总体和谐; 公共文化设施及公共

文化建设活动总体满意度良好，村民娱乐生活丰富，文化实现和融。
从分项内容来看，村庄和谐首先体现在德治方面。调研结果显示，农村不良行为

发生率整体较低，65. 63%的农民认为本村村民没有不良行为，而赌博、游手好闲、大
操大办等 19 项不良行为知晓率平均值为 4. 33%。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农民逐渐从

物质需求满足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满足，加之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与先进榜样

的示范宣传等，农民思想道德素养水平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因而能够在日常生活中

更好地规范自身的言行举止，而这也是德治有效的体现。其次，在自治方面，农民表

现出积极的参与意愿，表明其具备良好的自治意识。81. 35% 的调研对象认为村“两

委”班子选举需要村民充分参与，51% 的调研对象认为应该让村民参与村“两委”班

子的工作评价和集体经济发展，47. 92%的调研对象选择了村级财务监督，46. 88% 的

调研对象选择了红白喜事的举办，公共空间的清洁、村规民约的制定、公共设施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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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与维护方面均有 40%以上的调研对象认为应该参与，村庄规划、村内纠纷调解、救
灾救济款物发放方面也有 30%以上的调研对象认为应该参与。此外，现存自治制度

较为完善。调研结果显示，农民自治参与度为 65. 63%，其中参与渠道呈现多元特

征，根据所占比重由大至小依次为村民会议( 54. 17% ) 、村民理事会( 16. 67% ) 、群众

团体( 14. 58% ) 、村务监督委员会( 8. 33% ) 、村级事务管理平台( 7. 29% ) 、民间组织

( 6. 25% ) 。最后，在法治方面，有 32% 的调研对象表示自己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处于

较好及以上水平，有 94. 79%的调研对象表示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愿意用法律手

段来维护自身权益，可见村民法律意识较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随着教育水平不断

提升、法律知识普及活动的开展以及法治案例的宣传等，村民的法治意识有所提高。
此外，法治环境的优化也增强了农民通过法律渠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信心与底气。

文化和融方面，良好的公共文化设施可为村庄文化建设活动开展打下良好的基

础，促进村庄文化和融。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方面，调研地基本具备红色村史馆

( 7. 56) 、乡村公共图书馆 /书屋( 7. 67 ) 、文化长廊( 7. 83 ) 、休闲广场( 7. 85 ) 、文化礼

堂( 7. 85) 、活动中心( 7. 90) 、乡村大舞台( 7. 97) 等多样化的基础文化设施，且整体评

分接近良好水平。在公共文化活动方面，调研地开展的活动种类多元、内容丰富，各

类活动 满 意 度 由 高 至 低 依 次 为 节 日 或 民 俗 活 动 ( 82. 14% ) 、公 共 文 艺 活 动

( 81. 43% ) 、道德规范教育活动( 80. 28% ) 、民主法治教育活动( 73. 58% ) 、思想政治

教育活动( 72. 5% ) 、群众性体育活动( 66. 67% ) 及科普教育活动( 64. 58% ) ，平均满

意度为 74. 45%，整体较高。近年来，乡村文化振兴的顶层设计不断丰富与完善，对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而乡村两委干部、农民自身也逐

渐重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文化和融的实现创造了良好的主观条件。
( 二) 农民视角的和美乡村建设不足

整体来看，村庄和谐方面，村内尚存部分不良现象，德治有所欠缺，农民自治覆盖

率偏低，同时法律知识欠缺、法治素养稍差; 文化和融方面，农民公共文化设施使用频

率低，设施规划未真正契合农民需求，农民对公共文化活动的满意度偏低。
从分项内容来看，一是村庄和谐质量有待提高。其一，德治成效尚不明显。如图

6 所示，所涉农村仍存在各种不良行为。这些行为是破坏人际关系、激化社会矛盾进

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隐患，既是封建传统思想残留的结果，也是自身道德修养缺失

的投射，其根除并不能一蹴而就。其二，自治覆盖率低。根据调研结果，农民自治参

与度仅为 65. 63%，仍有约 35%的农民被排除在基层自治体系之外。农民是农村的

主体，不分民族、性别、出身，都有责任与义务参与农村自治。现存自治体系已经在参

与渠道方面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制约农民参与的因素更加体现在农民主观方面，

即自治意识缺乏，而这同农村教育、农民自身能力素养是密不可分的。其三，法治水

平欠佳。调查对象对法律知识的了解程度在一般及以下水平的占 66. 67%，占比较

大，表明农民法治素养水平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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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农民对村内不良行为的知晓情况

二是文化和融不深入。其一，公共文化设施使用频率较低。在公共文化设施方

面，各项设施依据知晓率由低至高依次为红色村史馆与文化礼堂( 均为 34. 38% ) 、文
化长廊( 40. 63% ) 、乡村大舞台( 51. 04% ) 、乡村公共图书馆 /书屋( 52. 08% ) 、活动中

心( 59. 38% ) 、休 闲 广 场 ( 83. 33% ) 。除 休 闲 广 场 外，其 余 六 项 的 平 均 知 晓 率 为
45. 31%，程度偏低，同时调研对象对这六项设施具体用途的认知也处于模糊状态。
此外，农民在公共文化设施使用方面占调研总数比例整体较低，各项由低至高依次为

文化礼堂( 17. 71% ) 、红色村史馆与文化长廊( 均为 21. 88% ) 、乡村公共图书馆 /书屋

( 27. 08% ) 、乡村大舞台( 30. 21% ) 、活动中心( 35. 42% ) 、休闲广场( 58. 33% ) ，平均

使用率为 30. 36%。使用频率为每年 1 ～ 3 次的农民占使用总人数比例由高至低依

次为乡村公共图书馆 /书屋( 53. 85% ) 、文化长廊( 42. 86% ) 、文化礼堂( 41. 18% ) 、乡
村大 舞 台 ( 37. 93% ) 、红 色 村 史 馆 ( 30% ) 、活 动 中 心 ( 29. 41% ) 、休 闲 广 场

( 21. 05% ) ，使用频率整体偏低。此外，调研对象评分最低的是文化长廊和红色村史

馆( 6 分，满分为 10 ) ，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民认为该设施并不实用，不能满足自身需

要。而村内部分公共文化设施存在安全防护不到位的问题，在建设过程中没有充分

考虑村内各个年龄阶段人群的兴趣爱好，导致部分设施仅由固定年龄段的人群使用。
其二，公共文化活动质量有待提升，且农民参与度低。首先，各项活动根据知晓农民

占总人数 比 例 由 低 至 高 依 次 为 群 众 性 体 育 活 动 ( 12. 5% )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活 动

( 41. 67% ) 、科普教育活动( 50% ) 、民主法治教育活动( 55. 21% ) 、节日或民俗活动
( 58. 33% ) 、公共文艺活动( 72. 92% ) 、道德规范教育活动( 73. 96% ) ，平均知晓率为

52. 08%。其中，体育文化与思政文化活动短板明显，并且整体水平较低。其次，各项

活动依据不满意度由高至 低 依 次 为 科 普 教 育 活 动 ( 35. 42% ) 、群 众 性 体 育 活 动

( 33. 33% )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27. 5% ) 、民主法治教育活动( 26. 42% ) 、道德规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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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活动( 19. 72% ) 、公共文艺活动( 18. 57% ) 、节日或民俗活动( 17. 86% ) ，均值为

25. 55%。其中，科普教育与体育文化活动成效短板明显，并且整体活动质量存在一

定提升空间。此外，农民公共文化活动参与度偏低，各项依据参与人数占总人数比例

由低至高依次为群众性体育活动( 8. 33% )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23. 96% ) 、科普教育

活动( 30. 21% ) 、民主法治教育活动( 37. 5% ) 、节日或民俗活动( 45. 83% ) 、道德规范

教育活动( 59. 38% ) 、公共文艺活动( 53. 13% ) ，平均参与率为 36. 9%。参与频率为

每年 1 ～ 3 次 的 农 民 占 参 与 总 人 数 比 例 由 高 至 低 依 次 为 道 德 规 范 教 育 活 动

( 78. 95% ) 、群众性体育活动( 75% ) 、民主法治教育活动( 66. 67% ) 、科普教育活动

( 65. 52% ) 、节日或民俗活动( 63. 64% )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60. 87% ) 、公共文艺活

动( 54. 9% ) ，均值为 66. 51%。这反映出公共文化活动长效性的缺失，而文化传承与

发展讲求潜移默化、久久为功，过低的活动频次无法满足农民的精神需求。总而言

之，文化和融不深入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功利化经济导向的政绩观造

成文化领域资金、物资等投入不足; 其次，农村文化人才缺乏，文化活动缺乏组织者，

而专业知识缺失也制约文化活动成效的提升; 最后，农民自身意识错位，轻视文化建

设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导致参与意愿较低。
( 三) 农民视角的和美乡村建设策略

从建设主体来看，和美乡村建设需要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格局。首先，71. 88% 的

农民认为自身既是和美乡村的建设主体也是受益主体，农民主体意识的增强有利于

调动农民参与和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因此，应当通过开展民主政治、思想道德、法
律、文化艺术等教育活动提升农民的文明素养，同时调动其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提

升其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的参与度，使其成为助推文化和融

与村庄和谐的主力军。其次，66. 67%的农民认为地方政府应当在顶层设计方面对乡

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治理做好规划安排、资金配置以及人员配备，发挥引导作用。再

次，59. 38%的农民认为村两委干部理应成为农民的表率，规范自身言行，感召农民修

养身心、遵纪守法。最后，21. 88%的农民认为文艺能人是乡村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者，

他们通过技艺的传承与展演延续乡村文化的生命。11. 46% 的农民认为企业主要通

过乡村文化经济价值的挖掘发展乡村文化产业，为其发展注入动力。8. 33% 的农民

认为社会组织可以在文化活动的组织中发挥乡村文化发展载体的作用。
从建设内容来看，农民对于和美乡村建设的诉求集中体现在自治、德治、法治三

个维度。首先，在自治维度，农民期望的各项自治参与渠道根据所占比重由大至小依

次为村民会议( 71. 88% ) 、村民理事会( 36. 46% ) 、村级事务管理平台( 29. 17% ) 、群
众团体( 28. 13% ) 、村务监督委员会( 27. 08% ) 、民间组织( 23. 96% ) 。对此，需要提

高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效，采取各种措施调动农民参与村民会议、村民理事会、村务

监督委员会等各类自治平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通过技术赋能村级事务管理平

台建设、活动微信等社交媒体以及门户网站等网络平台，增强基层民主的可及性与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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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性。此外，政府应当支持引导群众团体和民间组织的发展，对其活动开展给予适当

补助及人员支持等。其次，在德治维度，61. 46% 的农民期望通过本地道德模范人物

的示范提高人们对高尚品德的认同感; 54. 17% 的农民期望举办培训班，进行文明礼

仪教育; 53. 13%的农民期望常开表彰会，通过物质与精神报酬起到双重激励作用;

45. 83%的农民期望发展农村教育，筑牢农民的文化基础; 41. 67%的农民期望举办文

明新风倡导活动，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寓教于乐; 34. 38% 的农民期望进行“道德宣

讲”，在潜移默化之中培养自身的道德意识。最后，在法治维度，67. 71% 的农民期望

开展普法宣传教育，通过通俗话语传播专业知识; 50% 的农民选择主动学习法律知

识，这便要求基层政府根据农民需求，做好书籍、影像、音频等媒介的准备与供给工

作; 39. 58%的农民期望开展法律知识相关的趣味活动，通过娱乐化方式科普相对枯

燥艰涩的知识，提高农民的接受度; 37. 5% 的农民期望提升法律服务质量，推进乡镇

司法所建设以及乡村干部的法治培训; 28. 13% 的农民期望大众传媒传播法治知识，

增加法治内容的编排，并创新传播载体，创造同农民兴趣相适应的作品。

五、农民关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所思所想所盼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有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能创造更多农民就地就近

就业机会，能保持积极向上的文明风尚和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城乡各美其美、协调

发展的内涵①，蕴含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乡村产业、乡村文化等各要素环环相扣之

义，是系统设计和整体谋划的建设单元( 张永江等，2022) ，体现乡村建设从形到神的

更高要求以及产业、环境、生活、人文的高度统一( 唐珂，2022 ) 。本部分运用整体性

视角，统筹考虑宜居乡村、宜业乡村、和美乡村之间的平衡性，衡量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成效，剖析问题并提出改进对策。
( 一) 整体性视角下农民关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建设成效

整体来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情况良好，农民满意度良好，城乡差距有所减

小，乡村特色突显，农民对本村发展满意度良好。本次调研采取 10 分评分制，调研对

象对本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平均评分为 7. 53 分，57. 3%的调研对象的评分在
8 分及以上，21. 88%的调研对象的评分在 9 分及以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初具

成效。
从分项内容来看，一是城乡融合有所推进，城乡差距有所减小。据调查，53. 13%

的农民认为近年来本村生活水平同本地城市的差距有所减小，而 48. 96% 的农民认

为近年来本村生产水平同本地城市差距有所减小。在居住地选择方面，79. 17% 的农

民选择居住在本村。农民居住在农村，对农村生产生活状况有最为直接的体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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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主观感受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城乡一体化成效。近年来，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的政策导向下，党和政府坚持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

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短板①，促进农

村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调整优化，推动乡村环境风貌持续改善、公共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提升以及农村社会日益文明和谐。二是乡村特色突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发展符合农民期望。36. 45% 的调研对象表示村庄有特色之处值

得挖掘与发展，回答内容集中体现为自然环境、特色产业和历史文化，而村庄发展

正同这些特色相契合。当问到本村发展是否符合自己期望时，11. 46% 的调研对象

选择了非常符合，57. 29% 选择了较符合，合计为 68. 75% ，这反映出本村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发展同农民期望较为契合，大多数农民认为村庄资源优势得到一定程度

的开发利用。
( 二) 整体性视角下农民关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建设问题

整体来看，当前宜居乡村建设、宜业乡村建设、和美乡村建设处于不平衡状态，短

板和薄弱环节突显，农民主体意识薄弱。
从分项内容来看，首先，宜居乡村建设、宜业乡村建设、和美乡村建设之间处于不

平衡状态。在农民评分方面，宜居乡村建设为 7. 9 分，宜业乡村建设为 6. 86 分，和美

乡村建设为 7. 78 分，三者均有较大提升空间，且宜业乡村建设短板最为突出。宜居

乡村建设方面，基础设施建设维护质量有待提高，公共服务完备度、便捷度存在欠缺，

同时厕所改造、生产生活废弃物处理以及环境优化有待提升; 和美乡村建设方面，不

良风气尚存、农民自治参与度不足、农民法治素养有限、公共文化设施与活动利用率

不足; 宜业乡村建设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产业发展同农民利益联结缺失，这阻碍了

农民收入的增长以及产业的转型升级。此外，农村人口流动导致资金、劳动力、人才

短缺等也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农业的先天弱质性、传统生产方式与思维的约束、农
村空心化下的资源短缺等均是宜业乡村建设的障碍，并非依靠短期投资扶持便能够

解决，因此宜业乡村成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薄弱环节。其次，农民对于三者的

主体意识整体薄弱。在宜居乡村建设方面，农民最期望依靠的是政府( 79. 17% ) ，在

宜业乡村建设方面，农民最期望依靠的也是政府( 73. 96% ) ，在和美乡村建设方面农

民最期望依靠的则是农民( 71. 88% ) 。由此可知，在主体意识方面，发展短板体现在

宜居乡村与宜业乡村建设方面。宜居乡村建设涉及领域众多、项目繁杂，宜业乡村建

设也存在较大的资金、人才、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缺口，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财力，这是农民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自身能力素养以及掌握的资源有限，

他们便寄希望于政府、村两委干部、企业等外部力量的扶持，从而在农村发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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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意愿诉求表达的机会，并无法通过实践参与实现知识技能的自我提升，导致能力

素养与资源的进一步限制，形成恶性循环。因此，主体意识薄弱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 三) 整体性视角下农民关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建设路径

从建设主体来看，理想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应当坚持农民为主，他者为辅。
在问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主要靠谁时，73. 69% 的调研对象选择了地方政府，

69. 79%选择了村民，66. 67%选择了村两委干部，25%选择了乡贤，20. 83% 选择了企

业、投资者，14. 58% 选择了社会组织。农民位于政府之后，表明农民主体意识欠缺。
因此，应当通过农民内生动力激发强化农民主体作用，明晰农民主体地位。具言之，

首先要提升农民自身的知识能力水平。为此，要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组织各领域的

知识技能培训、宣讲活动，健全高素质农民能力培训长效机制。其次，农民以外的

多元主体应为其提供尽可能多的实践机会，促使其通过实践实现巩固提升。政府

应实现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将适宜的管理权让渡给农民; 村“两委”应当熟

悉不同农民的优势所在，从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因职用人”，实现人尽其才; 企业

应将农民转化为劳动力资本，将农民具备的知识技能融于产业发展之中; 社会组织

则应由农民组建、运作与管理，成为农民参与乡村产业、文化、治理等多元领域活动

的重要载体。
从建设时序来看，农民对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形成“宜业—宜居—和美”的

时间逻辑认知。59. 4%的农民认为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需要最先解决的是宜

业问题，32. 3%的农民认为是宜居问题，仅有 7. 29% 的农民认为是和美问题; 44. 4%
的农民认为宜居问题解决后效果最好，39. 6% 的农民认为是宜业问题，仅有 13. 54%
的农民认为是和美问题; 60. 42%的农民认为和美是最终目的，27. 08%的农民认为是

宜业，仅有 9. 38% 的农民认为是宜居; 77. 08% 的农民认为宜业问题解决起来最困

难，12. 5%的农民认为是和美问题，仅有 9. 38%的农民认为是宜居问题( 见图 7) 。可

见，大多数农民认为宜业问题需要最先解决也最难解决，宜居问题解决后效果最好，

和美是最终目的。因此，首先，应将宜业乡村建设作为基础工程推进，并注重其与宜

居乡村、和美乡村的联结。鉴于宜业乡村建设的紧迫性与困难性，其推进更加需要落

实问题导向、协同发展原则。在问题导向方面，需要大兴调研之风，综合考虑当地自

然资源禀赋、人文社会条件、经营管理水平等因素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产业，从而提

升产业发展竞争力，保障宜业乡村建设成效。在协同发展方面，需要成立专门组织统

筹全局，凝聚各方人力、物力、财力，从而实现有效整合、集中发力，同时宜业乡村建设

所培育的资金可用于投资宜居、和美乡村建设，而人力资本也可转移至其他两个领

域。其次，应将宜居乡村建设作为重点工程推进。宜居问题解决后效果最好，表明相

较于宜业与和美问题，农民对此有着更清晰的认知与更深刻的认同，因此在宜居乡村

建设过程中应坚持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其一，要走进农村、走近农民，眼观农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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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状况，耳听农民生活需求，据此制定政策、执行部署、开展维护。其二，要发展农民、
依靠农民，通过教育培训提升其知识能力、责任意识，进而将其转化为宜居乡村建设

主体，落实在基础设施建管、公共服务供给、人居环境治理的日常小事与专门行动之

中。最后，要将和美乡村作为长期工程推进。和美追求的是城乡关系之和、产业发展

之和、经济生态之和、村庄治理之和、公共服务之和、乡村类型之和( 黄祖辉，2023 ) ，

内涵丰富，涉及领域众多，需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其一，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树

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理念，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①。其二，要兼

顾乡村建设的“面子”与“里子”，在推进显著的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推进潜在的精神

文明建设。其三，要建立科学的评价考核指标体系，摒弃功利化经济导向，统筹物质

与精神维度、短期与长期维度。

图 7 村民对宜居宜业和美关系的认知情况

六、新时代高质量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路径

总体而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比较符合农民期望，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
居环境、产业发展、乡村文化、乡村治理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仍然明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三者均有较大提升空间，且宜业乡村短板

最为突出。未来应当通过构建基础设施维护长效机制、提升短缺型公共服务质量提

升宜居乡村建设水平，通过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升级、完善联农带农助农机制提高宜业

乡村发展质量，通过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化“五治融合”实践强化和美乡村推

进成效，通过完善农民参与路径、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推进和美乡村共同体建设，

从而实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高质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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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构建基础设施维护长效机制，提升短缺型公共服务质量，提高宜居乡村建

设水平

第一，为构建基础设施维护长效机制，应当实现全过程贯通、全方位覆盖。其一，

应做好事前风险管控。需要基于实际情况科学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用材、选址、类型

等的确定需要综合考虑当地的自然条件、社情民意等多重因素，促使其适应环境、顺
应民意，减少自然灾损、人为破坏发生的频率。此外，需要严格落实审批制度，杜绝私

建滥建行为的发生，保障建设规划有序推进。其二，应落实事中建设标准。需要推进

建设全过程监管，通过定人定责、规章约束、日常巡查等方式保障建设质量。此外，需

要强化外部支撑，通过财政投入、项目投资、社会募集保障财力，通过本土人才培育、
外来人才引进、专家咨询保障人力，通过先进技术引进研发保障物力，从而提升建设

成效。其三，应强化事后考核监管。需要建立科学长远的考核机制，统筹考虑美观性

与实用性，开展长期、定期的明察暗访，注重后续追踪评价。同时，需要创新农民参与

机制，通过社会招聘、公益性岗位、志愿服务等方式吸纳农民参与维护。此外，需要通

过宣传报道提高农民的基础设施维护意识，将长效维护工程内化为农民的日常行为。
第二，应当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农民群众急难愁盼事项，统筹城乡公共服务布

局，促进资源配置和谐。具言之，在教育方面，城乡发展不平衡尤为明显，集中体现在

硬件与师资两个方面。需要统一校舍建设标准，完善教学器材的配备，将现代科技应

用于教学，增强教学可及性与便捷性。此外，需要加强师资力量，通过培训学习改进

更新教师的教学思想与技能，推进城乡学校交流互通，同时通过特岗招聘、教师待遇

改进、职位晋升、资金补贴等方式吸引、留住教育人才。在医疗方面，应当完善县乡村

三级医疗卫生体系，强化县医院的辐射带动作用、提升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服务质量、
保障村卫生室的设施配备与人员配置，实现“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村”。在养老方

面，农村老龄化日趋严重，而老年人经济收入低、自我养老能力不足，这已成为宜居乡

村建设的突出矛盾。对此，应当强化本村现有的养老功能，通过政府补贴、集体出资、
社会捐赠等方式构建村级养老机构的稳定运作机制，在保障日常饮食需求的基础上，

拓展精神文化方面的功能。此外，可以创新养老方式，发展互助养老，促使老年群众

通过相互帮扶获取物质报酬和精神满足; 同时，需注重恢复家庭养老功能，保障农民

的土地权益以夯实家庭生产功能，也应当继承发扬传统“孝”文化，加强子女同父母

的联结。
( 二) 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升级，完善联农带农助农机制，提高宜业乡村发展质量

第一，为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升级，需要在延长产业链、产业融合发展、优化营商环

境方面下功夫。在延长产业链方面，需要着重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根据当地资

源禀赋布局加工产业，促使农产品直接售卖、农产品初加工转变为农产品精深加工，

同时要根据需求侧特征调整产业结构，探索高端产品发展空间，实现提质增量并举，

满足消费者多元需求。此外，要统筹县域冷链物流规划建设，推进客货邮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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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物流中转布局，实现往村覆盖、往户延伸，并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提升传播力

与知名度，扩大农产品消费市场。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需要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将

第二产业标准化生产的理念和第三产业以人为本的理念应用到第一产业的发展上，

将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贯穿其中( 赵霞等，2017) ，挖掘农业蕴含的经济、生态、
文化价值，推进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

应加大对招商引资、创业经营的扶持力度，在财政补贴方面有所倾斜，在金融贷款方面

有所优惠，在技能培训方面有所安排，增强产业发展的抗风险能力。同时要加强市场监

管，提高行政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商户的合法权益，建立平稳健康的市场秩序。
第二，完善联农带农助农机制需要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拓展其产业规模

和业务范围，使其将更多适合就地承接的采购订单和劳务等提供给农民专业合作社、
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户( 赵霞等，2017 ) 。要推动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落实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晰农民权益，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并将部分经济收益用于农

村公共领域，促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公益事业等发展，保障农民受益的普遍性。同

时，应当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企业要面向农村招聘，为农民提供就业岗位，

并落实协议签订、岗前培训、安全保障等事项，做好就业配套服务。此外，产业发展还

应当吸纳农民投资，引导支持农民以资金、土地、房屋、自有设备等资产入股经营主

体，以“保底收益 + 按股分红”等方式获得收益，并通过方案、协议等形式明确产权归

属和收益分配方式①。
( 三)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化“五治融合”实践，强化和美乡村推进成效

第一，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当强化资金投入保障，发挥政府财政的杠杆

作用，明确不同层级政府投入责任以及资金使用方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需引

入市场机制，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优化资源配置，激发文化产业发展活力，实现

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多元化供给。要挖掘本土特色文化，借由农民的认同感提升

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成效。对此，需要推进本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

开发式保护。应当赋予传统文化现代表达形式，通过文艺演出、展览陈列、旅游开发

等方式激活传统文化，同时运用科技赋能，结合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发展沉浸式体验、
及时性交互等，增强传统文化的可及可感可知程度。此外，应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农村文艺骨干，支持农村文化传承人培养。通过人才培养考评机

制落实和评估机制完善改善农村文化工作者的福利待遇，引导城市文化团体深入农

村开展文化服务( 陶晶，2020) 。
第二，乡村社会治理须注重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结合，在时代背景与具体事务中把

握行动逻辑，从而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刻画基层治理的全貌( 吴雯，2023) 。由此，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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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化“五治融合”实践，以政治引领乡村治理，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选优配强村党

组织书记，推进驻村书记、干部的选派。同时，注重发挥干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助推党的方针政策在群众间的传播普及。此外，还应以自治为载体推进外德内法治

理( 李小红，段雪辉，2022) 。将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融入自治实践，通过民主选举的

公正推进、村民会议的有效开展、村务公开的有序执行、村规民约的规范制定、乡村干

部的以身作则深化村民对于法治、自治的认同与参与程度。同时，需要以法治作为自

治、德治前提。民主政治的运行要在法律约束下进行，而甄别传统道德精华糟粕也需

要以是否合乎法理为依据。因此，要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发挥其合法性审查作用，

并注重法治队伍建设，开展乡村干部与农民的法治培训，本土化培养“法律明白人”，

通过身体力行发挥其示范督导作用。此外，需要以德治作为自治、法治的补充。不同

于自治、法治偏于外来输入式的发展，德治源于乡村本土文化，以农民之间的社会交

往为基础，因此需要以德治增强自治、法治的适应性，充分考虑当地的社情民意，在尊

重风土人情的前提下推进自治与法治。例如，通过方言、民谣、表演等形式通俗化地

呈现自治规章程序、法律条例等专业内容，提高农民的接受度。科技赋能也是优化乡

村治理行之有效的方式。为此，需通过线上平台的构建拓宽农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

的渠道，建立信息共享、意见反馈的良性互动机制，挖掘拓展农村网络社群的多元功

能，提升农民参与的可及性。此外，还需贯彻精准思维，通过智能监测系统、网格管理

平台等技术的应用创新精细化治理机制，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 四) 完善农民参与路径，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推进和美乡村共同体建设

第一，通过事前民意采集、事中农民参与、事后评价反馈机制的完善，构建农民全

过程参与路径。在事前民意采集方面，项目规划阶段需要通过入户走访，在寻常交谈

之中挖掘农民需求，实现由“农民听”向“农民说”的转变。同时，需要拓宽社情民意

反映渠道，通过民主评议会等基层民主实践形式使农民知晓村级事项，并活用社交软

件、门户网站等平台扩大农民的话语权。在事中农民参与方面，既要通过宣讲、培育

等方式提升农民的知识技能水平，使其具备参与能力，也要以典型示范、表彰奖励等

方式为农民参与提供驱动力，更要开展志愿服务、以工代赈、社会募集等形式多元的

实践活动，为农民参与提供契机。在事后评价反馈方面，要改变政府自评模式，将评

价权交给农民。因为农民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受益者，他们在乡村生活、从事

生产，其对建设成效有最为直接的感受与较为长期的体验，因此可综合运用问卷调查

等定量方法以及深度访谈等定性方法获知农民的所思、所想、所盼，并以此作为改进

方向，推动理论与实践的深化拓展。
第二，在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方面，应当具备纵横维度意识。在纵向维度，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具有层次性的推进工程，需将建设任

务逐层分解，形成纵向联通的格局。因此，需要构建层次分明的责任落实机制，强化

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的督导考核。由于越接近基层，层级任务理应越具体，所以可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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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乡村振兴责任制，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在横向维

度，由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涉及多元领域的系统性工程，因此需要各专业部门

通力合作。为此，应搭建信息整合沟通平台，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从而提升行动效率，

同时设置专门机构统一思想、协调行动。此外，多元主体之和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

重要内涵，其建设、营运、居住主体应该是多元主体的汇聚与集成，囊括政府、农民、村
干部、村集体、乡贤、企业、社会组织等。这些主体虽各自定位不尽相同、路径各异，但

各具优势，可以扬长避短、协同互补，使政府、集体、市场、社会组织、亲缘关系的作用

机制和合力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得到充分发挥( 黄祖辉，2023 ) 。因此，应当

建设农民为主、政府主导、各方主体各司其职且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的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共同体。构建内生与外源动力共生互补的主体格局，注重多元主体协同的时序逻

辑。在建设前期，鉴于村庄产业基础、农民能力薄弱等现实掣肘，需要政府扶持、社会

资助等外源动力介入，在助推本土资源整合、农民素养提升、村级组织壮大等内生动

力培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建设后期，外源动力应逐步让渡于村集体与农民，变
“主导”为“补充”，构建和美乡村建设的内生驱动机制，形成以农民为主体的共识、共
治、共建、共享的和美乡村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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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iful and Harmonious Village that Are Suitable for
Living and Working from Farmers＇Perspective

DOU Shulong ZHU Qinghe LI Yue

Abstract As the main body of rural construction，farmers＇ thinkings，feelings and expectations are relat-
ed to the quality of promoting the beautiful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where are ideal areas for living and
working． 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348 farmers from 8 typical villages in 3 counties
in two provinces to explores the effectiveness，problems，and suggestions of rural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The research also examined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and issues related to creating
suitable for living and working，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rural areas to construct an optimization path．
The study has found that farmer generally have high overall satisfac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livable and
beautiful rural areas． Bu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low levels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ma-
intenance，limited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restricted conditions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ack of in-
terest connections，inadequat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incomplete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governance sys-
tems，imbalanced internal development structures，and weak awareness of farmers as the main body．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future efforts should align with the thoughts，feelings，and expectations of farm-
ers． This can be achieved by enhancing the maintenance mechanism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impro-
ving the quality of scarce public services，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ural areas which are suitable for
work through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upgrading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enhanc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and farmers． We should also improve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and strengthen the prac-
tice of“five governance integration”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areas． By improving the path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and building a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rural community，overall optimization and
high-quality promotion of suitable for living and working，beautiful and harmonious rural areas can be a-
chieved．
Keywords Farmers; Suitable for living and working; Beautiful and harmonious village; Thinkings;
Feelings; Expec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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