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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农村优先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但也存在着农村人口内生动力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问题。农村主体内生动力不足已经掣肘了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度推进，需准确把握乡村振兴背景下激发维

持农村主体内生动力可持续发展的深刻价值，使其巩固脱贫能力、融合内外部要素、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步伐。政策传达与农村主体理解出现错位、天灾弱化了农村主体内生动力的可持续性、基本权力诉求

没有得到重视打击农村主体发展自信心等导致农村主体无法生成充足的内生动力。应以增加村干部和农

村主体的“培训”和“交流”，发挥一线关键作用、加强灾害防范预警措施，提高农村主体自我发展能

力建设、强化农村主体地位，保障基本权力诉求等，找出激发和增强农村主体内生动力的现实路径，为

加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步伐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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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rovides a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the 
prior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but there is also an unsustainable problem of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development of rural population. The insufficient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rural 
subjects has hampered the in-depth promo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profound value of stimulating and maintain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subjects’ endogenous motiv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
zation, so as to consolidate the abi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tegr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
tors, accelerate the pace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he dislocation of policy com-
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rural subjects, the natural disasters weakened the sustaina-
bility of rural subjects’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the basic power demands were not paid atten-
tion to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elf-confidence of rural subjects was hit, which resulted in the 
rural subjects unable to generate sufficient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training” and “exchange” of village cadres and rural subjects, play a key role in the front line, 
strengthe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early warning measures, improve the self-development ca-
pacity building of rural subjects, strengthen the status of rural subjects, and guarantee the basic 
power demands, so as to find out the practical path to stimulate and enhance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rural subjects. It will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rural revi-
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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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内生动力是指内部驱动力，是根据不同的系统主体划分为个体、单位、组织、地区及其他层面的内

生动力，作用的主体不同，内生动力的来源、影响因素也不同，农村主体内生动力是将个体作为系统主

体[1]。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但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的同时，农

村主体内生动力的不足成为阻碍全面乡村振兴的限制性因素。2014~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深化农

村改革、改革创新、全面小康、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点问题，通过改革激活农业农村农民内生动

力。2018~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从扶志扶智、等靠要等重点问题出发，以此激发和增强群众自身

的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增强脱贫人群的内生发展动力是关键。此外，二

十大报告也强调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不断激发农村主体的内生动力。缺

乏内生动力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难点和关键挑战。农村主体内生动力的激发必须要在深入了解内

生动力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农村主体所面临的问题和表现，分析造成内生动力不足的因素，因人而

异，对症下药，加速推进全面乡村振兴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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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 

如果将发展作为个人解放和人类的全面发展来理解，那么事实上这个发展只能从一个社会的内部来

推动[2]。内生动力就是因组织内部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自发动力，即系统本身谋求发展的驱动力。农村主

体性(农民)内生动力可以理解为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谋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主体由个体内部需

要激发的主观能动性意识，并影响行为的发生。换言之，也就是人们的主观能动性。 
农村主体的内生动力具有多种属性，因此其理论基础来源于多个学科。从哲学的角度来解释，唯物

辩证法的内外因理论可以解释农村主体内生动力的重要性。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马斯洛的需求层次

理论可以从个人需求的不同层面解释内生动力的产生。 
(一) 内外因理论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发展的根据和来源，是事物

发展的第一位。而外因则是加速或延缓事物变化和发展的条件，是第二位的。然而，外因的作用必须通

过内因而起作用，它们相互依存，共同作用。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内生动力扮演了根本性的角色，

这是由农民所发挥的内部力量所驱动的。外界的参与和帮助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如果不能从源头调动农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尽管在外界的帮扶下可以短时间的

提升农村主体的经济效益、生活质量以及居住环境，但最终并不能使得农民主体跳出传统的“经济、环

境、生活”陷阱，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一种持续的过程，只有在自我发展的外部帮扶的推动下才是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路径。因此，应当形成农村主体内部的自我发展和多元外部客体的互补机制。从哲

学的角度进一步强调了内生动力的重要性，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基础。 
(二) “经济人”假设理论 
“经济人”又称“理性–经济人”、“功利人”或“利益人”。这个假设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

密在 18 世纪提出的，他认为人无论处于什么地位，其本质都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动机的。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主体作为主要群体，它的动机和行为都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并且在面

临一系列选择时，总是偏向于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经济利益的机会，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提升农

村主体的经济效益能从内激发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强化主观能动性意识，增强内生动力。 
(三)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根据心理学研究，人的行为是对外部环境和刺激因素所作出的反应，内生动力来源于人类的需要，

马斯洛将人类行为分为五个层次，自下而上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

现的需求[3]。其中，生理和安全需求是更低层次需求，而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更高层次需求。

当人在满足自己所追求的层次需求时，就继续朝着更高层级需要继续行动，“自我实现人”就是激发自

身潜在能力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3. 激发农村主体内生动力的价值 

(一) 巩固脱贫能力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可以看出脱贫攻坚的艰巨性和政策

的可持续性。现在贫困人口是脱贫了，但有很多是通过政策、扶持、转移支付以及特殊项目给拉上来的。

因此，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有利于强化脱贫地区、脱贫农户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积极

性、主动性。“扶智”在能力水平上增强其内生发展动力，“扶志”在精神层面强化其自身发展的主观

能能动性。“扶智(志)”是将农村主体从脱贫攻坚时期的被动帮助对象转变为乡村振兴时期的主动、可持

续的脱贫者，通过掌握一定的素质技能和科学文化，以坚定的可持续脱贫信念为指导，在巩固脱贫成果

的过程中持续增强脱贫农户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提高脱贫效果为目标，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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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必须以自我发展能力和内生动力的激发为基

础，从根本上实现血液源源不断的“造血”功能，培育农村主体和产业发展的充分动力，巩固艰苦奋斗

获得的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脱贫群众重新返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二) 融合内外部要素 
根据唯物辩证法，事物的发展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的根源和基础，而外因

则是事物发展和变化的条件。外因需要通过内因来实现作用[4]。在乡村振兴中，农民作为农村主体扮演

着重要角色，作为内在动力，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外界帮扶作为外因，在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抓住内因这个事物发展的根本性

和源头性的决定力量，充分利用外在帮扶作用，才能使脱贫农户和脱贫地区跳出返贫陷阱，实现可持续

健康发展目标。返贫原因多种多样，若仅仅依靠外力作用只会强化依赖性，因此，要切实从源头调动农

村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我发展能力，持续强化培训技能，大力推进乡村“人人持证、技能社会”

建设。同时，国家加强统筹协调制度，加大政策支持、制度支持来巩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障碍形成的结

构性因素，创新帮扶手段和措施，激发农村主体内生动力，充分利用外力，内外结合，加速推进全面乡

村振兴的进程。 
(三)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同时也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柱。鉴于农业脆弱性和

农村经济的不稳定性，许多国家都出台了相应的支持政策，从传统的经济溢出理论到多元的发展理论，

再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意味着现在农村主体可以和社会、政府、市场等外部力量实现更好的融

合和互动[5]。并且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改革的提高，激活农业农村资源要素，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素质技能增强、教育培训、居住环境改善、强化防返贫意识等，全力激发农村

内生活力、增强内生动力、提高内生发展力，增进农民的主体性，使农业农村发展更有韧性、更可持续。 

4.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主体内生动力不足的根本原因与案例剖析 

(一) 政策传达与农村主体理解出现错位 
由于成本、信息、时间和素质教育等的影响，通常情况下难以完全存在无障碍的传播渠道。在外部

力量(政府)的帮扶和农村主体(农民)这个内因的推动结合下，能有效帮助农村主体建立起积极性，强化其

主观能动性，推进乡村振兴。但由于信息传播具有语言障碍、经验障碍、知沟障碍等[6]，政府在传达上

级政策文件的时候，造成政策传达给脱贫农村主体时出现偏差，传达者所表达的意思和接收者所理解的

意思不相一致，等到农村主体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政策去进行发展时，却由于政策理解的错位，降低了农

村主体对政策和村干部的信任度，打击了农村主体的积极性，减缓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步伐。 
案例一：政策传达与农村主体理解错位是农村主体内生动力不足的首要原因，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

措施调动农民主体的积极性。贵州某县 YA 镇某村村民曹某某，在国家的大力扶持政策“世界银行贷款

中国贫困片区产业扶贫试点示范项目”简称“世行六期项目”下达后，经过村干部或是农村能人的大力

宣传，并传达给农村主体。经过实地走访可知，当时政策传达的是，对于原先是贫困户的农户在扩大养

殖规模后将有 10,000 元的补贴，但由于当时曹某某在对政策信息的理解是只要扩大其养殖规模就会有补

贴，自己先前不是贫困户，因此曹某某在扩大养殖规模的同时没有拿到补贴，在信息传达者与接受者理

解的出现了偏差的基础上，打击了农村主体发展的积极性，因此，对于此种情况，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措

施重新从源头调动农村主体的积极性，强化其自我发展意识。 
(二) 天灾弱化了农村主体内生动力的可持续性 
一般来说，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对全体成员的影响是必然的，而对某一个人则是偶然的。人都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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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当出现危害人们的经济事物时，人们就会在考虑利益最大化时做出退出或

持续进行某项事物。对于农村主体来说，农业作为他们谋求生计的主要来源之一，但由于农业具有弱质

性，常常面临许多不可控自然灾害因素(如冰雹、干旱、寒潮、暴雨等)所带来的影响，自然灾害主要表现

为对农业产业造成的经济损失，经济性作为农村主体性的最显著的标志，也受到显著消解，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农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农村主体的自我发展意识逐渐弱化，阻碍了农村主体内生动力的不可持

续，也有可能出现一蹶不振的情况。 
案例二：自然灾害的影响是一种不可控风险因素，也是对农村主体积极性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之一，

随着国家逐步对农业产业扶持的大力推进，对自然灾害的预防措施虽逐渐完善，但这种现象还在一定程

度上存在。贵州某产业扶贫县 ZZ 镇某村杨某某，国家因地制宜的对当地产业进行扶持，以产业为支撑，

带动脱贫群众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当政策下达后，作为“理性–经济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

杨某某通过了解合作社所带来的受益后，就加入了世行扶持的一个产业种植合作社，但加入后，前期进

行了大量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基础，等到投入资金、资源进去以后，接二连三受到天灾(新冠疫

情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种植的果树全面出现烂果和枝叶的断裂，就连套种在果树下的蔬菜也受到疫情影

响，部分错过了采摘季节，因而导致和杨某某一样的大多数农村主体在投入全部资源资金后，不仅没有

盈利，反而存在巨大亏损，一次次的天灾影响使得农村主体对此丧失了信心，打击了农村主体的自我发

展意识，影响了激发农村主体内生动力的可持续性发展，阻碍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 
(三) 基本诉求没有得到重视打击农村主体发展自信心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人满足基本生理和安全需求后，就会寻求更高层次的社交、尊重和

自我实现需求，即成为“自我实现人”，发挥自身潜力，实现个人价值。乡村振兴战略系统性地整合了

农村各项发展要素，强调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也就是确立农民作为乡村全面发展的主体地位[7]。随着脱

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农村主体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主体在满足基本

需求的基础上追求较高层次的需求，希望能发挥自身所拥有的能力和潜力，能得到重视。但是，农村主

体在个人利益方面的话语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没有得到重视，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村主体“想说不能说，

说了不被重视”的心理历程，造成农村主体内生动力不足、自我发展能力意识不强，不能赋能于乡村振

兴建设中，减缓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步伐。 
案例三：保障农村主体的基本诉求是激发起主观能动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农村主体在满足基本需

求以后，对于未得到满足的需要，通过满足这些需求来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贵州某脱贫县(区) JF 街道

某村张某某，一个长期生活在农村的普通农民，虽然接受的文化相对较少，但对于农业的实践技能是比

较熟悉的。在国家大力推动建立产业发展合作社政策，保证脱贫群众可持续发展。拥有一定农业技能的

张某某也想通过此时的政策让大家看到自己的能力，实现自身价值，从而能够带动其他人的发展。但自

己加入合作社之前所想和加入合作社后的现实境况却有所差别，加入后，张某某根据自己从事几十年的

农业经验对合作社产业(金银草)发展的种植提出套种其他作物的建议，但是没有得到采纳，张某某在拥有

一身技能和实践经验的情况下，作为社员的基本权力(参与权、监督权、话语权)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自身

潜力也没有得到发挥，打击了其自信心，使其成为了旁观者、局外人，从而弱化了张某某可持续发展的

主观能动性，更是没有兴趣参与其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5. 激发农村主体内生动力的实现路径 

乡村振兴不是坐享其成，等不来，也送不来，要靠广大农民奋斗，农民是乡村的主人，是决定乡村

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也是乡村振兴的主体[8]。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我国扶贫行动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就。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教育等的提高对于破除农村主体教育水平不高、基础防范意识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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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缺乏基本诉求保障，导致了内生动力不足，无法形成有益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需要充分了解内生

动力理论，并结合具体问题、案例和成因分析，寻找并创新激发农村主体内生动力不足的实际途径。 
(一) 增加村干部和农村主体的“培训”和“交流”，发挥一线关键作用 
农村主体内生动力不足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农村的主体是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他们最为了解

农村的情况。因此，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农民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因此，激发农村主体内生动力

也应当根据其自身素质和教育情况来使用最简单、便捷、清晰的言语进行表达。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

程中，首先，村干部和农村主体的职业和教育背景不同，并且在政策传达之前也没有进行过实践培训，

因此在真正去传达政策文件时不免会在语言上出现与农村主体不相一致的理解偏差，造成传达不到位的

情况出现。其次，村干部作为基层服务者，需要处理的事物繁杂，不免会出现失误的情况，加上各种考

察、上报等行政事务较多，从而导致在传达政策工作时沉不下心，没有因人而异的去用农村主体所能理

解的语言进行表述，缺少一步步做好、一步步落实的精神。最后，农村主体基本上都是长期生活在农村，

受到的教育相对较低，因此对于政策中的许多专业名词理解不到位，造成政策表达意思与行动错位的矛

盾情况出现。因此应当加强村干部与农村主体的培训与交流，通过从基础理论到实践的学习，并逐渐创

新，找到农村主体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此外，村干部作为脱贫攻坚阶段的冲锋

者和乡村振兴阶段的领路人，加强村干部与农村主体的交流与培训，对解决农村主体内生动力不足、加

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进程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二) 加强灾害防范预警措施，提高农村主体自我发展能力建设 
在扶贫攻坚的阶段，要实现由传统的“输血式”扶贫向更加可持续的“造血式”帮扶的转变，就需

要注重培养农村主体自身的发展能力。所谓的“造血式”帮扶则旨在通过外部援助来促进农村主体自身

的发展能力，从而实现农村主体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种自我发展能力，是指他们作为独立个体在社会

生活当中，根据自身的意愿、需求以及外部环境的现状，将自身所具备的素质和技能与主观能动性相结

合。激发行动意识，获得发展能力。发展能力具体包括心理、身体、智力、技术以及发展素能五个方面

[9]。心理素能主要是指个体所想、所做的思想意识，即从内激发的某种动力。强烈的内生动力可以促进

个体自我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身体、智力、技术及发展素能的提高也会强化内生动力，

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世界银行六期“中国贫困片区产业扶贫试点示范项目”(简称“世行六期”项目)采取

的是对未知灾害风险进行提前预防，建立预警机制的方式，让农村主体全过程学习参与灾害预防措施，

并对灾害的出现形式、预防措施的计划制定、灾害的监测情况，通过在学习中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因此，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应当加强农村主体的对灾害防范的意识，让其参与学习和实践，提高自我

发展能力，激发内生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三) 强化农村主体地位，保障农村主体基本诉求 
农村主体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巨大的力量。基于对农村主体能力不高、素质

不强的刻板印象，时常忽略了农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可持续脱贫成了外界帮扶者的主观意志

的表达，农村主体则是被动接受，可持续发展动力严重不足[10]。要激发农村主体的内生动力，必须始终

以农村主体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主体、行动主体和受益主体为核心，激发农村主体的内生动力，形成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磅礴之力。“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以民为师，向群众汲取智慧”这是我们党在新

的时代中制胜的法宝。在后扶贫时代，我们更应该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发挥其创造力，为农村主体提供适当的外界帮助和引导，确保农村主体的基本诉求得到保障，并实现可

持续健康的发展。世行六期项目以“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形式将决策权和资金管理权赋予农村主体，

并依托项目成立的项目组织，通过制度对成员行使基本权力保障，以自我决策、自我组织、自我管理、

自我监督、自我受益进行项目推进，而政府和其他外部组织主要扮演引导人和服务者的角色，充分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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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民主体的地位，从源头调动了农村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在项目发展中发挥了农民主体的创造

性。通过满足农村主体基本诉求和保障，尊重了农村主体的主人公的地位，在自治过程中激励其内生动

力，从根源上实现“造血”功能的形成，从“脱贫”到“可持续发展”的形式转变，加速乡村全面振兴

的步伐。 

6. 结语 

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以后，我国“三农”的工作重心历史性地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并朝着

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1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内生动力在脱贫

攻坚和乡村发展中的作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历史的传统美德，也是后扶

贫时代所倡导的基本原则，乡村振兴等不来，也送不来，能否实现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就要

看我们头脑里有没有这个主观能动性，这种意识来源于本能及外在情感，并内化为内生动力，产生动机，

激发行为的产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一方好，大家好，激发农村主体的内生动力，从根源实现

乡村的全面可持续健康的发展，才能共享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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