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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创新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

新时代国情特征的准确把握，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为进一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完善“三农工作”，为民众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本文通过分析乡村韧性的众多指标，发现可以通过引

进乡村人才，维护乡村生态环境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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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novatively propos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hich fully reflects the Party Central Com-
mittee’s great emphasis on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nd its accurate grasp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in the new era. In a context full of uncertainties, in order 
to further implement the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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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nd provide better living conditions for the people, 
this article analyzes many indicators of rural resilience and finds that it can be promoted by in-
troducing rural talents and maintaining 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Resilience, New Urbaniz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2021 年以来，中国政府度过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变的向上发展阶段，脱贫群体经济收入不断提高，

避免了因病致贫等原因造成的规模性返贫，2018 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18~2022 年)，要求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优化乡村发展布局，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等，为乡村振兴

的实际发展提供了明确方向指导。 
乡村是中国推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是促进发展的关键性战略[1]，在乡

村振兴的实现路径上，首先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国家整体背景发展变化分析构建乡村振兴战略的意

义，就新农村建设、乡村改造、乡村重建、乡村复兴进行研究；其次从乡村村支的中观层面研究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措施，包括人才流失，乡村文化变形；最后从乡村治理方式转型升级

的微观层面探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际路径[2]，目前中国的城乡两元结构向城–县–乡的三级梯度

格局转变，城镇化的范围持续扩张，让城镇化去带动乡村的发展，发挥城镇化格局的影响力和塑造力，

将乡村振兴战略与城市化战略有机结合，实施的关键点在农村且需向外辐射，延伸乡村振兴战略的研

究角度，促进乡村体制机制发展同时又加强了与外界的交流。乡村韧性关系着乡村内部的自我调节能

力和风险来临时的应对能力，目前国内关于乡村韧性的发展还较少，本文将乡村韧性定义为在时代发

展带来的一系列风险的背景中，以乡村村委会等基层组织、村内的各种社会组织和村民及其家庭为行

动主体，以乡村的经济韧性、文化韧性、生态韧性、社会韧性为主要内容展开社会活动，以助力乡村

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在推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乡村仍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因此本文分析乡村韧性的各项指标，结合政策背景和现实条件，为促进乡村高质

量发展途径提供一些建议。 

2. 研究综述 

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为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

兴五个方面，新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在“三农”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时代背景下[3]，实施目的是缩小

城乡差距[4]，该战略的提出是对乡村衰落的这一世界性难题的及时响应[5]，建设发展体系要程序化、规

范化对农村土地集体产权制度进行科学改革，并且需要国家倾斜财政资金来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后盾支撑，并配以乡村管理体系的有效治理手段，在经济层面要建立合理的产权体系和市场结构，充

分激发市场潜力，建立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和谐发展的有效监督制度[6]。培养农民的技术水平并吸

引外来技术人员，为培养基层人才提供所需资源，达成农村发展的关键在于科学助农、科学治农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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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推动乡村和小县城的有效互动，将发展机会和发展利益的有效性发挥到最大，充分发挥区位优势[8]，
目前的乡村振兴发展需要国家对乡村振兴不同阶段的区分[9]，从制度层面对村土地利用规划进行符合时

代的改革，让各地管理部门能够根据本地独树一帜的自然资源、地理优势与社会风采制定发展蓝图，增

强可操作性和生命力，合理调控乡村的发展步伐[10]。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层面的确定，充分体现了乡村对

于促进社会发展的关键性，该战略深入剖析乡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阻碍，并为乡村的后续发展制定了合

适的策略，要求必须以振兴为核心要求贯彻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增加村民的收入为乡村振兴战略目的

的同时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的融合发展[11]。 
众多学者从概念、建设途径、表现载体等角度构建乡村韧性及其治理方式的基本涵义和界定可研究

领域[12] [13] [14]。乡村韧性的涵义是指在城市化程度愈演愈烈、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不稳定性提高的

大时代背景下，振兴农村社区，使其能够积极面对风险的并迅速回应、后续的恢复与调整适应环境变化

的能力。国内外有多位专家学者以乡村韧性及有关可延申概念来搭建说明性的文章框架，来阐释城乡数

字鸿沟、欧洲乡村的数字化建设推行政策、水网规划[15]以及社会组织嵌入等国内外部分农村地区建设过

程中遇到的新挑战，指出目前乡村发展遇到的人才流失、乡村空心化、生态环境恶化、治理主体缺少专

业化等实际情况，给韧性治理在乡村的推广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构建提高乡村韧性的理论方法方面，根

据文化、社会、经济和生态四个方面，国内学者主张通过社会资源的倾斜、完善制度保障和社会组织的

嵌入[16]，多主体协作来提高乡村治理的韧性。在韧性评估方面，秦瑜(2021)从社会生活子系统、经济生

产子系统、环境子系统和文化子系统四个方面来评估乡村韧性[17]。 
在以往的研究中，通常是将乡村振兴与城镇化相联系起来，考虑的是如何实现乡村单个要素的发展，

例如乡村文化的发展、村民的易地搬迁融入研究、研究层面较为狭窄，同时在韧性研究方面只存在发展

状况的研究，没有与乡村本身的发展相结合，只存在于纯粹的理论研究层面，因此本文创新性的将乡村

振兴与乡村韧性结合起来，拓展了促进乡村发展的新角度。 

3. 乡村韧性内涵及应用解析 

乡村是由一个有机整体构成的，其内部元素结合紧密，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了促进乡村发展，提升

居民幸福度，将乡村韧性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让韧性指标为乡村建设发展提供指导方向，应用到社会

生活领域、自然生态领域、和经济生产领域将在对其韧性进行解析时，可以从社会、经济、文化、生态

这四个方面来评价乡村的韧性水平，同时，要在分析过程中，注意外来因素对乡村韧性造成的影响(表 1)。 
 
Table 1. Components of rural resilience 
表 1. 乡村韧性构成要素 

社会韧性 规章制度，基础设施，人文景观，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治理，居住空间， 
道路建设，教育普及度，公共区域管理，人口结构，社会组织 

经济韧性 产业布局，劳动人口及学历，村民人均收入，经济可持续发展度，乡村资本积累， 
农产品销售，乡村旅游发展，土地规模化与机械化，电商销售，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生态韧性 景观绿化，生产绿地，土地管理，气候变化，环境恶化 

文化韧性 方言系统，宗教信仰，非遗文化，名胜古迹，家乡情感 

外来影响因素 自然灾害，乡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城乡融合，文化趋同， 
价值观转变，制度转变，就地搬迁，经济方式转变，人为干涉 

 

在乡村韧性评估过程中，要针对不同的乡村情况选择乡村中的具体因素，并对其进行评估，就乡村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衡量并分析，首先是乡村的层次涉及村民、村组、村委会等主体，其次是研究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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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要从微观的乡村，中观的城乡融合和宏观的国家城镇化程度发展角度出发；在指标体系的制定中要注

意对具有普遍性问题的解决，重点区域和问题的研究为后续发展提供借鉴和新思路。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关于乡村振

兴战略的 20 字方针总要求，目前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处于大变革、大调整、大转型、大发展发展的重要节

点，必须根据五方面的不同要求契合乡村韧性的不同指标探析作用机理。 
经济韧性指标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村民生活富裕：我国农业发展历史悠久，农民群体稳定，以推行

农业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型升级有路可循，首先需要挖掘乡村特色

资源，打造乡村品牌，促进本地商业链的成型和旅游业的发展，吸引中坚青年留在乡村，对现有村民要

培养提升其技能和知识水平，能够匹配产业所需，并且在产业发展中不断创新提高产业附加值和机械化

水平，在推广和销售渠道中实现互联网+的融入发展，通过网络直播和店铺销售农产品解决乡路闭塞问题

和运输成本大的难题。 
生态韧性指标促进乡村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借助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战略，在乡村内部管辖范围需明

确乡村生态价值，动态化实施生态补偿策略，在可实施区域可以以现金奖惩进行行为引导、构建制度来

保护生态环境，以此促进乡村资源可持续发展、争当全国环境优美乡镇，还可以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保

护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搭建自然美景资源区吸引旅游人群，连锁发展第三产业和保护环

境的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 
社会韧性和文化韧性指标促进乡风文明和有效治理，要推动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

乡村发展提供精神支柱立根铸魂，同社会发展相适应，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组织的发展是乡村振

兴的人才支撑，以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群众为主体，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以良好的社会环境

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4.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韧性实施过程存在的缺陷 

(一) 指标制定、匹配具有不稳定性 
乡村韧性指标涉及的内容包括乡村可持续发展、乡村社区、乡村文化等丰富内容会较为碎片化，制

定指标会根据高质量发展的具体细则进行分析拓展，在实际操作中，会因为乡村情况不同从而导致指标

参差不齐，若是在不同的乡村进行统一调查进行横向比较时会发现由于调查数据的不同导致事先制定的

指标有效性降低。 
(二) 数据查找过程存在风险 
在乡村的地理位置方面，可能会由于比较偏远，本地调查人员技能水平不够时，外来调查人员调动

难度大，调查过程中进出不方便，且外来调查人员可能会对乡村本地状况不了解，需要花费时间先了解

乡村基本情况，调查过程中也难以达到高效针对匹配，导致调查结果可能会存在滞后性和一定的偏差；

在乡村韧性的调查内容方面，由于韧性指标涉及内容多，有些需要纵向、横向比较，调查时间长，跨越

地区多，需要经济投入支撑，导致调查结果可能存在中断的风险。 
(三) 韧性分析后对策制定和实施存在一定阻碍 
研析乡村韧性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在乡村的指标系数统计后，会分析现有发展短板，

并制定对策。但是在策略制定时，会因为乡村本身条件的不足，导致策略存在理想化和长期性的可能；

在策略实施时，需要组织相应的实施机构制定实施策略，包括专业的机构、村委会和社会组织，需要村

民积极配合行动，成为实施策略主体，需要整体调配合理分配乡村资源，从宏观和微观层面配合协调，

制定策略可能存在不适配性，做思想工作时间久面向人群多，调配资源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配合，环环

相扣的同时若是出现障碍就容易面临计划中止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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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乡村韧性角度出发促进乡村振兴的策略 

2021 年以来，我国脱贫攻坚工作进入新阶段，重点聚焦防止因病返贫、致贫，全力支持已脱贫地区

激发产业潜力和增加人口就业率，实现乡村发展支柱性经济类别和村民经济收入稳定增长，提升脱贫地

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现在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旋律，乡

村振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涉及多个主体、多个乡村元素，同时乡村韧性也是具有综合性的指标体系，

将两者结合，重在因地制宜、多方联动、就近就地发展，发挥乡村人口、土地、经济产业作用，在乡村

发展的各个方面提出根本性的具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加强过程中的法律制度保障，激发乡村活力和村

民积极性，通过农业现代化激发农村发展新潜能。 
(一) 培养创新人才形成乡村振兴核心支柱 
知识经济在如今的社会中发展迅速，其中的创新发挥着主导作用，也是刺激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这其中，拥有创新思维的人才具有不可复制的关键作用，“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要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需要引入、培养合适的人才，积极推进大学生人才引进计划，搭建农民专业科技服务组织并培

育农业科技人员，建立农村特色产业园区，提高当地村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和技能水平，形成从上到下、

从宏观到微观、从制度规定到实际培训的人才培养流程，提升现有干部的执政水平，为乡村发展提供可

持续的智库支持和人才库存量，加强对外交流，邀请专家定期考察指导，搭建与农业科研院所交流平台，

对本地产业做出创新性意见；重视基础设施建设，配合政策制度创新，打造农村创新创业适配环境，激

发群众参与积极性、激发创新新动力。 
(二) 数字通信入驻助力乡村经济振兴 
数字乡村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是建设数字中国的强大推手。通过文化产业、经济产业、社会

生态的深度变革，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道路，2022 年初国家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二年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重点部署了“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顺应数字互联发展趋势发

挥“互联网+”作用，通过云端建设、电子商务、直播带货等数字化平台打开乡村经济产品生产消费的新

途径，提高乡村的网络普及程度，培训村民的互联网技能提高智能手机使用水平，引进相关企业投资乡

村，帮助乡村建设产业链包括鲜果出售、果干果酱加工、文化产品品牌打造等，为村民提供工作机会的

同时促进了乡村的对外交流和物流的完善。 
(三) 打造乡村旅游业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和实现经济发展的双赢 
乡村的旅游业是保护乡村原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依托传统村落风光、乡村文物古迹、乡村非物质

文化遗产构建乡村旅游特色。加强政策规定和观念引导，增加对乡村生态的重视，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通过发展民宿、餐饮业增加村民的经济收入渠道，调动村民的参与积极性，

促进村民的共同富裕；在乡村要推广线上支付、可邮寄商品、智能化服务，增强游客的旅游体验；合理

规划乡村发展布局，加强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优化乡村自然环境的层次，制定具有竞争力的旅游路线，

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让生态保护和乡村发展实现同步。 

6. 结语 

乡村振兴是中国推进现代化的重要主题，要从促进国家发展的高度，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带头

领导作用，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的推进，促进农业扩产增收、农民收入增加、农村和谐稳定，乡村振

兴是促进农村发展的有效战略，实现巩固脱贫攻坚实现程度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现阶段还存在着尚未

解决的问题，从战略角度高度重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贯彻问题思维、目标思维，

坚持实践第一，加快促进贫困乡村的发展步伐，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落差，促进

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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