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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过程，发展乡村旅游对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有着重要作用，研

究乡村旅游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影响机制，为相似区域乡村旅游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文章以蒲江

县明月村为例，通过PSR模型分析了传统乡村治理向现代化乡村治理转型的特征变化和影响机制。研究

表明，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了乡村治理基础和环境更新，并促进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治理

环境更开放、治理主客体关系更优化、治理方式和模式新发展。乡村旅游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

要注重与当地特色产业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做好规划统筹与衔接、提升乡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加

快文旅人才向乡村地区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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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s a dynamic and complex proces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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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mean-
while, studying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can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governance in similar re-
gions. Taking Mingyue Village in Pujiang County as an example,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
tic change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rural governance to 
modern rural governance through the PSR mode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has realized the renewal of the rural governance foundation and environment, and pro-
mo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The main manifestations are as follows: The gover-
nance environment is more op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ance subject and object is more 
optimized, and governance methods as well as models are newly developed. In the process of pro-
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n rural tourism,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deep integration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and culture, do a good job in planning and coor-
dination, improve the level of public service supply in rural areas, and speed up the flow of cultur-
al and tourism talents to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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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增强基层治理乃至社会治理总体效能

的重要目标。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在改进乡村治理结构、优化乡村治理主体、

改良乡村治理环境等方面有着显著作用，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十四五”期间，乡村发

展仍然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繁重任务，乡村治理所面临的人才、环境、公共服务等问题将成

为增强乡村治理效能、补齐社会治理弱项的艰巨挑战。 
乡村治理的演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此过程得到加速，旅游村

镇的发展成为研究乡村治理变革的重要对象。四川省蒲江县明月村先后获得全国百佳乡村旅游目的地、

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等荣誉，乡村旅游发展良好，

被荣推为“四川省十大城乡基层治理创新案例”。“十四五”时期，在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

背景下，乡村治理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乡村旅游的意义也将更加凸显。本文通过探究明月村发展乡村旅

游对乡村治理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方式，力图总结以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治理效能增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

化的条件和模式。 

2. 乡村治理研究 

以乡村为单位进行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构成基础，加强乡村治理是几千年社会治理的重

项。目前对乡村治理的概念并未明确，徐勇认为乡村治理是指通过解决乡村面临的问题，之后解决问题，

从而实现乡村的发展和稳定[1]，贺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

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2]。治理现代化方面，俞可平认为在治理体系现代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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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民主化、法治、效率和协调为维度进行评价[3]；夏志强、谭毅在

研究乡镇治理现代化中提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手段现代化和治理过程民主化是评价治理现代化的三

个维度[4]。综合相关学者研究后发现，乡村治理是一动态化的过程，需要在动态的环境条件下，进行主

体、客体、治理方式的有效结合。而要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关键表现在于治理权力运行的有序、规范、

高效、多元，这是一个相关治理要素不断协调发展的动态过程。 
结合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千年的传统乡村治理时期基本奠定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稳定结构，

新中国成立后 70 年的社会治理是一个传统乡村社会治理转型的阶段，是传统乡村社会不断现代化的过

程。以 1949 年为界限，前后一段时间内我国革命政权在农村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运动，逐步改变了

我国乡村的传统性。新中国成立后乡村地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发展，是乡村社会现代会的基础

条件，1988 年我国在乡村地区设置村民自治制度后，乡村治理在环境条件、治理主客体等发生了转变，

加快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3. 传统乡村治理特点 

3.1. 治理环境封闭性 

由于地理和文化上的封闭性，加强了乡村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独立性，在乡村社会的治理上表达为

治理环境的封闭性。在乡村地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未发生较大变革的条件下，乡村社会结构总体而言是

稳定的，乡村治理的要素并未发生太大改变，这是乡村治理方式的基础。在外部政策、文化、生活方式

的影响下，虽然乡村地区治理会受到一定影响，但乡村治理的边界未被打破，在社会空间和经济空间上

并未重构[5]，整体的治理环境上仍呈现无形的封闭性。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下，对于乡村社会的管理方

式进行了一定的变革，但其治理的内在逻辑是在延续的。 

3.2. 治理主体单一性 

乡村社会由于其封闭特点，其本质上是熟人社会，研究认为传统型熟人社会的纽带复杂，其中既

有宗法血统关系，又有宗教纽带，还有经济依附[6]。“熟人治村”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特点，熟人

关系中最为稳定和可靠的是亲族关系，以亲缘关系为纽带形成隐性或显性的宗族治理的方式。乡村治

理的主体虽不单指个人，但组织的基本个体是人，以熟人和亲缘关系形成乡村社会的纽带，并在此条

件下演变出宗族治理之外的“乡贤治理”或“精英治理”等治理方式，乡村治理主体的结构总体来说

是稳定的。 

3.3. 治理方式无序性 

乡村治理长期以法律为底线，道德和伦理为依据，乡村治理不规范及相关规范、约定等执行的不足，

是乡村治理无序性的最主要体现。有学者指出，对于乡村的控制，传统中国的行政权力只抵达县一级，

县以下基本由地方士绅或宗族大户维持秩序[7]，推行教化，故而有着“皇权不下县”的说法。近几十年

以来党和政府对乡村地区的治理不断加强，但由于乡村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及文化等层面的因素，相关治

理规范、约定等仍然存在无序性。有学者认为乡村地区无论集权和民主，对小农的作用都不大[8]，这也

是乡村地区治理方式无序性的体现。 
在一定的乡村地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件下，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其环境、主体、客体、方式之

间是相互关联和影响的，综上所述，传统乡村治理的总体环境及主体、客体、治理方式的变化与结合可

表达为以下模型，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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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raditional rural governance structure 
图 1. 传统乡村治理结构情况 

4.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4.1. 研究对象概况 

明月村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近年来随着该村乡村旅游的发展，逐渐摆脱了长久的贫困状态，

逐步成为了以文创为核心的特色乡村旅游目的地。乡村旅游的发展成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且渐渐

成为了相关研究的重要对象。该村有村民小组 15 个，共 809 户 2320 人，依托当地邛窑发展有可追溯的

完整村史，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村落，符合传统乡村治理变革的研究条件。2013 年以来，明月村以乡村旅

游发展为主导，乡村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先后获得全国百佳乡村旅游目的地、四川省乡村旅游创客示

范基地、四川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示范村等荣誉，新村民(文化创客)和原住民共建共治，积极推进该

村乡村旅游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地区，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有探索和学习价值。 

4.2. 研究方法 

PSR (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即“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是由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提出的，在当前研究中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领域。该系统清晰的阐明了系统运行和变化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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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层次性。本文中该模型作用于乡村治理的状态变化研究时，“压力”是基于

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并作用的，以此形成了新的环境状态，且逐步传导系统内部中从而影响到系统的“状

态”，系统内部的状态对环境变化进行动态的适应的过程即“响应”，这种适应的结果又将影响到环境。 
本文主要通过对文献资料研究总结出传统乡村地区治理的基本情况，并结合对明月村的相关资料收

集查阅、访谈、调研等方式理清明月村乡村发展脉络及转变基本情况。且由于从图 1 可明确乡村治理研

究的核心在于整体环境的变化下其治理的目标、主体、客体、方式等结合转变情况，PSR 模型能够较为

有效地展现在环境变化下的影响因素的作用传导，故以 PSR 模型为分析工具，探究明月村乡村旅游发展

中乡村治理的转变。目前乡村旅游与乡村治理之间的仍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通过对明确的单一案例对

比分析，便于明晰乡村旅游和乡村治理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并总结理论模型。 

5. 基于 PSR 模型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治理探究 

5.1. 乡村治理基础更新 

一切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经济基础变动的体现，乡村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关系的动态平衡，是

乡村治理情况改变的前提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地区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运

动、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改革[9]，瓦解了旧时代乡村地区的生产关系。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升、社会资源

流动程度加强，农民在单位土地投入劳动力下降程度下降，且单纯的农业生产产值不能满足生活和发展

需求，乡村地区居民对土地和传统农业的依附度大大降低，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其他生产领域中，农村

地区资源要素流向城市的过程加快，逐步出现农民苦、农村穷、农业危险[9]的情况，“三农”问题日益

严峻。自 2004 年起，中央“一号文件”的专注重点转向三农，通过建立增产增收机制、开展社会主体新

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方式，着重提升农村地区生产力水平、优化调整生产关

系。当前推进乡村地区三产融合成为农村地区发展主题，发展乡村旅游成为振兴乡村地区的重要实践，

在此情况下乡村地区治理基础逐渐改变。 

5.2. 环境压力变化分析 

发展乡村旅游以乡村地区资源为依托，协调利用外部资源，满足旅游市场需求、增强对旅游市场的

吸引性。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地区逐步成为环城游憩带的重要组成，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进一

步加快，此过程重点在于资源以乡村旅游发展为线索向乡村地区流动。随着一系列政策规划的落地，明

月村旅游乡村建设进一步加快；在旅游市场不断拓展的背景下，2020 年接待游客 23 万人次；通过土地

招拍挂手续引入多元化的社会资本，成立成都明月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以乡村旅游发展为导向，协调

本地民间文化艺术资源和市场资本，推进文旅公共服务逐步融合；推进文旅人才振兴，持续引入新村民。

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在整体环境上，实现政策规划、市场需求、资金、公共服务、人才等重要要素的变

革，推动了乡村治理环境的变化。 

5.3. 内部状态变动分析 

乡村旅游的发展对乡村地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产业发展上，并由此延伸到其他资源利用、人气增强

和制度更新上。乡村地区的资源主要集中在农业产业和特色文化上，发展乡村特色农业产业，深入挖掘

当地历史文化，打造特色农业与文化深度融合的旅游产品，并不断延展产业链条是乡村旅游影响乡村变

革的核心线索。在此路径下明月村注重文旅人才的引入与培育，以雷竹、茶叶及邛窑的生产和历史为依

托，制定乡村建设与旅游发展规划，持续引入陶艺家、设计师、作家以及青年创客等，并积极发挥专业

组织作用。加快旅游乡村建设，推进房屋修缮与改建，做好旅游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文旅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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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基础。推进旅游项目实施、开展旅游活动，提升市场关注度，实现资金、土地等乡村资源要素的合理

化配置。以政府搭台、党建引领为指导，健全“三治融合”机制，推进文化创客和原住民共建共治共享。

以发展乡村旅游为线索，引发了明月村乡村治理的内容部各要素变动。 

5.4. 综合响应变革分析 

乡村治理的要素变动引起其内部状态的动态调整，从而作用和传导至乡村治理的综合响应。主要体

现在乡村治理多元化、政策规划指导性强化、市场导向性作用进一步增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

平提升等方面。以乡村旅游人才为核心，引入文化创客给予新村民身份，加入到明月村的共建共治共享

中，呈现出“多元”“多主体”“多权威”或“多中心”[10]特征。推进旅游乡村建设过程中，进一步强

化政策法规、发展规划的指导性地位，突出了“技术治理”和“总体性治理”。以旅游市场为导向引导

配置和管理相关资源要素、组织、生产单位等，使得市场和内部治理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并不断强化

市场的导向性作用。挖掘并结合乡村文化以强化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推进文旅公服融合，对补齐乡村地

区公共服务短板，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起到了重大作用。综上所述，乡村旅游的发展引起

了乡村治理的综合响应变革，从而实现了增强乡村治理效能的目标。 
发展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在推进乡村治理从影响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起始，进一

步推动乡村治理环境、治理内部状态、治理综合响应的变化，形成了完整的影响链条和模式，详见图 2。 
 

 
Figure 2. PSR model of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rural governance 
图 2. 乡村旅游推进乡村治理的 PSR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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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探讨 

6.1. 结论 

乡村旅游的发展影响了乡村地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而更新了乡村治理的总体环境，进而带来乡村

治理的主体、客体、方式等方面的改变，以此增强乡村治理的效能，从而更好地发展乡村旅游，形成良性

循环。通过对明月村的研究可以发现，相较于传统乡村治理，乡村旅游发展带来了以下变革，详见图 3。 
 

 
Figure 3. Characteristics diagram of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图 3. 乡村旅游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特点示意图 
 

一是打破了原有治理环境的封闭性。乡村旅游的发展带来了游客、文旅人才、资金、政策、城市文

化等，这些要素对原有的乡村环境进行了挤压，在新的环境中原有的较为封闭的产业环境、文化环境及

较为传统和稳固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革。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又加深了乡村文化的变革，冲击

乡村社会结构，乡村治理的环境基础被改变，特别是“新村民”的加入，使得原有的乡村治理环境逐步

由封闭转向开放。 
二是优化了乡村治理的主客体关系。在原有较为封闭的乡村治理环境下，熟人治村是最为牢固的结

构，乡村旅游产业对于人才的需求冲击了这一框架体系。一方面是原有管理者并不一定具有发展乡村旅

游的才能和技术，引入和培育专业人才、依靠专业人才和组织成为必然选择，这促进了治理结构的变动，

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11]。另一方面专业人才和组织出于自身利益，会与其他人员、组织机构等

产生矛盾，并在一定的条件下，使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之间、非正式组织

与非正式组织之间达成平衡，治理的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开始转变。 
三是促进了治理方式和治理模式的发展。为协调各方组织与个体之间的利益，达到乡村发展的目标，

乡村治理逐渐形成规范，重视技术性治理与总体化治理相结合。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得乡村地区人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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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组织复杂度增加，加剧了内部利益冲突，在治理过程中需要以有序的、规范的治理方式为导向，突出

技术的重要性，并从原有的单一内容的治理向总体治理方向发展。进一步推进乡村发展目标的实现，增

强乡村社会稳定性。 

6.2. 讨论 

以乡村旅游推进乡村治理的要点在于变革传统乡村的生产方式，这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并非简单

地将旅游业附加到乡村地区。通过旅游与乡村地区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治理基础条件和环境

的更新，引导形成新的治理模式。要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着眼于乡村内部环

境和治理要素更新的同时，更应从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视角看待此问题。加快城乡之间要素

流动，实现城乡产业互补，以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旅游业，形成乡村地区产业发展核心；统筹城乡发

展规划，从谋划层面统筹城乡地位，强化乡村地区各类规划与城市地区的系统性衔接；提升乡村地区公

共服务供给水平，做好乡村地区发展环境保障；注重党和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引导，以乡村旅游发展为

依托，加快文旅人才向乡村地区流动，因地制宜构建乡村地区治理新模式。积极推进乡村治理基础的更

新和环境优化，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要素有效动态结合，从而形成乡村治理的新局面，以提升乡村治理

水平。 
我国乡村地区情况差异巨大，乡村治理问题是一个系统且复杂的问题，各地区乡村治理情况不能一

概而论。应以着眼于当地整体发展现状，结合地区历史与文化传承做细致的分析。由于地区差异的存在，

发展乡村旅游推进乡村治理的整个过程中，其作用机制及所达到的效能也会有所不同，后续还需要进行

更多更深入更有针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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