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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在新时代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构想，后生产主义作为对传统的乡村的

生产主义的反思出现的新概念，为乡村振兴提供可能的思路。后生产主义强调乡村的功能和定位发生改

变，不再是仅单纯依靠农业生产性功能，生产性功能消解同时非生产性功能建构上升。在这一语境下，

乡村应在变化发展的城乡关系中寻找自身作为一个聚落体系不同于城市的定位和功能，即在适当发展农

业的基础上，积极开发以农耕文化和休闲功能为主的乡村多元价值，推进乡村六产融合，破解乡村发展

的困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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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 major strategic idea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power in 
the new era. Post-productionism as a new concept of reflection on the reflection of traditional ru-
ral productionism, providing possible idea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Post-productionism empha-
sizes the changes in rural functions and positioning. It is no longer just relying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functions, and productive functional dissolution and non-productive function con-
struction have risen. In this context, rural areas should find themselves as a settlement system as a 
settlement system in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 that are changing and developed, that is, on the ba-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6212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6212
https://www.hanspub.org/


裴聪聪 
 

 

DOI: 10.12677/sd.2023.136212 1861 可持续发展 
 

sis of proper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ctively develop farming culture and leisure functions. 
Various values of rural areas,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six industries in the countryside, and 
crack the dilemma of 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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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进而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和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我们

深感骄傲和自豪。新时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但是需要深刻认识到，我国仍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以中国最基

本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发展仍将度过一段复杂而漫长的历史时期，乡村的发展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重

要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公开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也印证了解决乡村问题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意

义。2019 年中央一号件分“聚力精准施策，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夯实农业基础，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

给；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短板；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

道；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发挥农村党

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全面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总方针”[2]八个部分，指出今明两年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在三农领域必须要攻坚克难，

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不动摇，进一步统一思想、鉴定信心、落实工作，

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为如期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基础。 
乡村发展较城市发展落后，且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大，乡村的发展困境问题成为实现全面发展的重

要障碍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要补齐的短板问题。乡村未来对于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

到怎样的作用？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乡村？这是在乡村振兴中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2. 后生产主义 

在对后生产主义进行界定之前，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生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生产包含物质

生活资料以及工具的生产、人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精神生产四个主要方面。而生产关系则是伴随

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而发展和变化的、社会群体中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一种社会关

系。后生产主义并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及生产关系的全盘否定，后生产主义也不等同于反生产主义，

其质疑和挑战的是，作为原始乡村基础性和中心性功能的生产功能，是否在之后的发展中仍然占据主要

地位。后生产主义这一名词并非空穴来风，其造词法与后现代主义有相似之处。后生产主义这一概念提

出的意义和价值，是其带来的关于乡村功能的定位的再思考。从“美丽新农村”到“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的发展对中国的发展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应当思考，乡村功能和定位在时代发展中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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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变化趋势。乡村未来较于城市，其自身的定位、物理实体存在、价值将如何抉择；乡村如何走出有自

身特色的、非城市化的转型发展之路。 

2.1. 后生产主义的话语体系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生产主义这一概念被乡村地理学家广泛使用，用来解释农业的发展和变化的

趋势。理论认为，这一时期，农业的重点放在对乡村生态系统和文化景观的保护层面的满足，生产仍然

是农业的重要功能，但其比重会有所下降。生产主义强调的是投入和产量双高的集约型农业，后生产主

义则是一种相对来说对生态环境系统更为友好的农业生产方式，不片面追求农业产量的提高，而是将生

产控制在与乡村生态相平衡的状态之下，并通过寻求乡村土地、资源、文化等的非农使用，以实现总体

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降反升”的生产方式方法。 
后生产主义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农业生产的领域。学者通过提出“后生产主义”这样一概念方式

来把握“农业生产新时代”的整体内涵及其特征。不管是生产主义还是后生产主义，其都是建立在与时

俱进的农业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后生产主义则强调农业生产政策和制度的转变，即农业不再片面关注

粮食的生产的单一维度，而是包含着强调粮食质量、文明传统、环境保护、生态服务等多种功能糅合而

成的社会生产方式。因而在这一语境下，乡村将从农业和农事的单一内涵中脱离出来，向着丰富多元的

方向发展。 
Wilson 认为后生产主义的理论只是一个概念性的描述宏观结构层面的模式，在基层第一线生产者中

尚未有很深厚的基础。(Wilson, 2001)由于农业发展模式的空间、文化间的差异，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

活动在同一历史时期是并存的。比如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早已迈入了后生产主义农村，但是在发展

较为落后的地方，生产主义仍然是占据着农业指导思想的重要位置。但其在具体时期具体地点，必然是

以或生产主义或后生产主义的单一形式存在的。(Wilson, 2004) 
学界对后生产主义的概念化并未形成的定论，关于后生产主义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在认识论层面上，

生产主义与后生产主义的二元相对，在发展成为解释农村地区发展水平差异的一种手段后，这种简单的

二分法容易走向二元论的对立的僵化局面，后生产主义自然走入死胡同。为避免这一现象，可以考虑用

诸如“多功能性”“限制的生产主义”等能够提供潜在的概念来代替“后生产主义”，同时这些新概念

能够指出并用于解释在原来的“后生产主义”语境下被忽略、遗忘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多功能性这一概

念，更好地指出强调了农村社会的非线性、空间异质性和多样化，这些概念都比后生产主义更精确：限

制性的生产主义则能够使人们不陷入后生产主义等于非生产主义、反生产主义的误区。 

2.2. 后生产主义的推力 

当代的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裹挟着巨大的市场能量，乡村发展或主动或被动的卷入这个螺旋之中，

原本的孤立于城市生活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也受到强烈冲击。乡村不可避免的要与城市生活产生千丝万

缕的联系，原有的农业产品仍然重要，但是，乡村的诸如文化、景观方面的价值正在逐步凸显并对城市

产生极强的吸引力。在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的阶段，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生产的任务，生产的任务完成吃饭

的问题才能够解决。伴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当吃饱穿暖不再成为唯一的天大的问题后，我们才开

始追求更为丰富且多元的需求的满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讲，一般而言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

就会向高一层次的需要发展，追求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动行为的重要动力，相应的追求原层次的驱

动力便不再成为一种激励。 
1)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西方农业生产中出现了大量的盈余和浪费，以及社会对舒适价值的需求高

于粮食的需求。在吃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人们开始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求的满足。这一现实状况冲击

着原本的战后大力恢复生产的农业政策，使其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这也就预示着会政府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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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改变以使其重新恢复到平衡稳定的状态之中，政府回应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寻找家庭农场和农田

的新用途。 
2)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发达国家间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在城市生活的人们，由于城市生活节奏

过快，城市环境质量下降等诸多因素逃离城市，向着有田园牧歌般生活的乡村迁移，乡村某种程度上成

为了城市中产阶级的“后生产主义空间”。正是因为城市的发展田园牧歌才真正成为田园牧歌，才具有

了对城市中产阶级的吸引力。或者可以这样理解，乡村经济活动的繁荣和土地使用的多样化对逆城市化

现象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乡村土地的多样化使用为作为新迁入居民的城市中产阶级提供了娱乐和休闲的

机会。这在发展中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乡村的多功能性，使得乡村的消费性功能的上升，能够提供较

为丰富的、种类繁多的对城市居民有吸引力的消费产品，城市居民进入到乡村并为刺激乡村的经济发展。 
3)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生产主义乡村在环境保护、经济结构等方面越来越受到多个国家和行为体

的质疑。为了解决生产过剩问题，欧委会于 1985 年颁布《共同农业政策展望》，提出削减生产方法，生

产主义发展受挫，后生产主义在这一阶段得到广泛的发展和应用。 
4) 新型农业技术的广泛使用。3)、4)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由于生产过剩问题，各个政权开始削

减生产，乡村的耕作强度降低、生物化学使用量开始减少，生产者不再过度追求产量的上升，乡村的生

态环境和得到一定的修复，农业生产转向可持续发展。 

2.3. 后生产主义的特征 

较于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在指导思想、农业政策、耕作技术等方面具有明显特征。在指导思想上，

生产主义与后生产主义最大的差异在于农业生产在乡村中的地位认知。生产主义认为农业在乡村社会中

居于中心地位，乡村社会是依赖于农业生产而存在的，两者之间关系极为密切。而后生产主义则认为，

由于时代的发展，农业和乡村之间的关系不再密切，农业生产的地位逐渐转向边缘，乡村更多的为城市

提供文化、休闲等方面的服务。 
在农业政策方面，生产主义强调政府在农业生产中起到鼓励和支持的作用，政府为农业生产发展提

供强大且充足的财政支持，鼓励农民扩大粮食生产，实行农产品的价格保护，政策对于农业生产起到了

重要的刺激性作用；后生产主义则强调政府在农业生产中起引导和修正作用，政府减少在农业生产方面

的财政投入，鼓励进行环境友好型而非单纯追逐生产最大化的农业生产，实施绿色的农业政策，增加对

农业生产的规划。政府的角色在后生产主义乡村中并未缺失，正相反，后生产主义要求政府提高自身的

执政能力，修正农业生产片面追逐产量最大化而造成的生产过剩问题，引导规划农业生产合理有序持续

发展。 
在耕作技术方面，生产主义强调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和生物化学用品的投入，以获得更

大程度的产量提升，满足人们在发展早期对于粮食和财富方面的需求。到了后生产主义阶段，人们更重

视乡村的生态环境，在粮食安全已有一定保障的基础上，降低耕作的强度，减少生物化学药品的投入使

用，追求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 

3. 生产主义乡村的解构 

3.1. 传统的生产主义乡村 

乡村功能是指乡村为满足生活在乡村的居民的需求所提供的各类服务的总称。在传统的生产主义乡

村中，乡村提供的是以农业生产为核心而围绕开展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三个层面的村庄活动。由于传统

的乡村在空间布局上呈现依托地势、河流、交通要道等条状或块状或点状分布，其本质上仍然是依托于

农业生产资料——土地而存在变化的，乡村的存在与其农业生产功能有着重要的联系。乡村居民在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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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受制于“生活圈”和“生产半径”两个因素。生活圈指的是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等活动的时空

范围，这一时空范围必然是最适合于住户的农业生产活动的。生产半径指的是农户生活地点和最远生产

地点之间的交通距离，农户的生活只会在这个生产半径之内进行。生活圈和生产半径两个因素决定了农

民的活动范围。 
在传统的生产主义乡村中，人们多是“生于斯、死于斯”，彼此之间形成了以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

为基础、并通过礼俗秩序维系的差序格局。在这样的较为稳定的社会格局中，人与人之间依靠私人联系

而组成了一张以自己为中心、关系由近至远伸展的关系网，近中心的为自己人，远中心的关系疏远，人

们的生产生活等活动依托着关系网进行，而日常生活中的祭拜等礼俗文化，则是乡村的关系维持的显性

表现，通过种种礼俗文化，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文化底蕴。 

3.2. 传统生产主义乡村的解构 

传统的生产主义乡村的解构，也就是以血缘、地缘和宗族关系为基础，通过礼俗秩序维系的乡村差

序格局的解构。在之前的漫长的乡村历史发展之中，乡村格局也受到过诸如战祸、天灾等非人为因素的

冲击，但并未对乡村的基本形态产生多大的影响。在改革开放这一历史变迁之中，乡村原有的旧格局受

到许多新鲜事物的冲击，其自身原本的价值定位不可避免的被卷入与城市之间博弈之中，乡村无法作为

世外桃源而必须在与城市的联系之中寻求自身定位、进行发展。在这一变化中，生产主义乡村的解构表

现为时空结构和人口、产业结构两方面的变化。 

3.2.1. 时空结构的变化 
乡村的时空结构包含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两个方面。在时间维度上，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在漫长的

农业生产活动实践中形成的稳定的不易变的，一般情况下在时间的前后阶段并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受到经济因素的冲击，在市场的驱动下原本长久居住于乡村的住户

外出打工，不仅是人才的流失和传统文化维系的作用人的缺失，同时其还带来新思想新文化，给原本就不

稳固的生产主义乡村增加了新的刺激因素。两种效果共同作用下，加速了传统生产主义乡村的解构。 
在空间结构上面，乡村的生产空间一直是在与城市的扩张进行资源的争夺。中国的乡村空间结构表

现为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其一是城市空间的扩张与乡村空间的紧缩同时出现；其二是伴随着改革开放，

“城扩乡缩”的趋势由东部发端逐步向西部地区拓展。改革开放对于生产主义乡村的解构起到了促进作

用，原本对乡村空间结构变化起重要作用的自然因素地位下降，经济、文化、制度等新因素迅速崛起并

在乡村空间结构变化中起到了高于自然因素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在近城市处，乡村的空间急剧收缩，在

远城市的地区，乡村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沿交通线(主要是公路)的“线状聚集”的形态[3]。 

3.2.2. 人口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关于人口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这一问题，学界目前已经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归纳来看，对于人口结构

而言，① 乡村人口向城市单向的迁移，且迁移的人口多为高素质人口和青壮力人口，乡村的人口结构失

调，进而导致了乡村空心化等现象。② 留在乡村里面的多为老人和儿童，乡村的文化传承难以维系，人

口的大量流失还导致了乡村的社会文化生态的破坏、对乡村土地生产资料的浪费。对于产业结构而言，

由于乡村大量劳动力流失，而乡村原本的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科学化水平就不高，第一产业的比重有所

下降，基于较为廉价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二、三产业在乡村获得了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化，才是根本的生产主义乡村解构的原因。乡村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够被

动的落后的接纳城市带来的挑战，并在与城市博弈之中寻找一丝喘息的机会。之所以强调乡村较于城市

天然处于劣势地位，是基于在发展中乡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现代性等多个方面均滞后于城市发展。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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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乡村空间，包括乡村制造业空间、乡村聚落空间、乡村农业生产空间，与城市空间穿插分散，你我心

知肚明的是，乡村尚未达到能够与城市分庭抗礼的水平。 

3.3. 空化与异化——当代乡村两种发展的两个极端 

在高速的城镇化和市场的冲击之下，乡村或主动或被动参与到与城市的交互作用之中，由于城乡关

系发展并未进入成熟期，有两类极端的发展需要关注。 
第一类是衰亡的乡村。在城市市场巨大的拉力作用之下，乡村原有的自组织经济、社会体系受到冲

击，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向城市转移。乡村逐渐衰亡，变成了空心村。具体表现为乡村社会

和风俗的瓦解；农田的荒废；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乡村只留下以妇女、儿童、老人为主体的“386199”
部队。如果说第一类是乡村的空化，那么第二类可以表述为乡村的异化，即类城市乡村，虽然仍保留乡

村之名，但是在产业发展、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与城市已无异。这一类村庄就是以江西华西村为代表的

明星村庄，村庄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发家，之后引入股权化公司的管理方式发展，转变成为一个令人艳羡

的超级村庄。乡村的身份，作为经济发展的政治资本，用以获取政策倾斜和支持，住户共享高标准的城

市化的服务设施。虽然仍然被冠以乡村之名，但是本质上是一种工业化驱动下高度发展的异化的超级村

庄。 
空化和异化，成为乡村发展的两个极端，也成为困扰乡村发展的一个悖论，似乎发展好的村庄就应

当转变为类华西村的超级村庄，发展差的村庄就应当接受消亡的命运，所有村庄挤破头想要加入超级村

庄的行列。理所当然，乡村衰亡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场景，但是，作为乡村衰亡的超级村庄真的是乡村

发展的唯一出路吗？超级村庄真的是我们需要的乡村吗？ 
还有一种现象不容忽视。外出务工的人将打工的收入用于在乡村自建房屋，但是建造的房屋似乎仅

仅是作为过年回来的一个落脚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乡村建设房屋是极不划算的，乡村的房屋，

从建成的一刻就在贬值，出租困难且租价低廉，如果用这笔钱在城市里买房，是在不断增值的，无论是

自住或者出租，都是极为值当的。这不同于空心化乡村的一种趋势，空心化乡村多为残破衰败的，是乡

村经济、人文景观等都濒临灭亡的一种。但是在这一现象中，乡村的房屋建设却在呈现着逆空心化的态

势。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解答，笔者认为必须在城乡关系中寻找乡村作为一个聚落体系不同于城市的独特

的身份和定位，乡村不应当发展成为第二个城市，城市也无法彻底取代乡村。无论怎样鼓吹城市化和城

镇化，乡村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和聚落体系，尤其必然存在和无法消亡的道理，至少在短期来看，

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人是依托于乡村土地的单一价值认同生活的。房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独特的含义，不

仅仅是一个住所的问题，是一种文化心理上的归属感，某种意义上房子等于家。这也就决定了我们需要

的乡村不可能是丢失乡土情缘的类城市化的乡村。 

4. 后生产主义乡村的建构 

在上一阶段，乡村和城市之间已经产生了许多种或主动或被动的联系。这是不论希望与否都必须承

认和接纳的。乡村如何在与城市的博弈中寻找到自身的优势位置，在发展中寻求抓住契机得以发展。这

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事情。在城市化发展的后期会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人们从钢铁森林的城市向田

园牧歌般的乡村迁移，同时还有原本流入城市的乡村人回归乡村，这对乡村的发展来说是个重要契机。

迁入人口带来的新思想观念、新生活方式等对乡村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冲击。新乡村不能再走生产

主义的老路，后生产主义乡村或许是一个崭新的思路，即乡村追求限制性的农业生产，更多的追求实现

乡村的多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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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乡村多元价值的开发 
传统的乡村社会是基于三农关系而形成的处于单一社会闭环的社会，农民居住在农村，长期从事农

业生产活动，三者有机匹配。后生产主义的乡村社会则是，包括乡村原住民、返乡人群和逆城市化流入

的城市人口组成的新农民成为乡村生产、生活的主体，农村转变为环境友好型的、具有独特于城市的文

化和景观价值的人居形态，而不再是原本的脏乱差落后的呆板印象[4]。从事由一二三产有机融合衍生的

新业态这样的环境之中。新乡村除原本的生产主义功能外，文化功能和休闲功能作为乡村的重要功能进

一步发展。 
后生产主义的文化功能，主要是指具有本地特色的农耕文化功能。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之中，我们的

祖先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无数丰富而灿烂的农耕文化。这种农耕文化具有极强的地域性，不仅是较于

外域农业文化，即使是仅中华民族内部而言，东西南北之间的农耕文化之间的差异都是极其巨大的。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农耕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也因此而灿烂辉煌。与此同时，城市社会在快速发展中演

变成为高度格式化和同质化的，城市社会的文化内涵丧失，乡村社会却因其极具地方感的农耕文化更富

有吸引力。农耕文化及其乡土性在保持文化多样性、传承文化遗产和建构地方性知识等方面具有特殊的

功能[5]。中国的农耕文化，不仅是基于人与土地资源等生产活动展开的，更是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社会生产生活方式而展开的。农耕文化不仅是一种关于农业生产的文化，更衍化成一整套关于生活伦理、

人生价值和道德追求的体系。在高度标准化、同质化的现代社会，乡村所具备的乡土性、地方感、个性

化文化难为可贵。 
后生产主义的休闲功能，是指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三者兼备的功能。这是在经历了去乡村化的

认识偏差后出现的向乡村化的现象。在城市化的发展早期阶段，受现代思维和城市主义倾向的影响，城

市生活备受追捧，乡村生活则沦落为落后、不舒适等的代名词。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们对乡村和城

市的认识更加全面，乡村的热度有所回升。由原乡村居民、返乡人员和城市迁移过来的人口三大类群体

组成了新的乡村生产建设的主体，其对生活和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

山”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变可以看出，生态的功能正在逐渐被人们重视。早期在现代化的

高速推进中，乡村的环境遭到破坏，乡村用青山换发展，如今后生产主义的乡村要求乡村的发展必须建

立在环境友好的基础之上。这种环境友好和谐，不仅是要保持动、植物的多样性，以维持在其基础上的

农业文明的多样性，更包括乡村合理有效疏解城市的发展环境问题。 

5. 结语 

乡村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见证者。

在城镇化中，乡村不可能衰亡甚至消失，更不应该全然发展成为类城市、异乡村的两不像，作为人民的

心灵家园和文化之根，乡村必须要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谁，记得住乡愁”的新实体。乡村在发展过

程中，必须要依托于自身的独特身份和定位，进行乡村多元价值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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