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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更新可以加强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产业升级，从而达到城乡融合的目标，富人担任主体有利

于弥补村庄更新的资源不足状况。在Y村，富人村书记主导的乡村更新，改善了村容村貌，增加了村民

收入，更新了产业模式。从积极方面来看，富人治村丰富了乡村更新的资源，有助于引进政府项目，但

也带来了普通村民的边缘化，未能培育持续发展能力的消极影响，致使乡村更新仅仅停留在表面。在富

人村书记离任后，Y村的发展再次陷入了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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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renewal can strengthen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villages, achieve industrial up-
grading, and thus achieve the goa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wealthy serving as the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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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of village governance is beneficial for compensating for the insufficient resources in village 
renewal. In Y village, the rural renewal led by the wealthy village secretary has improved the ap-
pearance of the village, increased the income of villagers, and updated the industrial model. From 
a positive perspective, the governance of wealthy villages has enriched the resources for rural re-
newal and helped introduce government projects, but it has also brought about the negative im-
pact of marginalization of ordinary villagers and failing to cultiva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
pabilities. These factors have led to rural renewal only remaining on the surface. After the depar-
ture of the rich village secretary, the development of Y village once again fell into a dead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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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富人”是后税费时代村治主体之一 [1]，指的是本村人在外乡积累资本，具有“企业家”或者“老

板”的身份 [2]。“富人”参与村治是城乡融合发展策略以及基层政府推动的结果。从乡村治理结构的路

径上，富人治村在资源下乡政策和乡镇治理能力衰弱的双重背景下，具有必然性。“富人”对资源下乡

非常敏感，能迅速捕捉到国家政策信息并迎合政策，乡镇在财政匮乏的约束下也需要依赖富人的资源以

完成治理任务 [3]。富人治村能够推进村庄产业和促进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使得富人治村具有显著的收入

带动效应 [4]，但也会带来垄断、排斥和村庄公共性瓦解，形成“权力利益网络”，掠夺村庄公共资源的

弊病 [5]。 
在实践中，富人治村的内容和模式多样，乡村更新是其中一类。乡村更新可以实现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进行产业升级，从而达到城乡融合的目标。乡村更新通过对旧有乡村生活环境、总体布局、建筑功

能、产业结构中的一方面或多方面进行的翻新建设 [6]，将区域中已经不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乡村作必

要的、有计划的营建 [7]，而旅游开发更新是其模式之一。 
由于乡村要素综合了生态、生活、产业和文化、治理等类型的有机体 [8]，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更新成

为一种必然。在过程导向视角下，政府、新乡贤、研究团队以及村民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更新的协作过程，

扮演不同的角色 [9]。但存在经营管理机制相对粗放，协同力较弱的困境 [10]。因此，主体培育、动力激

活、党建引领、政策保障、创新驱动机制协同，推动多维整体更新，是其调适路径 [11]；此外，探索以村

民为使用主体、多元主体共同协作的乡村更新机制，村民人才组织建设是持续内生动力的保证 [12]。 
目前研究中对“富人”身份参与乡村更新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以 Y 村富人书记带领乡村更新、发

展农旅产业的案例，分析富人治村对乡村更新建设的影响。 

2. 富人书记主导的乡村更新 

2.1. Y 村简况 

江浙地区富人治村现象较常见，Y 村就是其中之一。Y 村位于 H 市区南郊，全村村域面积 2.8 平方

公里，耕地面积 2300 亩。由于村里没有集体经济，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于种植水稻和小麦，Y 村长时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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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贫困状态，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周围的其他村庄。甚至 2013 年以前，村庄道路还只是一条 3 米宽土路，

交通极为不便。在这种情况下，村庄中的大多数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工，留在村内的基本上都是老年人，

这也导致村庄的治理资源短缺。 

2.2. 富人书记简介 

Y 村富人书记 C 某，是 Y 村本村村村民，其名下有七家企业，注册资本达伍仟万元，是名副其实的

“富人”、“能人”。Y 村所在乡镇通过“能人议事”机制邀请 C 某参与乡镇发展规划与建设工作。期

间正值 Y 村委换届，C 某于是继任村书记，在 Y 村成立企业，主要经营生态农业项目开发、农业技术研

发生态农业观光服务及初级农产品销售等业务。 

2.3. 富人主导的乡村更新历程 

乡村更新涉及环境、布局、产业等多方面的有计划的改造，必然需要多方资源。相较于其他村书记的治

理资源，富人村书记的经济资源和商业能力是突出优势。在任职期间，富人村书记通过成立旅游开发公司和

农业公司，进行农业旅游为主题的乡村更新，在此基础上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发展村庄。这意味着对 Y 村

进行物质空间上的改建，以及村内生产的重新组织方面的治理，乡村更新成为了富人治村的核心。 
乡村更新历程规划分为两期。一期项目建设 100 亩，总投资 5000 多万元；二期项目建设民宿项目，

由农业公司与乡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修建 Y 民宿，新建、改建农村空闲房屋 30 幢，新建商业

街面积 1 万平方米。与此同时着力于道路改造、园区建设、商铺招租等。 
富人村书记还牵头进行水果采摘园的规划和建设工作。成立了农业开发公司，与多家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对农业旅游、果园种植与研发进行规划。在专家的指导下，规划建设草莓

园 160 亩，草莓苗圃 20 亩，葡萄园 180 亩，桃园 200 亩，高标准草莓大棚 98 个。 
为了吸引更多游客来观光，富人村书记对村庄房屋进行美化和改造。通过在村民楼房墙体表面涂抹

3D 彩画，增加村庄的艺术气息，还拆除乱搭乱建以及影响村庄面容的建筑。着力提高绿化覆盖面积，进

行绿化种植和村庄环境的改造。此外，还在村庄入口处及道路两侧安装了稻草雕塑，显示了村庄独特的

风土人情。 
富人村书记在回村担任村干部期间具有多重身份，他利用各种身份所形成的便利解决村庄规划发展

中遇到的问题。富人村书记作为本村人，利用与村民的亲属关系解决村庄土地规划引起的纠纷；作为 Y
村的村书记，富人村书记在采摘园区建设时更好的协调各方的利益；作为企业老板，富人村书记所拥有

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能够为村庄提供资金支持和项目注资。富人村书记在任期间的治理作为不仅

实质上改善了村容村貌，还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村内的经济收入，得到了村民的认可。Y 村作典型，还获

得了地方政府的表扬和支持，以及当地媒体的报道。 

3. 富人书记主导下 Y 村更新的成效 

3.1. 改善村容村貌 

Y 村在富人村书记的带领下，经过多方讨论、规划，修建了采摘观光园区，占地 1600 亩。改善了村

内道路状况，修建了 3 公里沥青路和 4 公里的砂石路，还有村民活动中心南侧 7 米宽的沥青路以及 1 至

5 组 9 支渠路，15 组门前路，中心村 3 条南北路和古路拓宽，共计 15 公里的水泥路。规划新建、改建农

村空闲房屋 30 幢，新建商业街面积 1 万平方米。 
在此基础上，富人村书记牵头将 Y 村建成新型农业农村一体化综合示范区，主要功能分区包括三个：

一是以村庄水乡文化为特色，打造城市农业休闲区；二是以果蔬采摘为支撑，进行观光规划，打造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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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示范区；三是通过美丽乡村规划，打造生活宜居的配套生活片区，以观光农业产业发展作为支撑，

构建生态环境优美的农业旅游发展模式。 

3.2. 增加村民收入 

富人村书记上任以后，改变以往村庄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提出“政府引导、公司运作、农民参与”

的模式。一方面，村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由公司负责规模化种植，村民每年能够获得土地流转费，也

能将村庄闲置的土地资源利用起来；另一方面，公司招聘村民在草莓园采摘、剪枝，既能为村民创收，

又方便村民照顾家庭。此外，村庄观光农业的发展也吸引了更多游客来消费。富人书记在上任后采取一

系列措施，使得村集体经济逐渐步入正轨，村民收入也逐步增加，村庄逐渐脱离贫困。 
对村庄而言，在富人书记的规划下兴建的，带来了巨大的收入新渠道。村庄闲置土地被利用起来，

村民的收入形式业发生了变化。采摘园建成以后，村民的收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是村民种植水稻

及小麦销售后的收入；第二是土地流转费；第三是村民的劳动工资，村庄在修建采摘园后会雇佣村民进

行采摘园的美化、剪枝等工作，分为固定工和散工，根据工作量和强度来定，另外村民也可以通过帮忙

饲养园区内的观光动物、维持路面清洁等工作获取一定的收入。 

3.3. 更新产业模式 

传统乡村以农业种植为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此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但随着城乡

一体化的推进，不少乡村的产业结构和村民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富人村书记上任后，主

要着手于乡村综合示范区的开发建设，采取政府引导、公司运作、村民参与的形式，大力发展观光旅游。

园区成立农业开发公司，负责园区的运营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通过公司 + 合作社 + 家庭农场(基
地)的运作模式，充分实现公司与村民的联合互动。在园区完工正式投入使用后，村书记通过个人的社会

关系网络对村庄进行宣传，吸引更多游客到这里观光。 

4. 富人治村对乡村更新的影响 

在乡村治理资源不足的背景下，富人治村具有必然性。富人村干部一方面能够凭借其个人能力助力

村庄建设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也能依靠其所拥有的经济及社会关系资源吸引项目和投资来促进乡村更新。

富人治村可以获得良好的治理绩效，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村庄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农民的致富愿望，也成为

了乡村更新机制改革的一个路径选择 [13]，而以乡村更新为基础的乡村规划、产业重组，也成为了富人治

村的核心。富人治村对乡村更新无疑具有助力作用，但在富人离村后村庄能否持续发展，决定了乡村更

新的最终效能。 

4.1. 积极影响 

4.1.1. 丰富乡村更新资源 
目前，村庄的治理需求与村庄的治理能力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富人群体所具有的大量经济资源和

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具备弥补这种差距的能力 [14]。在乡村更新中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富人直接将

经济资源投入到村庄更新中；第二是富人村干部利用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引进资源到村庄。富人群体想

要参与到村庄政治，就必须将自己的经济资源转化为实际的社会政治地位，通过私人注资、吸引项目等

以私济公的方式来满足当前乡村治理需求就是最好的举措 [15]。 
富人在担任村干部后往往会用个人的经济资源来促进村庄的公共设施建设、提供公共产品。笔者在

Y 村调查发现富人村干部主要将个人资源用于以下几个方面来促进乡村更新：第一是利用个人经济资源

补贴村庄的公共设施建设，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村庄道路、房屋改造及美化等基础设施方面；第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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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村庄的品牌宣传费用，包括农副产品的网上宣传。 
从富人村干部的角度来看，他们每年的企业收入都比较客观，自己也有能力先垫资搞建设，这样在

资源协调上也更方便，富人村干部的资源也能更有利于乡村更新。 

4.1.2. 有助于引进政府项目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村庄发展因为缺乏资金而不能付诸实践。因此，争跑项目资源成为村庄治理环

节中的一个核心工作。村庄争跑项目资源的能力有限，但村庄可以通过与社会资本合作来减轻自己的压

力，社会资本的加入将一定程度上解决村庄财力不足的问题。在乡村更新的具体实践中，表现为“欢迎

富人群体回村当干部，他们就意味着资源，意味着村庄发展的希望”这一具体指望 [16]。 
在“项目制”背景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靠争取项目，这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村支书社会

关系的质量和广度，如果村支书与县市相关部门有私人关系就容易将将项目引进村庄，其本身所拥有的

经济资源也能为争取项目提供砝码；第二是村庄要有项目落地的基础，主要是指物质基础。物质基础就

是村庄之前发展得如何，项目资源具有天然的“嫌贫爱富”的偏好，所以，村庄公共建设有基础能更加

容易获得项目。 
富人村书记上任以后，因为个人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再加上 Y 中心村的地理位置和村里有大量

闲置土地，有助于政府项目的引入。Y 村在富人村书记上任后凭借其拥有的经济资源争取“先投入，再

给付”的项目，这不仅给村庄带来了投资，也吸引了相关产业，解决了村庄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还为

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村民收入。 

4.2. 消极影响 

4.2.1. 普通村民的边缘化 
富人群体担任村干部后，村庄公共资源向富人村干部集中，村里大小事都由其决策，这也让其有机

会借此重新建构新的村庄规则。在村庄集体经济薄弱、资源匮乏、村庄发展困难的状态下，村民对“村

干部贴钱办事”也变得习以为常。当村民逐渐对这种以“以私济公”的方式参与村庄更新达成共识时，

逐步提高的经济门槛和“贴钱办事”的共识会导致村庄选举标准大幅提高，普通村民因不具有丰厚的经

济资源而被阻隔在村庄更新建设的大门之外 [17]。 
富人村干部作为乡村更新的领导者，可以说富人村干部凭借个人资源控制了村庄的更新方向。他们

凭借着丰厚的经济资源不断吸引项目和投资，借此扩展社会关系，进而巩固自己的权力主体地位 [18]。由

于村两委的岗位有限，很多心系村庄发展的村民被排除在村委会之外，不能为村庄发展建言献策。从自

治制度的实践目的来看，村民应该是村庄更新主要参与者，但在富人治村的现实情境中，普通村民由于

在经济基础、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劣势而经常处于村庄更新中的边缘区域。 

4.2.2. 未能培育持续发展能力 
Y 村在富人村书记上任后凭借其拥有的经济资源争取到“先投入，再给付”的项目，这不仅给村庄

带来了投资，也吸引了相关产业，解决了村庄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还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19]。但富

人村干部离任以后，新上任的村干部所拥有的资源不能使其在争取基层政府项目时获得领先，这就导致

村庄资金链的断裂，村庄建设速度减慢。 
富人村书记在离任以后，村庄的资金链出现断裂，采摘园出现了很大的经营危机，采摘园由于长时

间无人管理，采摘园产量减少，盈利减少。虽然后面将采摘园分包给村民，由村民负责种植，但由于村

民缺乏技术的指导，也不懂经营之道，采摘园又回到原来亏损的状态。采摘园建设过度依赖富人村书记

的资源，在富人村书记离开以后，村庄内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采摘园的建设，村庄内的经济缺乏了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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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的能力。村庄会过度依赖富人村干部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缺乏了村庄自身的“造血”能

力，一旦富人村干部离任，村庄就会因为失去“输血”式救济而减缓发展。 

5. 结语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Y 村旅游人数直线下降，农业旅游产业停滞不前。由于新上任的村书记

并未拥有像富人书记一样的经济资源，富人书记离开村委会后，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源也离开，伴随“名

人”效应的消失，其他投资者也纷纷减少投资，导致村庄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来支撑观光旅游的发展，

维持现状都很困难。 
虽然富人村干部能够使用个人资源给村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推动村庄更新，但从长期来看，村庄会过

度依赖富人村干部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输血”式发展带来了乡村更新仅仅停留在表面。对于

乡村更新而言，如何获得“造血”式发展能力，获取新的发展资源，才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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