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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研究无锡“田园东方”项目基础上，构建乡村振兴协同联动基本框架，阐释政府主导下的路径依赖、市

场逐利性对公共性的破坏等乡村振兴影响因素，提出转变思维模式、构建良好的政策环境、建立与完善合作共治

框架等乡村振兴结构化困境破解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结构化困境；协同联动；政策创新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Ｆ３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 １３１Ｘ（２０１９）０２ ００５８ ０４

犚狌狉犪犾犚犲狏犻狋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犱犇犻犾犲犿犿犪犪狀犱犛狅犾狌狋犻狅狀犘犪狋犺：

狋犺犲犐狀狊狆犻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犗狉犻犲狀狋犪犾犘犪狊狋狅狉犪犾”狅犳犠狌狓犻

ＺＨＡＮＧＮａ，ＣＨＥＮＣｈｏｎｇ，ＢＡＩＹｕｎｔｅｎｇ，ＬＵＪｉａｈｕｉ

（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Ｗｕｘｉ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ｌｉｎｋａｇｅｉ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ｖｉｔ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ｌｅｄａ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ｓｕｃｈａｓｐａｔｈ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ｔｈｅ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ｔｓｅｅｋｉｎｇ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ｍｏ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ａｂｅｎ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ｓ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ｒｕｒａｌ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ｄｉｌｅｍｍａ；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ｌｉｎｋａｇｅ；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进入新时代，如何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

现城乡协同发展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作为一

项旨在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振

兴需要社会各界特别是政府、市场主体与农民的协

调联动。然而，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政策

实践中的主体参与却面临结构化困境。无锡阳山

“田园东方”项目实践生动地展现了基层创新的力

量，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本文基于协

同理论，以无锡“田园东方”为案例，研究破解结构

化困境的对策。

一、乡村振兴发展中的结构化困境

结构化困境是指在业已成型的制度框架下，由

各主体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制约整体运行的局面。

在乡村振兴中，结构化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其一，主体利益关系模糊，角色定位不清。只

有建立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充分保障各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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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不受损，才有可能调动各方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实现长期的互利共赢。然而在现实中，利益

关系模糊制约着乡村振兴的深化与泛化［１］。其二，

官方权力主导，民间话语缺失。在当前的乡村振兴

治理主体中，农民、村集体和第三方社会组织参与

度较低。由于缺乏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和矛盾协调

机制，在项目实施、项目收益分配过程中，参与主体

无法有效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主体间的矛盾也得

不到有效的解决，这严重打击了主体的参与积极

性。其三，资源确权困难，活力激发不够。乡村拥

有完整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拥有得天独

厚的资源禀赋优势。在资源约束趋紧的背景下，土

地作为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因缺乏清晰明确的

产权关系，其效益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导致农民积

极性受挫、农村发展活力不足、农民财产性收入不

高。上述问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农村集体、农户个

体的财产性收益，严重打击了利益相关主体的参与

积极性［２］。

二、破解结构化困境的协同联动合作

框架：“田园东方”的启示

　　“田园东方”是无锡生态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

其以“田园生活”为目标，以保护型开发培育为主，

在原有的生产结构基础上组织建设活动和生产行

为，构建了与自然良好的共生关系。“田园东方”园

区整体规划分为乡村旅游主力项目集群、田园主题

乐园、健康养生建筑群、农业产业项目集群、田园小

镇群、主题酒店及文化博览等六个主题，其包含的

项目主要分为现代农业、休闲文旅、田园社区三大

板块。现代农业板块共规划“四园”“三区”“一中

心”，意在整合东方园林产业集团的整体优势，引入

现代农业产业链的特色资源，在阳山镇既有农业资

源基础上实现产业链深化和优化的双重提升，开拓

区域农业发展新方向。休闲文旅板块借助东方园

林产业集团旗下文旅公司优势资源，按照培育战略

品牌和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发展要求，大力整合文化

旅游资源，与品牌商家建立良好共赢的战略合作关

系。田园社区板块的产品以美国建筑大师杜安尼

“新田园主义空间”理论为指导，将农耕、生态、健

康、阳光与都市人的生活体验交融在一起，旨在打

造现代都市人的“桃花源”。

（一）“田园东方”复合培育的内涵

对于“田园东方”而言，“三产联动”是培育现

代农业综合体、发展新型产业集群的基础。推动

农业现代化迈上新台阶，需要建立和完善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树立农业经营理念，实现农产品精

深加工以及市场、龙头企业与农户多方联动，拓

宽延伸农业产业链，提高其附加值，建立社会组

织参与乡村建设的新机制［３］。“田园东方”依托

当地田园风光和特色农业及旅游资源，打造田园

创意文化园，建立复合产业链，使第一、第二和第

三产业之间紧密联系、频繁互动，形成产业规模，

从而不断增强竞争力。

“三生”融合是重塑乡村要素空间结构、建构

新的“三农”功能关系体系的现实需要。“三生”

是指生态、生产和生活。生态、生产和生活三种

功能空间，涵盖了生物物理过程、直接与间接的

生产以及精神、文化、休闲的需求满足等，是自然

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协同耦合的产物［４］。“田园

东方”坚持绿色生态理念，积极发展环保产业，以

第一和第三产业为主，推动绿色农业和田园休闲

旅游发展，使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田园东方”的“三生”融合实现了生产与生态之

间的可持续发展、生态与生活之间的健康和谐、

生产与生活之间的相互促进。

（二）“田园东方”复合治理体系及机制

１．参与主体及关系网络。“田园东方”项目运

作主体包括田园东方投资有限公司、地方政府和拾

房村村民委员会。其中，田园东方投资有限公司负

责整体项目的规划与实施；地方政府为项目实施提

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公共服务；拾房村村民委员会

负责具体项目的实施。村民与公司合作，既是投身

现代农业的新型农民，又是休闲产业中民宿的管理

者，同时还是公司的股东。田园东方投资有限公司

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居主导地位，不论是现代农

业还是休闲旅游业抑或房地产业，都是由该公司在

深入的市场调研基础上推动的。政府则主要负责

项目规划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审批和监管，以及公共

服务的提供。

２．完善主体参与路径及合作框架。建设田园

综合体的前提和基础是盘活土地资源（主要是农民

闲置宅基地和村集体建设用地）。在政府的支持和

引导下，田园东方投资有限公司承包了这些土地并

进行科学规划，打造出集生产、生态、生活于一体的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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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环境［３］。公司坚持规划优先、立足实际，实现

了特色与规划的协调统一。“田园东方”注重在项

目运作过程中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积极培训当地

农民，提高其职业素质和能力水平，厚植现代农业

发展土壤。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

务的机构，成为“田园东方”的股东，参与项目决策。

当地政府则主要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构建和谐的

发展环境。村集体和村民的有效参与直接保障了

村集体和村民的实际利益，也有效培育了农村发展

的内生动力。有序的参与路径和完善的合作框架

使得各方合作融洽，共同推动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３．创新模式与拓展机制。以往的城乡合作大

多走的是产业下乡的老路子，即在农村设立工

厂，以工业增长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这种模式具

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产业融合不强、内生动力不

足双重因素的影响下，农村的发展大多没有达到

人们的预期。项目建设之初，“田园东方”就秉持

“融合发展、创新驱动”理念，通过健全农村基本

经营机制并结合土地改革将市场激活，突破了产

业孤立发展的困境，培育了新型乡村发展主体，

健全了乡村发展服务体系，使得乡村振兴发展具

有多种态势并持续富有活力。“田园东方”通过

助力现代农业发展、引进休闲旅游产业、规划房

地产业三项举措，着力构建高端复合、融合发展

的产业体系，项目全程注重品质提升，通过完善

乡村基础设施、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等措施，培育

小镇田园综合体的核心竞争力，为田园综合体的

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内生动力［３］。

（三）“田园东方”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化困境

一是投资主体单一，后续资金注入不够。惠山

社区是“田园东方”项目的投资主体，其投资额占项

目总投资的七成。但根据相关规定，地方特色发展

项目要遵循ＰＰＰ模式，政府注资不能超过五成。

可见，“田园东方”项目的资金结构存在问题，这有

可能带来因政府偏好转移而使项目搁浅的风险。

二是产权边界不清晰，收入分配存在问题。田园东

方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政府授权的主要经营单位，与

阳山镇、拾房村之间在产业收入分配上存在问题，

产权和经营权未完全分开，造成了一定的权责配置

失衡现象。三是产业链不够成熟，面临可持续发展

困境。“田园东方”是乡村振兴的标杆，但其仍然难

以摆脱休闲农业、田园体验等一般性项目模式，农

业产业的纵深度不够，未形成成熟的产业链，无法

为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长久的动力支撑。

三、乡村振兴协同联动的现实问题分析

（一）政府主导下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一旦选择了某种

路径，这种路径在现实世界就有自我强化的趋势，

使得对路径产生依赖，难以重新选择。路径依赖最

早见于技术变迁过程中，美国经济学家科思将其引

入制度变迁过程，指既有路径的累积优势和未知路

径的不确定性以及路径选择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

的阻力三者共同构成了路径依赖的现实基础［４］。

不论是特色小镇建设，还是乡村振兴战略，基本都

是由政府通过空间规划、政策指导来推进实施的。

政府主导实施使项目拥有广泛的资源支持和独特

的合法性资源，但政府主导既有优势，又有隐患。

社会系统需要各个要素协调配合来实现正常运行，

当政府力量过大而打破正常的系统平衡时，社会和

市场的存在空间便会受到压缩和限制。当政府强

势介入原本由市场、社会发挥作用的领域时，社会

治理就会变得低效。一方面，政府陷入日常琐事，

无法关注涉及社会整体发展的宏观问题；另一方

面，社会、市场参与不足，造成政府全能的假象。

（二）市场逐利性对公共性的破坏

乡村振兴依赖市场机制的良性运行，而市场机

制良性运行的前提是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主

体的利益。但在现实中，市场机制的盲目性、自发

性和滞后性影响着市场机制运行的效果。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必然会引导资本要素进入农村，带动相

关产业发展，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作为市场

细胞的企业，在资本下乡过程中，其逐利性可能会

破坏乡村的公共性。一是破坏农村自然生态环境。

在资本下乡、企业进村的过程中，部分地方村集体

重经济增长、轻发展质量，盲目引进高耗能、高污染

的化工企业，而部分基层政府对乡镇企业的监管也

不到位，放纵企业破坏生态环境。尽管村集体收入

增加了，但是农村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环境却被损

耗殆尽［５］。二是破坏农村社会发展环境。基层政

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直接责任人和行动者，担负

着乡村振兴战略贯彻落实的重任。以盈利为目的

的市场主体预见到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市场机遇，

必然会深入农村抢占发展高地。在政绩、利益的驱

使下，某些基层政府与市场主体不谋而合，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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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强调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选择“短、平、快”的

项目，而忽视农村良好发展环境的构建，从而在短

期经济增长的幻象中丧失增长潜力和发展时机。

四、乡村振兴结构化困境破解路径

（一）转变思维方式，政府由主导者转变为服务者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政府工作重

心和治理理念也要随之发生变化。当前，我国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深刻影响到人民生活幸福感、

获得感的提升。在此背景下，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

很难满足不同层次的发展需求，也难以跟上不断变

化的社会发展形势。因此，地方政府需要转变思维

方式，由主导者转变为服务者，在乡村振兴过程中，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供优质的公共服

务，建设服务型政府。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深入

基层、深入群众，将人民满意与否作为评判工作优

劣的标准，着力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最突出的

问题。

（二）构建良好的政策环境

公共利益的实现有赖于公共政策的实施，而公

共政策的实施需要一定的社会资源并在相应的社

会环境中进行。政策环境是政策科学领域中一个

重要的概念，学界一般将其定义为政策生成、运行、

发生作用的过程中一切条件的总和，其包括自然环

境、社会文化环境、政治制度环境、经济环境和国外

环境［６］。政府作为决策主体，要主动优化决策模

式，建立多边多元决策机制，建立良好的政策环境。

在“田园东方”项目运行初期，地方政府就通过改善

基础设施、提升决策水平和管理能力、提供优质公

共服务等方式来优化投资环境。这些举措极大地

降低了企业投资的制度性成本，为企业投资增添了

动力。

（三）建立与完善合作共治框架

基层政府要摒弃发展乡村就是改善基础设施

的发展思路，注重良好发展环境的培育和营造，激

发乡村内生性发展需求。只有完善合作框架，规范

合作关系，充分保障各方利益，才能在乡村发展中

实现共赢。因此，要推进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改革，

创新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优化治理模式，重视法

治与德治，充分发挥法治与德治的规范和约束作

用，实现德法共治。要摒弃简单化、单向化的行政

管理方式，用制度约束行政权力，实现治理的多元

化、多样化。无锡阳山镇通过建立新型政企关系、

新型政社关系，以及建立利益协商机制和利益诉求

表达机制，进一步厘清了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及村

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解决了社会合作中的“公

地悲剧”问题，提升了治理的综合效益与复合效益。

阳山镇政府正是以优化服务为主线，引导村民自治

组织与企业紧密合作，突破了以往社会力量参与不

足的困境，也规避了不少风险。“田园东方”合作共

治框架兼顾了各方利益，建立了利益共享机制，拓

宽了合作渠道，建立了稳固的利益共生基础，为乡

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勾勒出多元主体有

效参与乡村振兴的图景，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

供了新的思路。

五、结语

无锡“田园东方”顺应了乡村振兴发展大势，打

破了行政主导观念的束缚，使多个主体主动参与到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实

施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只有构建和谐共

建、利益共享的参与机制，乡村振兴才能突破结构

化困境，乡村才能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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