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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前景展望：中国乡村七大出路 

【北京至道文旅规划院】 

  

（1）彻底都市化、（2）就地工业化、（3）现代农业化、（4）乡村旅游化、（5）特色小镇

化、（6）返乡重塑化、（7）彻底消亡化。 

——不是每一条出路都记得住乡愁，但每一条都“存在即合理”、都事关乡村振兴。 

 

尤其是（1）彻底都市化 和（7）彻底消亡化，这两条道路看起来似乎和乡村振兴完全无关，

但其实这三类也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环节与出路（就好比某人说“根本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就是

消灭农民”一样，自有其深刻道理）。 

 

第一：彻底都市化 

农村变作都市、农业已经消失、农民变成“开着宝马扫街、坐着奔驰卖菜”一族——这只是少

数派，在大城市的城郊扩张过程中上演。 

http://www.baidu.com/link?url=DhX0gb-5bzuie8gliAwt4Wr9yiWBWy0BZs39Yeb_5Cudbm5yiNhMQaLaciWo8gneYxyAISKx6nEVr_gy62GQDa&wd=&eqid=d557657c00073313000000035b1394a0
http://www.baidu.com/link?url=DhX0gb-5bzuie8gliAwt4Wr9yiWBWy0BZs39Yeb_5Cudbm5yiNhMQaLaciWo8gneYxyAISKx6nEVr_gy62GQDa&wd=&eqid=d557657c00073313000000035b1394a0
http://news.southcn.com/sd/content/2014-10/16/content_1102261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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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地工业化 

所谓“离土不离乡” ——这是政府最希望看到的局面之一。 

上世纪沿海地区，以乡镇企业崛起为代表，确实出现了一波乡镇地区就地工业化。但那属于特

定时代产物，当市场逐步厘清产权制度后，乡镇企业风头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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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人认为习李新政的“新型城镇化”包含就地工业化之义。但上世纪沿海地区以乡镇企

业为核心驱动力的就地工业化机制已荡然无存；新一轮就地工业化的核心驱动力在哪里？目前看很

朦胧。） 

第三：农业现代化 

所谓“有农业无农民、有农地无农村”局面——这也是政府最希望的局面之一。 

农业现代化前提是土地规模化，近年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逐步放开，确实促进了农业现代化。 

但两条特殊国情制约着土地规模化。其一，中国人多地少、土地分散的客观条件，制约着大规

模土地集中化；其二，在目前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大规模土地集中也不适合政治国情，

因为一旦经济波动农民缺乏退路容易引发社会动荡。 

 

所以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包含两条分支：一是规模化的现代农业；二是精品化的现代农业。 

精品化现代农业不强调规模，而强调高附加值！从网易养猪、到联想种猕猴桃、再到京东种植

有机米，均属于此类（内在也符合国人对农品消费转型升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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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乡村旅游化 

这也属于少数幸运儿。因为能够演绎成旅游村庄、旅游古镇的无非两拨： 

一是“养在深闺人未知天生丽质难自弃”型。例如云贵地区的边远少数民族村寨，以其生态自

然环境加上返璞归真的民俗风情，一下子成了城市化浪潮中身心疲惫一族心目中的“原生态美人” 

二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型，从成都的“五朵金花”到北京城郊的乡村旅游带。讲天生资质条

件，其实平平。但背靠优越都市区位，在城郊休闲时代大势中，乡村旅游必然崛起。 

http://www.zhidaoguihua.com/list/?117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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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特色小镇化 

这里指的特色小镇，不是指旅游小镇，而是产业小镇！这是欧美发达国家中已经证明的现象，

但在中国还刚刚萌芽。 

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大企业”确实存在一种“乡村小镇情怀”。很多特色小镇是依托一个

或几个企业发展起来的。其中大部分是新兴高端产业的总部基地；也有少部分以传统精致工业小镇

放在乡村。 

这背后深刻原因是发达国家城乡之间，已经没有发展阶段的差距、只有发展形态的差异。乡村

小镇的自然生态环境、低地价、以及某些独特人文环境，会和大城市形成互补，从而吸引一些大企

业总部产业来到乡村、形成特色小镇。 

http://www.zhidaoplan.com/cn/case/index_1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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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前中国的高级人才和高端产业主要都集中在大中城市。但发达国家的先行实践表明：高

端产业以及相应的高端人才，不一定就聚集在大城市，也可以来到乡村小镇。可以预见，未来中国

的产业特色小镇，将率先在“北上广城市圈”中的教区乡村出现。因为这些地方会率先消灭城乡差

距、这是形成特色产业小镇的前提条件。 

第六：返乡重塑化 

外出闯荡的成功人士回来养老置业、创业、再造老家！ 

尽管这个趋势目前还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前瞻十年后，中国城市化曲线渐趋平稳，社

会不再狂飙突进。中国整个社会心态极有可能重返中国千年文化传统：“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

行”。 

这批“富贵返乡”人士带回来的资本与见识，会让多年来空巢化的广大乡村发生什么剧烈变化

呢？目前还只能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 

但从占比来看，北京至道规划院预测这将会是中国传统乡村振兴较大的一条出路。 

http://www.zhidaoplan.com/cn/case/index_1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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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彻底消亡化 

与历史上天灾人祸导致的村庄消亡不同；这次村庄的消亡是主动消亡——可谓“三千年未有之

变局”。 

中国三千年的小农经济，其自给自足方式严重依赖最原始的土地要素。因此，任何深山老林都

可能“冒出”谋生人家； 

而工业化城市化变局后，“规模聚集经济”替代“自给自足经济”。生产方式的改变，正促进

大批边远山村、库区主动移民，原有村庄彻底消亡。 

附：第八种？ 

北京至道规划院一直在犹豫是否要列出第八种：“非政府组织发起的情怀型乡村建设”。例如

信阳郝堂村、北京辛庄等都属于这类。 

但我们最终认为这些现象不构成乡村出路一大途径，只能算个别实验。 

其实从民国时期就有一批热心的社会学家开始尝试乡村建设运动，如梁漱溟在山东邹平领导的

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虽然这批人本身是如此值得尊敬！

但事实上，他们作用于中国乡村裂变的实际力量——却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今天，中国又重新涌现了一批非政府组织的乡建工作者以及“公益创业家”。但我的判断是和

民国时期的那批社会学家一样，他们的工作缺少某种本质的必然力量——与前 7 种途径暗藏的必然

趋势不可同日而语！可能只是一种乡村“乌托邦”追逐，而不是改变乡村社会的本质力量！ 

 

【至道规划院乡村振兴系列讲座】：  《乡村振兴的前提：“新三农”观》 

 

                                 《乡村振兴的本质：打通“人-地-钱”》 

 

                                 《乡村振兴的体制驱动：三权分置与三变改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2%81%E6%BC%B1%E6%BA%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8F%E9%98%B3%E5%88%9D
http://www.zhidaoplan.com/lists/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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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的业态选择：三大产业要素+》 

 

《乡村振兴规划的路径：分门别类不搞一刀切》 

 

《乡村振兴规划的编制体例 ：不可照搬中央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乡村振兴规划的体例突破：以 X 溪乡村振兴规划为例》 

 

                                 《乡村振兴规划的最新“助力剂”：点状供地政策要吃透》 

                                  

《乡村振兴的前景展望：中国乡村的七大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