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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规划前提：“新三农”观 

 （北京至道文旅规划院） 

  

 

“乡村产业≠农业“这条，多数地方已能有所认识；但 “乡村居民≠农民、乡村社区

≠城镇化”这两条，很多地方理解得还不够。 

  

虽然“乡村振兴”的参与主体很多（有政府、村集体和村民，也有投资商、还有非政

府组织），但 “乡村振兴规划”的编制主体一般都是政府。因此本文侧重讨论政府如何

把握“新三农”观、推动乡村振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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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产业≠农业 

农业本身的现代化固然是乡村振兴一大途径。但是中国地形复杂，有些地区比如南

方山区的分散农地，往往难以符合现代农业的规模化作业要求。 

这就要求乡村产业振兴，除了现农业自身的现代化提升外，还要注意挖掘新产业新

动能。尤其是乡村旅游、乡村养老、乡村土特产等。这些新的乡村产业源于乡村本身存

在“三生”价值（生产、生态、生活）！ 

 

 

（乡村不仅是用来种地的，也是用来体验自然、怀旧生活的） 

只不过古代，乡村的生态、生活价值被漠视了。正如古诗云“高坡平顶上，尽是采

樵翁。人人尽怀刀斧意，不见山花映水红”。在温饱不足时代，即使面对山花美景，人

们首先想到肯定是砍柴火的价值（生产价值），而不是旅游休闲和养生养老的价值（生

态、生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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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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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生态、生活价值被发掘是大势所趋。相应的乡村旅游、乡

村养老等新产业成为农业的替代产业或重要补充产业也是大势所趋。 

➢  面对“乡村产业≠农业”规律，政府如何作为？： 

（1）梳理乡村生态、生活价值方面的潜力资源。 

这点往往要借助外脑。比如在我院的规划实践中，曾在一偏远山村墙上发现生产队

“工分记载墙”。当地村民正准备一拆了之。但是在至道规划院看来这可是一个怀旧体验

的好素材，力劝保护下来。 

（2）完善道路、修复生态等，打造与乡村新产业匹配的基础设施环境。 

“生态环境”是乡村新产业最需要的基础设施。在某地项目中，我们建议地方政府围

绕着一条河流的生态净化，激发了一片乡村养老产业集聚区。 

至于道路更无需多言，围绕一条旅游公路的规划修建，带起来若干乡村旅游开发

点、振兴一大片乡村土特产电商。这种案例在我们的规划实践中不少。 

（3）收储整理用地，引导新兴产业项目招商。 

采摘、休闲、养老、餐饮、住宿、娱乐，这些乡村新业态都离不开用地支持。而无

论是农用地，还是乡村建设用地。在过去小农经济时代，用地都呈现零散格局，不符合

工商资本的规模用地要求。 

这方面，乡镇政府和村集体大有可作为天地。应该在规划引导下，成立集体经济合

作社提前收储规模土地，以便于对接工商资本进入。在至道规划院多年乡村规划实践

中，我们深感投资商在流转用地上，最喜欢与集体合作社的“一对一”的谈判局面，最害

怕陷入与多户零散农民分别谈的“一对多”谈判局面。 

（4）打造新型公共产品，强力引导乡村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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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对乡村的公共产品认识，往往停留在乡村小学、卫生站等。 

但是匹配乡村新产业观，必须重塑乡村公共产品观。比例“山林绿道”“滨河景观道

“等项目，对于适合搞旅游的乡村，就应视作乡村公共产品。 

因为这类项目对发展乡村农家乐、乡村民宿、乡村采摘等业态的带动很大，但其自

身并不适合某个商家来单独投资运营。这种情况下，就应该看作旅游公共产品，从而带

动旅游私营产品投资。 

  

二、乡村居民≠农民 

新一轮的“上山下乡”潮，将带来一大批“新乡民”。（这些新乡民包括：外来游客与

养老客、新一轮文化人下乡、新一轮资本家下乡等、乡建非政府组织等。）  

毛时代曾有过一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史以来第一次给中国古老乡村社会

带来了大批“非农新乡民”。但可惜脱离了当时客观现实，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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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初见端倪） 

——但是当今中国，乡村“三生“价值被全面认识，尤其是乡村的“生态、生活”价值

更是直接为外来城市人服务的。因此新一轮“上山下乡”是水到渠成（这与毛时代违背客

观规律强行制造新乡民是不同的）。 

➢  面对“乡村居民≠农民”时代趋势，政府如何作为？： 

行政化的新乡民举措“大学生村官”和“第一书记”，客观说效果有限只有辅助作用！

因为 “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是一条难以违背的基本规律。乡村振兴更需要 “市场化的

新乡民”。政府在引导方面其实至少有几件事情可以做： 

（1）乡情为纽带，鼓励能人返乡青年返乡——政府能做出什么引导？例如荣誉村

长职务、配套建设用地等； 

（2）共享农庄为纽带，引导城市居民下乡养老——政府能做出什么引导？例如对

共享农庄使用权的信用“背书”； 

（3）田园文化为纽带，引导文化人下乡——政府能做出什么引导？例如授予荣誉

村民、提供度假生活平台等 

实例链接：蒲江是如何鼓励“能人返乡”和引导“新乡民”的？ 

四川蒲江县明月村的“操盘手”是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的返乡青年陈奇。现在头衔

是明月村“荣誉村长”。 

当地政府给明月村的这位“操盘手”提供了如下机制：县里给陈奇配了一个国有企

业副总的身份(提供生活保障)，但是她的工作就是明月村乡村振兴的“操盘手”。再通

过陈奇，招新村民一起来创业，政府配套 180亩国有建设用地+划定农民创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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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奇和她的画家老公一起在明月村经营一栋民宿；同时担起明月村乡村研究社社

长，这是一个“外引内联”的中枢机构。她用 3 年左右时间，引进 40 个文创项目，100

多名新乡民来到明月村创业，同时带动明月村 20多名老村民创业。 

明月村新乡民中，有画家、作家、陶艺家、诗人、书法家、景观规划师、社区营造

研究者等。例如有拿过金话筒奖的四川电视台女主播宁远，她在明月村搞了一个自然染

工坊；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新乡民是北京奥运会水立方中方总设计师赵晓钧，他在明月

村搞了一个精品客栈。 

这些新乡民在这里搭建的生产生活平台，有的是租赁老村民房屋改造；但有的规模

较大，则得益于政府提前规划好的 180 亩国有建设用地。政府在用地转让上不挣一分

钱，全部平价出售给新乡民。 

  

三、乡村社区≠城镇化 

由于过去几十年是急剧“工业化、城市化”主导时代。甚至一段时期内，城乡差距越

来越大。由此导致了乡村文化上的自卑，这种自卑尤其体现在乡村社区建设的盲目城镇

化上。 

东施效颦、盲目城镇化；贪大求洋，失去田园特色。例如：满墙贴瓷砖的农家乐、

不伦不类的罗马柱宅院、过渡硬化的大广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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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随着乡村振兴逐步崛起，尤其是乡村旅游的发展，正在及时矫正 “乡村审美

“。促进乡村彰显生态、回归、怀旧特色。正如北京至道规划院几年前的总结所言：“本

地人了解乡村，但外来人更了解乡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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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民带给乡村的不仅是资本、人力，还有审美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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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盲目城市化，彰显乡土符号的“外野内奢”建筑） 

➢  面对“乡村社区≠盲目城市化”时代趋势，政府如何作为？： 

（1）树立“美丽乡村建设”的正确标杆。 

国家财政在美丽乡村建设、农民住房改造上投入资金不菲。政府应在正确理念下：

首先整合利用好这批资金。避免千村一面或庸俗城市化；其次在正确理念下确立正确标

杆（例如不要错误的把一些崇洋的罗马柱式房子确立为新农居样板） 

这个工作尤其要注意借力外脑，聘请规划设计院。 

（2）引导村民重拾文化自信、审美自信。 

例如组织村民观光学习先进旅游乡村的做法。村民可能就会发现：被自己摒弃的稻

草、蓑衣、水车、泥墙等素材，却成了外来游客的香饽饽；被自己遗忘的打草鞋、磨豆

腐、剪纸等技艺，却成了高大上的体验产品。 

 

  

  

【至道规划院乡村振兴系列讲座】：  《乡村振兴规划的前提：“新三农”观》 

 

                                 《乡村振兴规划的本质：打通“人-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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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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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典型案例：乡村振兴规划编制体例的创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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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村乡村振兴规划纪实与“三力协同”模式小结》 

 

《乡村振兴的前景展望：中国乡村的七大出路》 

 

《乡村振兴的业态选择：三大产业要素+》 

 

《乡村振兴的体制驱动：三权分置与三变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