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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视角下乡村振兴动力探析
李金成

（西北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 摘要 ] 乡村振兴需要一个动力系统。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探析乡村振兴动力，指出乡村振兴可以依托利益需求力、

互惠互信力、情感联结力、共同价值力以及合作性动力等动力要素，构建一个利益表达、行为保障、社会交换、价值认

知以及共建共享等功能统一体的动力系统，以此优化乡村社会资源，调整乡村社会关系，保障乡村振兴战略体系的稳定

运行。

[ 关键词 ] 社会资本；乡村振兴；动力储量；动力关系

[ 中图分类号 ]F320　　　　 [ 文献标识码 ]A

本文着重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探讨乡村振兴动力及内在关

系，通过解读乡村振兴可以依托的动力储量，探析各动力要素

之间的内在关系，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构建乡村振兴的动力系

统，由此保障乡村振兴战略体系的稳定运行。

1    社会资本研究与理论分析维度

1.1    社会资本研究进路

自社会资本一词提出以来，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洛瑞

（loury）指出社会资本是家庭关系和社区组织可以利用的资源

形式；林南（Nan Lin）指出社会资本是社会个体所拥有的社会

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且与社会个体的异质性、地位以及关系强

度具有直接相关性；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指出社会资本

可以分为结构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人的行为选择是社会资本

嵌入关系的产物；布迪厄（bourdieu）正式界定了社会资本，

指出社会资本是资源的集合体，表现为经济、文化和社会等三

种资本形态；科尔曼（Coleman）指出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资

源的资本资产，有利于促进集体行动的实现；纳哈皮特和戈沙

尔（Nahapiet&Ghoshal）指出社会资本来源于人际关系网络、

信任、认知和合作关系，是人际关系网络形成的信任合作和集

体行为，包括三个维度：结构维、关系维和认知维；帕特南

（Putnam）指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其维度包括信任、

规范和网络，他们能够促成合作性集体行为；伍考克（Woolcock）

指出社会资本来源于社会互动和社会网络，且能够促进基于共

同利益、共同价值的集体行动。

1.2    社会资本理论分析维度

社会资本是基于社会网研究的一个复杂多维概念，大致具

有两层含义，一是个人或者组织在社会网络中获取资源的能力，

二是个人或者组织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拥有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

量，两者的共同要义在于社会网络的社会资源。那么，基于已

有社会资本理论分析维度，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和目标

任务，本文将从社会资源维度、规范维度、关系维度、认知维

度以及结构维度探析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要素；其中，规范维

度源于帕特南的研究，关系、认知以及结构维度遵循纳哈皮特

和戈沙尔的研究，社会资源维度依据社会资本的本源性概念。

2    社会资本理论与乡村振兴战略动力的逻辑联系

2.1    社会资本为探索乡村振兴动力提供了思路

社会资本因其源于社会网络的社会资源，而被广泛地应用

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用以研究个人和组织

行为。那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发

挥多元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激发农业农村农民的内源发展动

力，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潜力，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的永续发展，

社会资本理论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这是因为，社会资本理

论为客观分析乡村社会发展中多元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把握

多元乡村治理主体之间的内在关系，发掘隐藏在乡土社会关系

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形态，探索乡村社会发展的动力要素，构建

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由此形成互助互惠互信的乡土

社会关系格局，提供了理论依据。

2.2    社会资本是构成乡村社会发展的内在要素

在我国乡土社会变迁过程中，乡村社会资本是乡村共同体

中社会个体长期交往、互利合作以及基于历史传统、习俗等原

因而形成的人际及组织关系网络，由此形成的乡土社会共同体

的信任、互惠和集体合作，构成乡村社会发展的基础依据。尽

管说乡村社会资本具有多样化的形态，且随着乡村社会结构的

变迁而发生变化，但其为调节乡土社会关系，推动乡土社会变

迁，形成个体行为逻辑依据，提供了非正式制度规范。那么，

依托于社会资本理论，解读乡村振兴动力，是新时期推动农业

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题中之义，是实现

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总要求以及“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任务的

应然要求。

3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乡村振兴动力储量

解决当前我国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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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要挖掘乡土社会动力储量，建立内生于乡土社会的动力系

统。基于社会资本研究及理论分析维度，本文尝试着将乡村振

兴动力分为五种类型，并探讨了动力之间的关系。

3.1    社会资本分析维度下乡村振兴动力储量

3.1.1    社会资源下的利益需求力。从社会资本的社会资源这一

本源性定义出发，乡村振兴的首要动力是利益需求力，即乡村

振兴参与主体作为独立且关联的市场经济主体，依托于自身的

社会网络关节地位以及社会资源，在促进集体利益的过程中表

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乡村振兴战略就是

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战

略部署下，通过整合乡村发展内外资源优势，解决乡村发展

的不平衡不充分性，实现乡村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增进乡村人民的福祉，不断满足乡村社会发展利益需求的一

项系统性过程；反之，伴随着乡土社会变迁，人民群众的利

益需求的多元化、结构化，促使乡村振兴战略要与乡村利益

诉求相适应。

3.1.2    规范维度下的互惠互信力。在社会资本理论看来，互惠

规范是一种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社会信任可以从互惠

规范中产生。这就是说，普遍的互惠规范为乡村振兴参与主体

提供了约束准则，约束着他们的行为方式，降低了多元主体间

信息交换和利益表达的交易成本，促使他们在行为活动中将短

期内推动乡村发展与长期内实现自身利益相结合，在实现乡村

共同体共同利益的过程中促成多元合作；同时，在交易成本降

低和多元合作的条件下，乡村振兴参与主体会因收益的增加和

多元参与方的互助，增加与乡村共同体内部成员的信息交流和

社会交往，增加社会交换的频率和重复性，由此在频繁的社会

交换过程中推进彼此的社会信任。

3.1.3    关系维度下的情感联结力。关系维度是信任、规则、义

务以及认可的统一，体现了社会共同体中成员间的情感联结，

表达了社会关系网络中成员互信、遵守规则、履行义务以及获

得认可的社会结构意蕴。对应到乡村社区共同体中，乡村振兴

战略拥有情感联结力，体现了乡土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依存、相

互依附的情感粘合关系，并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推进乡村共同

利益的实现。社会资本关系维度的另一层含义在于关系强弱，

强关系形成粘合社会资本，弱关系形成桥社会资本；从这一层

含义出发，在强关系下，情感联结力助推乡村振兴多元主体获

取更多的回报，在弱关系下，情感联结力加强乡村社区共同体

内部信息交换强度，由此优化乡村社会资源配置，提高资源配

置效率。

3.1.4    认知维度下的共同价值力。认知维度体现了社会共同体

内部成员共同认可的文化元素，如共同语言、共同愿景以及共

享情景等，是社会个体认知与集体共同认知的内在统一；进一

步地，认知社会资本越高，则共建共享的意识越高，履约行为

积极性越高，集体行动更容易产生。由此而论，认知社会资本

在增加社会个体回报的同时，还发挥着校正社会个体认知体系

与集体共同价值体系保持一致的功能，约束着个体的行为选择，

依靠“共同语言”、“同一平台”、“同一频道”以及“共享

情景”等社会元素，为乡村治理共同体输入价值要素，生成乡

村振兴的共同价值力，调节乡村社区共同体成员的行为偏差，

强化乡村振兴参与主体的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集体意识、

主人翁意识，为乡村文明建设提供良好秩序。

3.1.5    结构维度下的合作性动力。社会资本是一种用以促进人

类行动的社会结构性资源，其结构维度包括网络结点、布局以

及组织等元素。在乡土社会中，乡村振兴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构成乡村社会网络，不同参与主体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以及

社会分工，形成着乡土社会网络的结点；他们之间直接或间接

的情感联系，形成了乡村社会网络分布格局；存在于乡土社会

的草根组织，为乡村社会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提高着村民的

组织化水平。特别地，乡土情怀、乡土情结、乡土情缘以及熟

人社会情感关系为构筑密集型社会网络创造了条件，那么，在

密集型乡村社区社会网络中，社会成员依托直接且紧密的联系，

发展出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信任合作，促成集体行动的逻辑，

为乡村振兴提供合作性动力。

3.2    社会资本视角下乡村振兴动力内在关系

测量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帕特南的

内在三分维度强调信任社会资本的重要性，纳哈皮特和戈沙尔

的三分维度强调集体合作行为的重要性，表达出社会资本可以

从多元且内在统一的分析维度综合测量。以此为据，乡村振兴

动力要素之间同样具有内在统一的关系，彼此之间相互影响、

相互联结，统一于乡村振兴战略体系之中，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提供稳定的动力系统。在这一动力系统中，利益需求力是基

础，行为主体表达着利益诉求，构成多元主体参与行为的内在

要求；互惠互信力是保障，减少了成员之间相互合作的交易成

本，促成集体行动的产生；情感联结力是桥梁，加强多元主体

之间的粘合和信息交换；共同价值力是关键，调和多元主体之

间的利益矛盾，为乡村社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一套较为完善的

认知体系；合作性动力是目的，激发乡村社会个体之间的合作

性行为，实现社会个体行为由“原子化”向“结构化”转变，

促成共建共享行为产生，实现集体利益。

4    结语

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一个

动力系统。社会资本因其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结构的研究起点，

用其探析乡村振兴动力具有可行性，由此可将乡村振兴动力储

量分解为利益需求力、互惠互信力、情感联结力、共同价值力

以及合作性动力等五种动力要素，同时，五种动力要素相互联

结、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利益表达、行

为保障、社会交换、价值认知以及共建共享等功能的动力系统，

以此保障乡村振兴战略体系的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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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 
农村创新创业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寻  舸，朱玉晗，尹  洁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7）

[ 摘要 ] 我国农村经历了几次创新创业时期，每一轮创新创业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新时期农村创

新创业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城乡协同发展。对当前我国农村创新创业的现状、问题及影响因素展开分析，

并提出促进农村创新创业的对策建议。

[ 关键词 ] 乡村振兴；农村创新创业；影响因素；对策建议

[ 中图分类号 ]F291.1　　　　[ 文献标识码 ]A

1    农村创新创业的历史回顾及其对乡村振兴的 
       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经历了几轮创新创业阶段，每一

次创新创业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新中国成

立后的合作化和集体化组织和制度创新促成农民在城乡有限范

围的有计划流动，在缓解城市产业工人不足和调节城乡要素结

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改革开放初期，伴随家庭承包责任制

的创新，大量农村劳动力在市场的诱发下开始进行跨区域流动，

激活了农村微观经济要素的活力。1992 年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崛

起带来大量创新创业活动，各种开发区建设出现热潮，农村经

济组织创新进一步推动了农民的异地就业，大量农民工为我国

经济发展带来巨大“人口红利”。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

出口导向和产权不清对乡镇企业发展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城乡

要素结构调整面临巨大挑战。在经历乡镇企业改制和扩大农村

内需后，农村经济逐渐步入调整提升阶段。2013 年后农村经济

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农村互联网普及、一二三产业融合加速、

土地经营政策改革和新型农村经营模式等都推动我国农村进入

新一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阶段。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

村经历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体制内人员“下乡下海”创业、

城镇居民和职工下乡创业和新型农民创业等几次创新创业浪

潮，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对农村经济产生深远

影响。

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农村将进入乡村振兴的全面发展阶段，

创新创业对把握农村发展的新机遇和建立城乡高度融合的全产

业服务体系具有积极意义。第一，创新创业能培育新生代乡村

振兴人才队伍。新生代青年农民普遍教育程度较高、对农村农

业的认识眼界更宽，是农村新型经营和服务主体的主力军。将

他们培育成职业农民、生产能人、经营能人，调动其反哺家乡

和奉献家乡的积极性，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第二，创新创

业能带动农村新业态发展。回乡创业者能有效整合城乡各类资

本资源，从事规模特色化种植、养殖业及农副产品加工业。他

们带回家乡缺乏的技术和市场信息，而且还起到技术的示范、

推广等作用。在“农牧渔”初级生产的基础上，成长为以销售

定加工、以加工定生产的“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发展

格局，逐步形成了以某个专项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为“龙头”的

产业化经营，因此在当地形成支柱产业、特色产业。第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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