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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我国一直是个农业大国，农业始终是

国民经济的命脉，农村是我国社会结构形式的主要组

成部分。农村环境管理问题长期被我国社会管理者和

广大民众所关注。

我国对农村建设问题的直接关注起始于近代的

中国资本主义开始发育时期。晚清政府（1908年）颁
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

程》，在农村开展了“乡村治理运动”[1]。20世纪二三十
年代，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波及

广的乡村建设运动，是要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

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措施，来复

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从而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

“民族自救”[2]。20世纪 50年代，我国制定国民经济
“二五”、“三五”计划时，就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问题[3]。2005年 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按照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

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年，农

业部启动了“乡村清洁工程示范”工作，目标是解决农

业废弃物资源浪费严重和农村环境脏乱差的问题，将

新农村建设的任务具体化，提出实现农村“田园清洁、

家园清洁、水源清洁”。2008年，浙江省安吉县正式提
出“中国美丽乡村”计划，出台《建设“中国美丽乡村”

行动纲要》。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生态文明纳入党和国

家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提出把生态文

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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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永续发展。在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第一次提
出了要建设美丽乡村的奋斗目标，进一步加强农村生

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工作[4]。农业部在 2013
年农业农村经济重点工作中也把建设美丽乡村、改善

农村生态环境作为重点，指出美丽乡村建设是新农村

建设的“升级版”。并在当年完成了 1 100个美丽乡村
创建工作[5]，同时，提出了美丽乡村创建十大模式。

目前，美丽乡村建设已经形成广泛社会共识，但

是，各地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基本模仿城镇化建设模

式，将城镇建设样板移植或改造到农村，导致“千村一

面”情况严重，农村特色丧失、农业文化割裂。农村环

境具有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美丽乡村建设是个系

统工程，急需开展基本理论的归纳和梳理，形成美丽

乡村建设的技术思路和主线，建立模式设计方法，提

升美丽乡村建设的科学性和操作性。

1 “美丽乡村”与“美丽乡村建设”
美丽乡村建设是我国的一项策略和任务，但是，

就学术意义上看，必须针对“乡村”的基本特点，对美

丽乡村的内涵和目标进行剖析，明确美丽乡村建设范

围和实质。

1.1“乡村”的界定
乡村是区别城市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对“乡村”的

理解比较泛化。一种理解是“乡村”即“乡”和“村”，

“乡”是指乡（镇）政府驻地的镇，也就是小城镇，“村”

是指周边村庄[6]。基于这种理解，乡村建设是城镇化和
新农村建设的结合体。另一种理解是“乡村”即“农

村”，指的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域，从事农业生产

的人就是农民，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人民聚居的场

所就是农村聚落。这一定义的出发点是把农业产业作

为农村赖以存在、发展的前提，没有农业的存在，农村

就不成其为农村，农民就不成其为农民[7]。目前，我国
开展的美丽乡村建设，即是基于第二种概念的乡村。

当然，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村办企业、商业

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农业仍然是我国

农村的主导产业，我国农业大国的现实决定了不可能

要求所有的农村都走城镇化道路，农业部韩长赋部长

说过，城镇化要带动新农村建设，而不能取代新农村

建设，搞所谓“去农村化”[8]。以农村和农业为基础开展
美丽乡村建设，将工作重点聚焦在村庄和周边附属于

村庄的农业产区，清晰地与城镇化建设形成了区别，

符合我国农村实际情况和区域管理的特点，更能体现

农村特色，更能留住“乡愁”，避免农村和城市、城镇同

质化。因此，下文讨论的乡村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将

默认为农村经济以农业经济为主体。

1.2 什么是美丽乡村
目前，尚没有一个美丽乡村的准确定义，对美丽

乡村的通常理解是我国农村发展的愿景和追求，多数

停留在对乡村发展未来的一种感性认识上，充满理想

主义和浪漫主义。例如，《桃花源记》中描述的：“夹岸

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

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现代人描述的“农

夫、山泉、有点田”的田园风光，健康的食品，休闲的劳

作等等。这些乡村发展愿景缺乏理性思考，是在社会

重压之下产生消极避世想法，希望逃离纷杂的社会，

追求自给自足、与世无争和个人解脱。

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农村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我国农村发展向何

处走，一直是我国社会管理者和研究人员思考的问

题，需要以理性思维综合考虑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发

展需求，深入思考农村发展方向和目标。2005年十六
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是“生产发

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随着

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农民对改善自身生活质量，提升

生活水平的诉求不断增强，对农村产业发展模式、生

产生活条件和农村管理方式的要求不断提高，新农村

建设需要提质、升级，是提出美丽乡村概念的大前提。

2007年浙江省在《安吉县建设“中国美丽乡村”行动
纲要》中提出把安吉所有的乡村都打造成为“村村优

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的“中国美丽乡

村”[9]。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唐柯司长用“四个美”简洁概
括美丽乡村：就是产业美、环境美、生活美、人文美[10]。
1.3“美丽乡村”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内涵与实质

目前我国美丽乡村建设主要是基于我国现行管

理体制设计，在条块分割的前提下讲究协作，便于操

作和考核。这种基于实用主义的内涵虽然带来了实际

操作层面的好处，但是，由于各个模块独立性太强，系

统性不足，导致美丽乡村模式设计时缺乏整体感。特

别是没有考虑不同模块之间的拮抗和协同作用，最终

形成的模式实际运行效率不高。例如，农村生活方式

和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会改变乡村环境状况，也能促

进民风民俗的进化；基层管理机制的完善会促进生产

和生活提质、减少乡村污染发生，同时还起到移风易

俗作用。

笔者认为，可以将美丽乡村建设内涵衍生如下：

充分当地自然和社会资源，要因地制宜开展规划利

郑向群，等：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理论框架与模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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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农民群众为主体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加快农村

产业发展，促进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方式改变，农业

和农村并重，农业是农村发展的基础；加强农村基础

条件建设，改善农村环境，提升农村管理水平。最终实

现农民生活质量提升，农村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生

态环境协调发展。从实质上来讲，美丽乡村建设是一

个系统工程，是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同步发展，是经

济、政策、环境和文化举措的复合性作用和“四位一

体”的具体体现。

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乡村发展是一个长期进化

过程，最终可能消亡也可能扩大，有可能萧条也可能

繁荣，也可能不断优化最终符合社会发展需求和农民

自身要求，这个进化过程只不过是个时间长短问题。

因此，可以将美丽乡村预设成我国乡村发展的终极目

标，那么需要对这个终极目标进行合理评估，判别是

否符合社会发展需求和农民自身要求。而美丽乡村建

设是为了达到美丽乡村这个终极目标采取的行动方

案，是一种乡村发展模式的寻优过程，规避了乡村的

无效和无序发展方式，以图以最小的资源损耗在短期

内达到美丽乡村目标，实现乡村发展增效提速。具体

一个美丽乡村建设方案是否合理，可以利用美丽乡村

的要求进行评估，判别建设方案和模式是否设计合

理，以及达到美丽乡村的成功几率等。基于这个逻辑，

可以理解为：“美丽乡村建设”是一种模式和行动方

案，美丽乡村是一种评估标准和方法。

目前，虽然国家有建设美丽乡村的要求，但对技

术人员来说，如何建立美丽乡村评估标准和方法，如

何有效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和方案设计，以及如何

评判模式和方案能够在资源和时间成本最低的情况

下达到美丽乡村，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2 美丽乡村建设基础理论分析

美丽乡村建设涉及农村产业发展、农村人居环境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整治、农村管理水平提高以及农

村文化传承等多方面，建设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技术组

装问题、政策选择问题、管理体系构建问题等都需要

科学依据和内在逻辑支持，迫切需要进行美丽乡村建

设理论的梳理和归纳，明确美丽乡村建设主导思路和

方法体系，避免美丽乡村建设变成了一个“筐”，什么

都可以往里装。

2.1 乡村复合生态系统理论
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是我国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

教授于 1981年提出的。他提出：当今人类赖以生存的

社会、经济、自然是一个复合大系统的整体[11-12]。以人
的活动为主体的系统，如农村、城市或区域，实质上都

是一个由人的活动的社会属性以及自然过程的相互

关系构成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13]。复合生
态系统中，社会是经济的上层建筑；经济是社会的基

本，又是社会联系自然的中介；自然则是整个社会、经

济的基础，是整个复合生态系统的基础[14]。文化和“非
使用”价值已纳入生态系统服务类别，具备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15-16]，具备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文化链
并不断地演变，可以定义为文化生态系统[17]。有些学
者认为文化子系统应该归于社会子系统中[18]，基于和
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内容匹配和研究分析便利，可以将

社会子系统中的文化要素和关系剥离，构建独立的文

化子系统。复合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自组织系统[12]。社
会、经济、自然和文化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独

立，既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约，这种非线性关系构成了

一个耗散结构，同时，复合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

可以利用外界引入负熵，充分发挥系统内部以及系统

和外部环境的协同作用，可以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

持续发展。

乡村具有明显的复合生态系统特征，由农村社会

子系统、农村经济子系统、农村环境子系统和农村文

化子系统构成“农村社会-农村经济-农村环境-农村
文化”乡村复合生态系统。其中，农村社会子系统相对

复杂、要素众多，可从不同角度对它作出不同描述，为

研究方便，可以对该系统进行简化，将农村生活方式

当作农村社会子系统，这种描述也符合国家提出的促

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方式转变的思路，便于美丽乡

村建设模式研究和设计。农村经济子系统主要用于描

述农村产业结构和模式，包括农业、村办企业以及商

业，可以拆分为农业产业和工商业等小系统，本文主

要考虑农业生产子系统。农村环境子系统包括乡村属

地范围内的能源、资源和环境基本条件，既有生物质

资源，又有自然环境要素。农民文化素养、人文精神、

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要素组成

的农村社交圈和活动圈构成农村文化子系统。因此，

乡村复合生态系统可以简化描述为“农村生活-农业
生产-农村环境-农村文化”四位一体的复合生态系
统。四个子系统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其中，农村

生活和农业生产子系统占主导地位，它们影响着农村

环境，也创造了农村特有的乡土文化。总体来说，农村

环境是乡村发展的前提条件，农业生产是农村生活发

展的基础，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又能对农业生产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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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农村文化是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表现，同时

也可以维系和促进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农村环境

的改善。

乡村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主要用于美丽乡村建设

模式的规划和设计。一个稳健的、可持续发展的乡村

发展模式，必须要突出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节性，

而这两个特性恰恰复合乡村复合生态系统的复杂自

组织性，可以通过增加系统的复杂性、合理利用系统

的开放性，以及提高系统的协同性来实现（图 1）。

首先，适度增加系统的复杂性，合理设计农业生

产、农村生活、农村环境和农村文化结构。乡村复合生

态系统的复杂性，是指系统内部结构单元和耦合关系

复杂，以及系统内部及外部之间的物质流、能量流和

信息流交互的复杂。一般认为，生态系统复杂性和稳

定性呈正相关，一定程度的系统复杂性可以提高系统

的稳定性。例如农业种植制度过于单一导致乡村经济

抵御风险能力较弱，农村生物多样性减少导致农业病

虫害增加等，而适度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乡村生态

系统复杂度，可以消纳和促进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

避免农业污染导致生态系统退化，从而促进了系统的

稳定性提高。

其次，合理利用系统的开放性，有效利用外部资

源。乡村复合生态系统是一个耗散结构系统，根据耗

散结构理论，一个孤立系统是个熵增的过程，系统不

断从有序走向无序，混乱度增加[19]。正是因为乡村复
合生态系统的开发性使其不断与外界进行着物质、能

量和信息等熵交换，外界引入的负熵多，可以抵消系

统内部熵增加，维持系统有序，而如果外界引入的正

熵多，会加速系统向无序转化。因此，要合理利用外部

环境提供的各种有利资源，包括资源、资金和政策输

入等，同时要防范外部不利要素对乡村发展的影响，

促进乡村健康发展。例如外界引入资金和技术，提高

乡村发展速度；防范城市“三废”进入乡村，减少乡村

承受的环境压力。当然，这种“借力”过程要适度而不

能盲目，避免外界过度支持而导致资源浪费和弱化乡

村自我发展能力，要充分发挥乡村复合生态系统内部

的协同性，增加系统内部消化能力。

再次，充分发挥系统的协同性，建立农村发展协

调机制。主要是建立乡村和外界环境的协同机制，乡

村内部生产、生活、环境和文化子系统之间，以及子系

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同机制，减少消极效应，提升

相互之间的适应程度。这种协同机制可以是管理机制

也可以是技术措施，目的是实现系统内部合理衔接，

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通畅，提高系统内部资源的利

用效率，将问题消化在系统内部，从而提高乡村的抗

风险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同时避免乡村复合生态系

统对外界环境的影响。

乡村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主要用于美丽乡村建设

的规划和框架设计，根据外界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

农村实际情况合理规划设计乡村经济、社会、环境和

文化的结构与布局，增加美丽乡村建设内容的适应

性、系统性，以及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融合度。

2.2 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多功能性理论
2.2.1 农业的多功能性

农业多功能性是指农业具有经济、生态、社会和

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20]。农业的经济功能，是指可以
提供农产品供给，也能提供工业原材料，是农业的基

本性功能；生态功能是指农业可以保护和改善农村环

境，保持生物多样性，防范自然灾害，维护第二、三产

业的正常运行并分解消化其排放产物的外部负效应；

社会功能是指提供就业和社会保障，维护社会稳定；

文化功能是指提供休闲、审美和教育服务，培育、保护

和传承农村文化多样性等。可以看出，农业多功能性

对乡村复合生态系统的每个子系统均有支持作用，充

分发挥农业多功能性，可以促进乡村复合生态系统的

稳定和提质。

提升农业的多功能性，重点在于拓展农业生产模

式和完善生产条件。拓展农业生产模式主要体现在：

采取先进生产技术，发展农业多样化经营，延伸农业

产业链，构建循环农业和生产农业模式，实行多功能

农业种养殖，减少农业生产污染排放，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和农业产出效率。完善生产条件主要体现在：改

造农田基本设施，开展农田功能性景观建设，实行农

业机械化和农业自动化耕作，开展耕地污染减排与修

复。例如田间沟渠设施既能排涝，又能消减面源污染，

田间篱埂可以增加田间生物多样性，又能生物防虫，

同时具备景观功能等。

图 1 乡村复合生态系统模型
Figure 1 Rural complex ecosystem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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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农村生活的多功能性

笔者认为，农村生活模式同样具备多功能性，对

乡村复合生态系统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子系统

均有提质增效作用。农民是乡村复合生态系统的主导

者，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可以促

进农民主动接受和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实现农业生产

提质增效，具备经济功能；良好的自然环境也是高质

量农村生活的基本保证，对高质量生活水平的追求促

使农民注重农村环境保护，主动维护和改善生活环

境，具有环境功能；安定的社会环境，稳定的就业机会

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生活水平的基本保障，

具备社会功能；“仓廪实而知礼节”，富足的生活促使

农民对教育、休闲和文化有更高的追求，使农民主动

摒弃陈规陋习，催生农村健康文化的发展，具备文化

功能。

提升农村生活的多功能性，重点在于生活方式转

变和生活条件改善。生活方式转变体现在：移风易俗，

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生活

污染排放，建立乡村生活环境管理机制，实现乡村生

活环境的自我维护和自主管理。改善生活条件在于：

开展景观改造、住房改造、公共设施完善等。

2.2.3 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方式的协同耦合
在促进物质流循环和资源高效利用方面，农业生

产多功能性和农村生活多功能性相互依存，二者具备

相互驱动能力，也能相互消纳剩余产物，同时还能形

成彼此的污染压力（图 2）。

（1）驱动作用：农业生产发展可以促进农村生活
方式优化，农民生活水平和素质的提高也能促进农业

生产发展。

（2）消纳作用：农村生活可以消纳农业生产废弃
物，例如，秸秆燃料化、农田残膜材料化等；农业生产

同样可以消纳农村生活废弃物，例如生活污水回用农

田，生活垃圾堆肥后用作地力提升，沼液沼渣回用农

田等。

（3）污染作用：如果缺乏相互消纳机制，或者污染
物产生超过了彼此之间的消纳能力，就可能造成相互

污染。

农业和农村多功能性理论主要用于美丽乡村建

设技术和模式的组装阶段，充分发挥农业生产和农村

生活的多功能性和协同作用，合理选择、组装不同的

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可以促进乡村经济、社会、环境

和文化的同步提升，保证乡村内部价值流和物质流通

畅且效益最优，使美丽乡村建设内容结构严密、紧凑

精炼，综合效益最大化。

2.3 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的乡村可持续发展评
价理论

乡村复合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具有生命力的

系统，系统在外来和内在的压力驱动下，导致系统演

化和发展到一定状态，同时系统可以通过调节彼此之

间的协同作用，减少外部环境影响，修正系统内部结

构和行为来对压力进行适应，从而实现系统的稳定和

可持续发展（图 3）。

2.3.1 系统压力
系统承受的压力包括外部压力和内部压力。外部

压力是影响乡村复合系统演化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

素，主要包括外部环境对乡村复合生态系统的资源输

入和汲取。这些外来压力如果是对乡村复合生态系统

有益补充的负熵，则为正压力，如果是导致乡村耗散

度扩大、发展压力加大的正熵，则为负压力。内部压力

主要是指乡村复合生态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的预定

发展目标、以及内部资源和能源的需求和消耗。如果

预设发展目标过高，或内部资源和能源消耗过大，超

图 3 基于压力-状态-响应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
Figure 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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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系统自身和外部供给能力，将会导致系统衰退甚

至崩溃。各部分压力要素包括：

外部压力：外部的资源、能源和信息对农村的补

给，以及对农村资金、政策和市场支持等，均属于外部

正压力，促进乡村复合生态系统往良性发展；而城乡

剪刀差、农村劳动力流失、农村资源外移、农村资金的

流失，以及外部工业污染进入农村等，均属于外部负

压力，导致乡村复合生态系统衰退。

内部压力：包括农村生产需求压力、生活需求压

力、环境需求压力和农村污染物排放压力 3方面。生
产需求压力是指农村第一、二、三产业的预设发展目

标，以及对原材料、能源及水土资源的需求；生活需求

压力是指农村生活物质需求，包括住房、饮食、出行等

资源能源等消耗及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等，同时还有农

民生活的精神需求，包括农民社会保障、文化、卫生、

教育、体育等方面的需求，农村社会管理需求，主要包

括农村公共管理体系；环境需求压力包括景观需求、

环境养护需求和环境修复需求等；农村污染物排放压

力包括村办工业排放的“三废”等工业污染物，农业生

产排放的秸秆、田间污水等农业污染物，农村生活污

水、垃圾等生活污染物等。

2.3.2 系统状况
系统状况主要是指系统内经济、社会、环境和文

化各子系统的结构、性能和运行情况等。例如乡村经

济的构成和产出效率、农民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乡

村环境质量状况和环境容量、乡村文化组成和运行模

式等。

2.3.3 系统响应
系统响应主要反映了乡村复合生态系统自我调

节能力，包括各个子系统的减压和提质措施等，可以

是技术措施也可以是政策和管理手段。例如资源节约

与高效利用、再生、循环利用等方面的能力和措施；污

染物减量、环境自净能力和措施；居民自我满足和调

节能力和措施；文化的自我改良措施等。很明显，系统

响应是对上文乡村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中提到的协同

机制的一种修正措施，可以促进系统不断调整自身策

略，应对外界压力的变化和内部功能的进化，保证系

统的健康。

很明显，压力-状态-响应理论主要用于美丽乡
村建设模式的评价。该评价理论便于数据获取和量

化，可操作性强。可以根据乡村复合生态系统的现状、

结构和发展目标进行监测，评估美丽乡村建设模式是

否适应外部环境和内在发展需求。该理论中最关键的

环境是对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的评估，可以根据压力

状况对美丽乡村建设技术进行合理组织和优化，有针

对性地提出乡村建设模式的修正方案。

3 美丽乡村建设模式的设计思路和方法

我国农村情况复杂、地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要

求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要有理论引导、规划指导，遵循

农村发展的差异性和阶段性。设计美丽乡村建设模式

要符合农村发展规律，有预设的目标、明确的思路和

科学的方法。

3.1 美丽乡村建设的基本思路
3.1.1 因地制宜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模式设计

在进行美丽乡村建设规划、方案设计，以及后期

监测评估的过程中，都要以当地资源禀赋和经济条件

等实际情况为基础。一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结构布局要

满足外界环境和社会支持能力，不能造成和周边环境

和社会脱节，例如，远离城市盲目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周边缺乏产业链支持盲目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业等；二

是关键技术环节的选择与组装要符合农村现有的资

源条件、已有的产业习惯、农民生活习惯和当地的习

俗要求，不能盲目拷贝和复制已有的模式和经验，避

免“千村一面”现象，例如，村村办企业、户户上沼气、

一窝蜂搞“徽派建筑”等。三是后期运行管理要符合农

村现有经济能力和管理水平，要量力而行，不能超出

农村经济实力和管理能力，例如，盲目上马运行成本

昂贵的乡村美化工程和污染防治工程，结果没钱运

行，无人管理，“建成即废弃”，造成巨大浪费。

3.1.2 以系统论的观点指导美丽乡村建设模式设计
乡村本来就是个复合生态系统，如果只考虑某个

生态位、某个子系统，结果必然导致系统失衡。因此必

须在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上针对整个乡村复合生态

系统的要素和行为进行综合规划，先要设计一个完整

的系统构建，然后再以物质流的概念丰富、理顺内部

结构，每个工程、工艺和技术都是整体系统的一部分，

而且要衔接得当、紧凑。同时要“硬件”建设和“软件”

建设并重，美丽乡村既包括村容村貌整洁之美、基础

设施完备之美、公共服务便利之美、生产发展生活宽

裕之美，也包括管理创新之美。美丽乡村建设不仅仅

是基础设施改造，更重要的是创建一个和谐的乡村自

主经营、自主管理和自主发展的运行机制。

3.1.3“政府-科研-企业-农民”四位一体开展美丽乡
村建设

国家提出生态文明战略之后，政府开始主导美丽

郑向群，等：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理论框架与模式设计

111— —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第 32卷·第 2期

图 4 美丽乡村建设模式设计方法
Figure 4 Design method for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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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忽略了科技、市场和农民的参与功能，结果

主导变成包办，政府即是管理主体，又是投入主体，还

是实施主体，导致美丽乡村建设效率低下、缺乏后劲。

在设计美丽乡村建设模式的时候，要让政府从中脱

身，将政府定位在引导、协调、规范和提供各种服务

上；要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建

设内容必须符合农民要求，运行管理必须以农民为依

托，建成之后农民必须受益；要给科技人员提供空间，

引入成本低、效率高、管理方便的工艺和技术进行支

撑；要给市场提供空间，体现民间资本和市场价值，将

实施主体让位于企业。简言之，政府制定规划和建立

机制，科技人员提供技术咨询和服务，企业负责实施

和推广，农民自主管理和受益，最终形成“政府引导、

科技支撑、市场运作、农民受益”的美丽乡村建设新

格局。

3.2 美丽乡村建设模式设计方法
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基本依靠经验主义开展美

丽乡村建设，基本停留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和“涂

脂抹粉”层面，重建设轻规划，重表象缺内涵，建设内

容离散度高，缺乏系统性，无法进行建设模式的归纳

和总结。各项工程的实际运行效能低下且无法相互配

合，乡村内部物质流不通畅，无法可持续发展。笔者在

上述美丽乡村建设基础理论支持下，试图从建设内容

的规划设计、技术选择、优化组装和综合评估等方面

建立一条严格的技术路线（图 4），为我国美丽乡村建
设模式的设计提供思路。

3.2.1 规划层面：建设模式的总体规划和布局设计
（1）基本情况调研。包括乡村周边环境调研、乡村

基本情况调研和农民愿景调研 3部分。淤乡村周边环
境调研。一是摸清自然地理情况、资源分布等周边自

然环境和资源状况，目的是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和周边

环境的融合度，避免突兀和过于“独树一帜”；二是摸

清周边市场分布、资源供给和需求、交通和通讯能力、

社会资金流向等社会需求能力和情况，目的是为乡村

外向型经济和社会发展寻找外界物质流接口；三是摸

清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政府支持途径和资源、

政府投资能力和导向等政府需求状况，目的是为美丽

乡村建设寻求外界项目、资金和政策支持；四是摸清

周边过剩产业、污染企业对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产生的

压力和风险，目的是在设计美丽乡村建设模式时合理

规避或采取风险隔离措施。于乡村基本情况调研。一
是摸清乡村经济主导产业；二是摸清乡村农民生活习

惯和管理模式；三是摸清乡村属地范围内的环境要素

和资源条件；四是摸清农民文教情况和民风民俗，目

的是为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 4个子系统提供
基础材料。盂农民愿景调研。一是摸清农民现有生活
质量和满意度；二是摸清农民个人和家庭发展的期望

和愿景；三是摸清农民对乡村建设和发展的期望和愿

景，目的是体现农民为主体，明确美丽乡村建设的需

求和目标。

（2）明确美丽乡村建设目标和方向。依照调研结
果，以农民愿景为主体，充分考虑当地社会和经济可

经济 社会 环境 文化

评价层面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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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的条件和发展阶段，遵循地方社会、经济和环

境发展总体规划，提出建设美丽乡村的具体目标，明

确美丽乡村可持续发展方向。

（3）美丽乡村复合生态系统设计。依照乡村基本
情况调研结果，初步划分乡村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

子系统，根据当地乡村主导产业、农民从业和生活习

惯、公共基础设施、管理模式和风俗，初步确定每个子

系统的结构框架和布局；依据周边环境调研结果，对

子系统框架和布局进行修正，具体包括：提升和周边

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协调性，规避周边产业压力和环境

风险，充分有效利用外界可能提供的市场、资金和政

策支持等。

3.2.2 方案层面：子系统的结构设计和关键技术选择
美丽乡村建设模式的设计，关键在于每个子系统

的建设内容要选择得当，结构要合理，功能要突出并

能相互衔接，目的是让整个乡村建设内容形成一个高

效的有机整体。本文基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多功能

性理论，进行关键技术、工艺和设施的选择及组织，构

建以农业为主打产业的美丽乡村建设系统设计方法

（表 1）。

3.2.2.1 农业生产子系统提质
经济发展是美丽乡村的基石，农业生产子系统提

质是建设美丽乡村的重中之重。农业生产提质主要是

为了提升生产力，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更充裕的资源

和资金保障，同时拓展农业对农村、环境和文化等子

系统的服务功能。主要包括提升生产方式、改善生产

条件和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采用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综合考虑技术成

本、劳动强度和产出效益，因地制宜选用适配度高的

技术和工艺对原有农业生产方式进行改造，发展农业

多样化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实现物质循环和高效

利用，实行农业清洁生产，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保证农

产品质量安全。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引进或改造农业基本设

备和设施，改善农民生产环境和条件，提升农业生产

效率，为农业产业升级创造条件。

———农业污染减量化和就地回用：采用农业投入

品减量和增效技术，实现农业污染源头控制；采用农

业污染物拦截和净化技术，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产生；

推行秸秆覆盖免耕、尾菜就地堆肥还田等农业废弃物

资源化再利用技术，实现农业废弃物就地循环再利

用，实现农业污染减量化。

3.2.2.2 农村生活子系统提质
农村生活提质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但是在进

行美丽乡村建设模式设计时，不能孤立地进行建设，

需要和其他几个子系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主要包

括提升农村生活方式、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减少农村

生活污染等。

———采用先进生活方式：教育和约定良好的生活

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摒弃陈规陋习，提倡资源节

约与回收利用，建立村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机制；挖

掘民风民俗，建立良好民俗宣传和传承机制等。

———改善农村生活条件：美化村庄环境，完善农

民居住条件和公共设施，创造清洁生活环境。

———生活污染减量化和就地回用：充分利用现有

条件，建立村级或户级生活污水减量化和净化工程，

建立村级或户级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资源化工程，减

少生活废弃物产生；发展庭院种植和养殖等技术，实

施户级和村级生态农业技术，就地消纳生活废弃物。

3.2.2.3 生产和生活子系统协同耦合
这个过程的基本思路是利用物质流原理实现农

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无缝衔接，促进资源高效循环，建

立清洁生产和清洁生活同步发展技术模式。具体方法

是农村生活废弃物回用农业，同时农业生产的废弃物

也回用到农村生活过程。

———农村生活废弃物回用农业：生活污水处理到

灌溉水标准后回用农田，生活垃圾堆肥后作为有机肥

施用，农村沼液沼渣回用农田等。

———农业生产废弃物回用农村：目前可用的技术

表 1 美丽乡村建设关键技术、工艺和设施
Table 1 Key technologies, processes and facilities

for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项目 农业生产 农村生活

采用先进技术 先进技术：种子、种养、灌溉
先进工艺：循环农业、生态农业

村民公约
村民自律
物业化管理
文化宣教
民风民俗

改善基础设施 农田景观设施
污染阻控与修复工程
农田排灌设施
农业机械化

改厨改厕改圈
景观改造
沼气工程

水电路气房等
公共设施建设

污染减量化 节肥节药
农田尾水净化
秸秆覆盖免耕
秸秆基质化
尾菜堆肥

种养一体化技术

排灌分离
生活污水减量化和净化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

资源化
宅基地复垦和修复
庭院经济

协同耦合 秸秆燃料化
秸秆原料化
地膜材料化

生活污水回用农田
垃圾堆肥回用农田
沼液沼渣回用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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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在秸秆回用和地膜回收方面，如秸秆作为固化成

型燃料用于农村取暖或做饭、秸秆作为原材料用于编

织农村特色器具，以及废旧地膜回收造粒或用作原材

料等。

可以看出，选用能够发挥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多

功能性的技术和工艺，以物质流和价值流为主线，根

据生产、生活、环境和文化子系统结构框架要求进行

嵌入、组装，即可完成美丽乡村建设内容的设计。

3.2.3 评价层面：模式的效能评估与修正
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的可持续发展评价理

论，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表 2）。针对规划设计的美丽
乡村建设模式，综合分析外界环境提供的正压力、负

压力的强度和影响，在压力驱动下美丽乡村可能存在

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状态，以及各种管理措施是

否有效。根据评估的结果，给出应对措施，提出建设模

式修正意见。

4 结束语

美丽乡村建设是乡村发展的“增速器”，是新农村

建设的“升级版”，最终目标是建成美丽乡村。我国处

于城乡发展转型期，加快农村发展、建设美丽乡村是

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农村民生、实现农村生态文明的

重大战略。

（1）美丽乡村建设急需理论创新。乡村复合生态
系统理论为美丽乡村建设结构框架设计和布局提供

了依据，保证了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的总体协调

性；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多功能性理论为建设内容的

优化奠定了基础，使关键技术、工艺和设施的选择与

优化有据可循，增强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合理性和科学

性；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的乡村可持续发展评价
理论为美丽乡村建设模式的优化提供了评判标准。

（2）美丽乡村建设要突出农业的地位和特色。要
以农业为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不能简单地将美丽乡

村建设当作城镇化建设，农村不能“去农业化”；不能

将农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人为

割裂，二者可以相互促进，相互补充。

（3）美丽乡村建设要突出农民主体地位，注重实
效。首先，政府只是引导作用，关键在于农民是否接受

和受益，要转变思路，以农民为主体，整合科研、企业

和农民力量共同建设美丽乡村；其次，不是做表面文

章，也不是大拆大建，是基于农村现有基础上进行改

造和提质增效，更重要的是管理和维护，保证建成后

的乡村具有自我发展能力。

（4）美丽乡村建设是个系统工程，要科学设计、合
理实施。要整合现有资源，围绕着改善农村生产生活

环境、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培育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

开展系统设计；要规划先行、系统整合，创新管理机

制，提高乡村自我发展的可持续性。农业发展新形势

下，美丽乡村该怎么建，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另

外，农业规模化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趋势，家庭农场、

种植大户、生产基地和企业逐渐将成为我国农业经营

主体，职业农民逐步成为农业生产主流，农业和农村

将逐渐体现出企业化特点，在这种局面下，美丽乡村

建设模式及设计方法需要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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