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1), 576-581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1079     

文章引用: 熊禹淇.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1): 576-581.  
DOI: 10.12677/ass.2024.131079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

路径研究 

熊禹淇 

西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13日；录用日期：2024年1月19日；发布日期：2024年1月29日 

 
 

 
摘  要 

在治理观念全面创新的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变革带来新的现实需求，原来乡村治理模式需要重构变革，

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加要求推进治理体系和能力进一步现代化，提高治理能力。乡镇党委政府作为科层体

系的最末端，同时也是向下沉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一环，乡村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也带来了新的伦理

困境，由于凭借乡贤自身资源优势的下沉，以及在获得村民认同的基础上嵌入既有的治理结构，也是应

对现阶段乡村治理现实困境的一种纾解策略。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在乡村地区

结合历史经验以及新时代乡村治理新需求的治理方式的创新，从而形成独特的治理资源。本文基于以上

分析，通过乡村振兴视域下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以及重构乡贤文化传播新乡贤文化推进乡村善治建

设治理现实的意义以及内生逻辑的分析，为新乡村参与乡村治理最终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伟大蓝图提供理

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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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of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in governance concepts, social reform 
brings new realistic demands. The original rural governance model needs to be reconstructed and 
reformed. In this background, it is more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further modernization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and improve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Township party committee 
government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end of the hierarchical system, is also down into the key to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rural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also brought new ethical di-
lemma, because following villager own resource advantage of sinking,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vil-
lagers identity embedded existing governance structure, is also cope with the current rural go-
vernance reality of a kind of relief strategy. The participation of new rural talents in rural gover-
nance is a unique governance resource formed in the context of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d 
the innovation of combin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the new needs of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analysis of the new require-
ments of rural governance capacity modernizat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new village culture to 
promote reality and the analysis of rural good governance,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new countryside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governance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great bluepri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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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以及文献梳理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有效的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

础，与此同时，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振兴。本文旨在探索新乡贤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以实现乡村振

兴的途径。“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治理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乡绅治理有文化价值的重构，但本质上区

别于乡绅治理。在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城乡关系的深刻变革和农业农村发展现代化建设方面做出了重要部

署的情况下，乡村振兴迫切需要大量的人才，本文从乡贤治理这一角度为切入点，提出破解乡村治理难

题、论述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规划方案。 

2. 文献梳理 

国内学者对新乡贤研究广泛，包括地方具体的实践研究、新乡贤人才下乡相关的内涵界定以及新乡

贤中人才类型划分研究，第一类地方实践研究，钱再见(2019)考察研究了江苏省人才流入机制，提供了优

秀的新乡贤人才政策扶持机制经验借鉴[1]，第二类是对新乡贤人才下乡内涵界定的研究，付翠莲(2019)
通过对新乡县文献的回顾，梳理了新时代新乡贤的内涵，认为新乡贤的内涵应该更加宽泛，不仅包括扎

根于乡土社会文化，对乡村公共事务有所贡献的人，还包括各行各业在乡土文化中培育出来反哺乡土的

人[2]。第三类是关于新乡贤的类型划分研究，李利宏、杨素珍(2016)将新乡贤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

类，包括乡镇优秀领导干部及职工，以及体制外的致富带头人企业家，社会团体，村干部等等，形成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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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自治、德治、法治的有机统一，因此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将会继续分析目前地方现代化

进程中乡贤参与的创新做法以及它们现阶段在具体地方实践的局限性，为下一步的优化提供建议[3]。 

3.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贤治理的现实价值 

3.1. 实现农村基层治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治理现代化中的新乡贤涉及各行各业的精英，不仅包括体制内的能人，即乡镇优秀领导干部及职工，

还有从体制外选拔的致富带头人、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家、社会团体等等，在技术、文化、经济、道德

模范各个维度为乡村治理现代化贡献力量，是一支具有自身特色的治理资源的庞大队伍群体，要想最大

程度地利用这一管理资源，并在乡村基层管理中找到最大的“公约数”，首先要保证“新乡贤”不是“空

头支票”，简而言之即吸引和留住他们。只要“新乡贤”能吸引进来，留住人才，“新乡贤”就能带动

乡村从空向实的转化。其次乡贤参与治理打破了传统基层行政碎片化的现状，不局限于单个行政村，还

根据实际情况，有利于推动以片区成为单位成立组织参与治理。 

3.2. 推动村自组织自治 

现阶段，许多乡村地区相继成立乡贤参事会，在农村民主法治观念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好

“乡贤参事会”这一基层自治的重要平台，可以更好地发挥乡村精英引入先进文化的作用，推动农村社

会经济发展，解决社会纠纷，推动村民自治。一方面它有利于增强多元参与、协商共治的能力，另一方

面乡贤参事会也是乡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它的宗旨是提供决策咨询，民情反馈，监督评议，开

展帮扶互助服务。他们主要借助在亲缘、人缘、地缘等方面的影响，将智囊团的咨询与协作治理的功能

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对民意和基层的真实状况进行实时的了解的同时，也能在扶贫、维护公序良俗、处

理集体纠纷等领域中，为实现社会的和谐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在如今乡村地区面临着多重道德文化的

冲击例如西方文化、市场经济以及本土的传统道德，多重文化的影响使得乡村地区难以形成统一标准的

道德领袖和权威，恰恰由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基础雄厚，随经过历史变迁而逐渐“离场”，但从传统

汲取有益养分，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乡贤文化嵌入与党和国家及人民的共同期望而相吻合。 

3.3. 推动乡镇社会经济发展 

一方面，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上乡贤本身拥有的社会资源，企业或者工厂，为村民提供较多的就业

机会，这不仅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留守人口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国

传统乡绅治理与中国的善治文化密不可分，由族长、亲邻组成的乡贤群体，在农村和谐社会发展中调处

息争，发挥重要的民间调解以及修复作用。例如乡贤组织并主持社会公益，就公益事业而言，“新乡贤”

作为与广大村民有着共同的利益联系的群体，在面临农村公共建设不足时，他们自愿并具备一定的能力

共同推进农村的公共建设，从我国传统社会以来，乡贤一直承担着中央政府命令下达以及民间愿望上达

之间的联结者的作用，总的来数，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乡贤治村是合乎现实乡村治理需要同时巩

固乡村治理内生基础的治理新资源，不仅是传统中华文化的符号代表还是夯实现阶段我国乡村地区经济

发展基础、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策略之一。 

4. 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认知偏差与现实困境 

乡贤群体作为我国传统乡村治理的重要角色，在新时代继续探索其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主

体地位具有重要价值，其中，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制度和权力无法下沉到乡一级，所以农村的规矩是建立

在乡绅以儒家伦常为基础之上的，当被大众所认同的乡约形成以后，又会约束着所有的村民，包括乡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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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这是我国传统社会中孕育和保留下来的，相对自主的基层治理的政治文化，乡绅治村这个概念从

本质上来理解实际上代表一种“人治”的治理思维，与现代化治理中要求的法治为基础，德法并治的治

理模式有所偏差，厘清现代新乡贤与传统乡贤的关系是是正确发挥其正面效应的根本条件[4]。 

4.1. 乡绅治理逻辑与共治、自治的偏差 

在许多地区在征集广泛民众同意后成立的乡贤参事会，它是一个有协调能力的中坚治理群体，位于

村两委，即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的班子与村民之间。而现代治理的基本与基础在于法治，

即对农村社会进行制度化管理，这就需要我们在国家层面高度重视以及主流媒体广泛宣传的同时，正确

认识“新乡贤”，它从本质上与传统的乡绅治理中强调治理者个人能力的缺乏制度规范与监管的“人治”

的体制有着很大的区别。而我们所追求的“共治”和“自治”，更多的是要让普通村民和基层政权一起

参与到农村治理中来，而不是让单一的由“新乡贤”和基层政府“共治”。从理论上讲，“精英群体应

该成为基层治理的一支生力军，助力乡村地区的现代化进程[5]。 
在现阶段片面强调“新乡贤治村”则会重新回到传统的乡绅治理逻辑当中去，乡绅个体，或者说是

一个乡绅团体，他们只是凭借着自己的权力、乡规和契约，来代替法律与制度的规范角色。随之而来在

具体实践中就会出现例如假公济私、滥用职权等等能者治村这种治理模式下常常出现的过分强调人治而

忽略法治重要性的弊端出现，从而扰乱乡村治理秩序。 

4.2. 新乡贤治村不是“能人治村” 

所谓有能者的意思是不管他曾经有过权势，有过财富，有过学识，但是如果他的品行和口碑都很差，

那么他就无法形成一种让人“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正能量，所以他无法与“乡贤”的称号相配。许

多学者、传媒谈起“乡贤治村”，总有一种“乡贤治村，唯乡贤”的错觉，“乡贤治村”或这样的说法，

归根结底仍是一种人治的模式，能人治村模式在实践中也显现出了它的缺陷与缺陷，因为“能人治村”

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人”的判断，所以，当决策失误时，必然会给村落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

响。从我国历代国家治理的曲折，以及改革开放后“能人治村”的失败的经验来看，无不昭示着不能将

治理的期望寄托于少数人。再加上在古代，“贤士”就是人们推崇的德才兼备的人，而在历史的演进中，

“乡贤”的内涵也逐步演化为生活在农村的有德行的人。将新乡贤置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还

要厘清“新乡贤”的定义，唯有“德才兼备”的“新乡贤”，才能肩负起乡村治理的重任，让村民真正

地对其产生信任与追随[6]。 

4.3.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内生动力不足 

乡镇人才流失，新乡贤无法持续性的为乡村发展建设发光发热。现阶段村两委承担基层政府治理的

主要公共事务，但由于人数较少，工作量繁琐庞杂，再加上村民小组力量相对单薄和分散，农村中有大

量的骨干农民，他们是农村治理领域中的骨干，但是，仅有少数几个参与意愿高，参与能力强的积极“治

理型”的村民能够对乡村治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如何利用新乡贤文化资源的重构，促进乡村地区经

济发展、矛盾调节、基层自治从而真正盘活乡村地区原有资产是个值得研究的焦点。 

4.4.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信任缺失 

当前我国农村治理中还普遍存在的一些“病症”，如农村矛盾频发、各类冲突频频发生等，其根本

原因是农村“官”“民”之间缺乏信任。新乡贤在农村社会中将会扮演着“政府代表”和“村民代表”

的双重角色。在身份和信息不对称导致信任基础较弱的情况下，这一双重身份将使新乡贤的政府代表身

份对农村居民的代理地位产生挤压效果，加剧乡村治理中的信任危机，即便是“老乡”的身份，新乡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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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难以在短期内突破这一由人类本能决定的信任藩篱。在乡村治理中，政府与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以及村

民之间在具有良好信任基础上才能进行广泛的合作与协作，实现对农村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保证农村

公共利益，推动农村发展。农村基层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有赖于基层政府、“两委”、村民等多方力

量的配合，而信任的缺失阻碍了各成员间的合作，从而阻碍了农村公共利益的最终实现。 

5. 促进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持续性发展路径的思考 

5.1. 激发内生动力，促进乡贤长期持续地为乡村社会的发展 

与其对新乡贤进行“培育”，不如让社会尽可能地为“新乡贤”团体创造更好发挥作用的环境。只

有不断地为新乡贤创造出为乡村贡献的土壤和条件，乡村的善政才能更快地实现。必须建立农村治理共

生体系，要想实现乡村善治的长远效应以及长期效果得以发挥，就要从乡村内部入手，制订一个合理的

回流政策制度。除了通过给予人才补贴、减免税收等政策优惠方式来吸引乡贤回流之外，还可以根据不

同乡村地区的产业结构、乡贤构成等现实状况的差异性作为乡村治理重要的治理要素之一的非正式制度

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在社会治理中所面临的压力，它通过明确社会成员间的利益联系，促进

公民内部问题的解决，是农村社会治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健全乡村非正式制度文化，因此，我们必须

在认识和排除其负面效应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吸收和转化家族文化。另一方面，它是一种对村民的行

为进行规范和规范的制度，它包含着当地道德的契约性、自律性，得到了村民们的高度认同，在农村治

理中具有独特的权威[7]。 

5.2. 重视各方监督，以法治为基础展开各项实践活动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既要用现代法治思想来规范村民的活动，保证村级事务的正常运转。同时，还

必须要对农村传统的人文价值观和教化系统进行重新塑造，通过加强道德的自我约束，把重点放在修身

和自我约束上，充分发挥传统礼治秩序的功能，在只有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统一为实现新时代乡村

治理体系的变革和重构提供了可实现的实践框架。建立以法治为保障，夯实现代乡村治理基础首先需要

加强基层干部与村民的法律意识，宣扬法律下乡的优秀经验，避免过去因基层干部对法律知识的匮乏，

“拍脑袋”做决定，因此，很难形成一种用法制思想、法制方式来推进农村治理的观念和行之有效的机

制；以及由于村民法律意识薄弱，使得他们的权利和义务都发生了畸形发展，无法具备通过法律途径来

保护自己的权益的能力。其次，除了强化法律宣传外，还应强化基层组织建设，使其权力运行规范化。

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对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界定，对其权力运作的不透明度进行规范，并构

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约束机制，保证村民对其知情权的行使，从而使干群之间的矛盾得到有效地缓和；

在对乡贤群体的监督方面，在保障新乡贤内部权力的良性发展的同时，还应对其错位和越位的行为进行

有效的制约，并通过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管体制和工作运作机制，避免过分的自由裁量权。按照相关的法

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对村级自治组织应当办理的事项进行汇总和审查，是规范乡村权力运作、从人治

走向法治的重要措施。 

5.3. 在乡村振兴中赋予乡贤新的时代内涵 

虽然在历史和政治舞台上，中国的乡贤文化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但这些文化烙印已经深入

到了中华的血液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重新构建了一种灵活的管理资源，现

在，它将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再次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并且得到了政府高层的高度关注。当代的新

乡贤群体它所承载的现代精英文化与传统的乡绅文化也是不同的，一方面，我们要主动传承传统乡贤文

化中崇德向善的精髓，将村规民约、优秀家风家训、公德道义、家国情怀等有效因素纳入其中，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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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要将现代政治文明中的民主自由理念与之相结合，更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特殊的政治要素

融入其中。其外，在对待当前一些乡村“重法轻德”的现状，国家还需要建立一种既提倡“法治”又提

倡“德治”精神感召的现代化农村治理观念，并通过文化风俗习惯实现“以文治理”。最终实现“人、

德、法”三治合一，以“政治–文化–资本”的嵌入重构农村治理模式，以实现乡村的良治，促进乡村

振兴的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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