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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中干”到“干中学”：乡村产业发展的社会学习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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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产业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以川渝地区 5 个行政村的产业发展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案

例分析方法，基于社会学习理论分析乡村产业发展在模仿阶段（学中干）与创新阶段（干中学）的主要实践路径。

研究发现：鉴于自然环境与资源禀赋的相似性，乡村产业发展主要以传统农业为基础，逐渐推进种养业的规模化、

组织化、集约化来实现前期模仿；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进行环境（土地）整治、盘活农村集体资产是乡村产

业模仿阶段的主要举措；引入社会资本、促进三产融合是乡村产业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引入新的生产要素，构

建具有地域特色的组织模式与产业发展模式，拓展价值链，是乡村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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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oing by learning” to “learning by doing”: The social learning path 

 of the r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ZOU Baolinga,b，CHEN Yudana 

(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 Rural Economy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is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en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five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Chongqing city and Sichu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based on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nd the multi-case analysis method, the main practice path of rural agri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imitation stage (doing by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stage (learning by doing) has been analyz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given the similarity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endowmen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mainly based o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gradually promotes the scale, systematization and intensification of 

planting and breeding industry to achieve early imitation. Improving the conditions of rural basic facilities, renovating the 

environment (land) and revitalizing the rural collective assets are the main measures in the imitation stage of the rural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fusing social capital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industries are the requisite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Introducing new production factors, building an organization mode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l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panding the agricultural value chain are important 

measure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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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也强调

要“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乡村产业发展是

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只有产业兴旺才能带来农村

的繁荣与农民的增收，最终才能促进农业强国的建

设。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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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意见》等政策文件的推动下，乡村产业实践探索

在全国各地展开，并走出了一些独特的发展路径，

如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1]，依托“互联网+”发展农

村电子商务产业[2]，引入农业龙头企业构建农业产

业体系等[3]。但是，大部分乡村产业尚处于初级阶

段，仍缺乏相对成熟或普适性的经验可供借鉴，导

致实践中还存在不少困境，如产业结构失衡，产业

链效益低、产品竞争力不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质

量参差不齐[4]，集体资产管理不善、股权设置不合

理、利益分配制度不完善[5]，农户的参与度、支持

度、满意度不高[6]，等等。 

如何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已有研究强调了农

业技术[7]、数字技术[8]、互联网与科技人才的重要

性[9]，也强调了农业产业链组织发展的必要性[10]。

然而在实践中，乡村产业发展面临乡村的经济基

础、资源禀赋、自然条件等方面的约束，加之农业

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的过程，导致乡

村产业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受到农业季节性、

周期性与农产品特性等影响。乡村之间存在资源基

础、要素禀赋、文化习俗等可观测或不可观测的差

异性，已有研究较少基于乡村的特殊性去分析乡村

产业发展，并且对于不同乡村的产业发展过程及其

内在机理缺乏细致的讨论。基于此，本文拟基于重

庆、四川的乡村产业发展案例，引入社会学习理论，

从社会学习过程去分析乡村产业发展在探索阶段

与发展阶段的主要实践举措，以期深化关于乡村产

业发展的认识与理解，并为其他区域的乡村产业发

展提供实践指导。 

二、理论分析框架 

乡村产业发展是以专业市场组织农民，形成有

竞争力的地方产业的过程[11]，包括乡村产业市场

化、运作企业化、形态一体化和发展规模化[12]。实

践中，乡村产业发展大多是根据区域差异因地制

宜，并没有形成一致的发展规律。特别地，在 2019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

见》指引下，农户与其他经营主体的契约式、分红

式、股份式新型合作的试验示范在一些地方逐步展

开，诠释了我国乡村改革发展的重要机制，即示范

创建。示范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摸着石头过

河”来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具体操作可以分为三

个步骤：1）寻找一个试点，据此识别制度运行过

程中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理；2）以试点提升打造

示范机制，通过示范推广引领带动社会发展；3）

评估示范的社会效益及其限度，优化示范机制，提

升其影响力[13]。典型示范自古有之，但主要是在新

中国成立后成为一种自觉的、广为接受和遵循的工

作方法和政治治理方式，主要原因在于它能提升国

家对社会的动员与控制能力、社会整合能力[14]。 

乡村产业发展中，示范效应得以发挥的重要一

环便是社会学习，它是获取间接经验的重要途径。

1952 年，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基于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的前期研究结

果，提出了社会学习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强调人类

最重要和有效的学习方式是社会学习，即通过体

会、理解和反映社会环境中的行为线索，来提升相

关行为能力的过程[15]。在社会学习理论中，人类行

为的学习除了自身的亲身体验外，很大一部分源于

对他人行为的观察，而观察学习主要包括注意、保

持、再现和动机四个具体过程[16]。具体而言，注意

过程是指观察者注意并知觉所要学习的示范者（榜

样）情景的过程；保持过程是指观察者记住从榜样

情景了解的行为，通过表象、符号媒介、言语等方

式对学习到的内容进行表征、编码以及存储，实际

上就是对榜样示范行为进行记忆；再现过程是指观

察者将有关榜样情景的记忆转化为外显的行为，也

就是观察者在实践中再现自己之前所注意到的示

范者的行为的过程；动机过程主要是指观察者因表

现所观察到的行为而受到奖励，模仿行为得到正向

反馈，观察者被鼓励强化所学的行为，增强了模仿

行为的可持续性[17]。 

于乡村产业发展而言，社会学习在其中发挥的

具体作用如下：1）“注意过程”表现为观察者注

意到所要学习的对象——乡村产业发展“试点”的

过程，也是寻找试点的过程。这里的“试点”不仅

包括政府部门所确立的农村改革试验区、乡村振兴

示范区、乡村振兴“百千万”示范工程、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村镇、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等典

型，还包括更具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等建设案例。这些典型示范区的创建在各类

媒体的宣传报道、政府工作人员的实地考察活动，

甚至乡邻之间的交流中都可能引起不同地区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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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者的注意。2）“保持过程”表现为观察者可能

会通过观察试点，通过文本、照片、视频等进行记

录，形成不同地区的乡村产业发展情景的记忆，包

括当地的资源禀赋怎么影响产业选择，工商资本的

进入与否，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等。3）“再现过

程”表现为观察者根据自身对其他地区乡村产业发

展经验的记忆，综合评估自己村内产业发展相关的

区位条件、要素资源等，在相似的情境下学习模仿

其他地区的乡村产业发展行动，显化为相似的产业

发展实践。4）“动机过程”即观察者对试点地区

的模仿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推动了当地乡村产

业发展，形成模仿行为的正向反馈，激励观察者强

化观察学习，再现行为。 

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于观察者的有限理

性，模仿往往成为简单而有效的方法，也是相对安

全的策略。因此，乡村产业的发展最开始是寻找“试

点”，观察“试点”以推进“学中干”模仿性地落

地，尤其是模仿资源禀赋、自然环境相似的地区的

产业政策制定、组织培育与产业规划等内容。尽管

乡村产业发展的成效会形成激励，强化观察者的效

仿行为，但是由于一方面观察者形成了多个地区乡

村产业发展的情景记忆，可能通过不同乡村发展的

经验比较，结合当地特色资源与比较优势进行产业

结构调整等来实现路径创新，或者在当地的乡村产

业发展过程中，评估示范区“本土化”实践带来的

社会效益及其限度，并总结实践经验来不断优化当

地产业发展行为，实现示范机制优化。这一过程即

“干中学”的过程。机制优化可能源于借鉴不同地

区农业发展经验的模仿性创新，也可能是观察者的

自主性创新。 

综上所述，在目前示范实践广泛运用于农村改

革的背景下，乡村产业发展可以主要视为一个“寻

找试点—示范机制—优化机制”的过程，其关键之

处是对试点示范（榜样）的社会学习，通过“学中

干”或者“干中学”，乡村产业发展得以在模仿与

创新中不断推进。具体如图 1 所示。 

 
图 1 社会学习视角下的乡村产业发展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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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样本选择与资料采集 

考虑到乡村产业发展面对的社会环境与现实

情境比较复杂，而且存在区域性差异，本研究采用

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因为案例研究具有探索性、描

述性与解释性功能，适用于复杂问题与多元情景下

的研究[18]。而且，为深入阐释乡村产业发展，本文

选取多案例进行比较分析，以观察不同乡村产业发

展过程中的行为差异，进而辨析其影响因素[19]。最

终，本文选择了重庆市潼南区太安镇罐坝村和蛇形

村、塘坝镇天印村，以及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卓筒

井镇为干屏村、隆盛镇土门垭村 5 个样本村。 

一手资料是 2020 年 7 月通过实地考察、座谈

会、访谈获得，具体包括：1）对种植基地、养殖

基地、产业园、电商中心、田园综合体等现场考察；

2）课题组与样本村庄所属行政区划的区县政府相

关工作人员、乡镇政府工作人员以及村委会负责人

开展座谈，深入访谈等。此外，课题组还收集了其

他二手资料，包括：1）政府官网与新闻媒体报道；

2）村委会提供的材料。 

（1）太安镇罐坝村。罐坝村位于太安镇西南，

面积 7.3 平方公里，辖 11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4352

人，全村耕地面积 6107.8 亩。罐坝村地处琼江环绕

的冲积平原，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村民经济

收入以蔬菜种植、水产养殖、观光旅游为主。2016

年罐坝村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荣获“全国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区”荣誉，2021 年被认定

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美丽巴蜀宜居乡村示范村。

近年来，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优势先后引进各类农

业企业 30 余家，形成蔬菜、生猪、苗木三大主导

产业，流转土地 4000 多亩，年产蔬菜 2.5 万吨，年

人均收入增加 3000 余元。 

（2）太安镇蛇形村。蛇形村位于太安镇东北，

面积 7.1 平方公里，辖 7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2816

人，全村耕地面积 5904 亩。早些年，蛇形村耕地

细碎化程度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生态质量差，

2018 年入选国家首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区域，

进行全域规划、全域设计和全域整治。2020 年入选

重庆市第二批“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实现了经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提升。近年来，蛇形村等打造

的“香水百荷”田园综合体景区，将“农事体验、

创意农业、科普教育”等元素融合在一起，已吸引

游客 15 万多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 1000万元。

引进潼南区农业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产

业化的果园投资，栽种沃柑、桃和李等果树。村民

以地入股，参与管理经营，按股分红。此外，有多

家农业企业入驻，规模化发展优质稻、小龙虾等产

业。村集体有着稳定收益，年人均净收入从 2018

年的 900 元增加至 2021 年的 3600 元。 

（3）塘坝镇天印村。天印村位于潼南区塘坝

镇东北部，面积 8.6 平方公里，总人口 4326 人，全

村耕地面积 4700 亩。天印村依山傍水、土地肥沃，

先后获评全国首批“绿色村庄”、重庆市“十大特

色乡村”、重庆市“三变”改革试点村、重庆新诗

学会创作基地，是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重要组团、

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重庆市民主法治示范

村。2018 年，天印村引进古传、印天湖 2 家现代农

业公司，集中流转土地 3000 余亩，发展以中药材

种植、水产养殖为主导的农业产业。近年来，又成

立 3 个专业合作社，引进 6 家规模农业企业，并且

形成了西南最大标准化枳壳产业园、重庆市小龙虾

综合种养示范基地，还建有潼南区特色农产品初加

工园、电商中心，成立了 19 个村级电商服务站。

农民年人均收入将近 2 万元。 

（4）卓筒井镇为干屏村。为干屏村位于卓筒

井镇西南部，面积 4.42 平方公里，总人口 3527 人，

全村耕地面积 2644 亩。为干屏村依托千年井盐文

化、万亩桃林、千亩荷塘等基础优势，以桃产业为

支撑，积极推进农商文旅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农

业+”“旅游+”“康养+”等乡村旅游产业。先后

获得“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国家森林乡村”“四

川省乡村旅游重点村”“文化和旅游部第二批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等称号。为干屏村从 2006 年开

始发展油桃产业，位于卓筒井镇万亩桃园核心区。

2017 年 1 月成立“翠口香桃”农旅产联式合作社，

聚焦桃园乡村旅游，吸引全村 260余户种植户加入。

2019 年，为干屏村桃果种植年产值达 640 余万元，

吸引各方游客近 45 万人次，实现旅游经济总收入

1200 余万元，全面激活乡村旅游发展，年人均增收

2000 余元。2022 年，为干屏村完成 200 余亩老旧

桃树迭代升级，桃果总产值达 960 余万元，果农人

均增收 3000 余元。 

（5）隆盛镇土门垭村。土门垭村面积 4.2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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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辖 6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2963 人，全村耕

地面积 2799 亩。土门垭村区位优越、交通便捷，

具有独特的中药材种植产业基础优势。2021 年被认

定为四川省遂宁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土门垭村

以枳壳、刺梨等中药材为主导产业，发展药旅、药

膳、药疗等多种农旅融合业态，打造“康养+旅游”

特色产业。大英县于 2017 年招商引资，引进遂宁

德创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土门垭村建成 1250

亩刺梨标准化核心示范基地，带动全县 8 个镇 19

个脱贫村发展刺梨 4070 亩。2020 年，大英县以土

门垭村为核心区域建设中药材现代农业园区，重点

发展枳壳和刺梨为主导的中药材特色产业。2022

年，枳壳每亩年收益约 4000~7000 元，刺梨园内产

量达 2000 余吨，产值达到 8000 余万元，带动户均

增收 3000 元以上。 

四、案例分析 

基于社会学习视角，本文将主要从乡村产业的

“学中干”起步模仿到“干中学”的创新发展对样

本村庄进行分析，以归纳出样本乡村产业发展的特

征。乡村产业发展示范区或者典型所呈现出的榜样

行为，更多表现为协同社会多元力量参与，促进乡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进而实现产业兴旺目标。 

（一）学中干：乡村产业起步的模仿实践 

样本村庄的产业发展在起步阶段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当地的自然环境与资源禀赋，主要是发展传

统种养业，而且产业结构比较相似。原因在于重庆

市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其中山地占 76%，而四

川省遂宁市大英县的浅丘和深丘也占了较高的比

例，两地均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境内气候温

和，雨量充沛，雨热同季。可见，样本村处于相似

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均适宜发展山地农业、水

果种植，以水果种植为基础的景观旅游成为不少村

庄产业发展的选择。在果树品种的选择上，多为常

见的水果，例如桃、柠檬、柑橘等。 

样本村在产业发展的“学中干”起步模仿阶段

的主要路径表现为：农村基层组织会以村庄“代表

人”身份观察乡村产业发展示范村与典型区域的行

为（注意过程），然后形成关于试点示范区的情景

记忆（保持过程）。此处的情景记忆反映了农村基

层组织对于乡村产业发展中的产业规划、产业选

择、产业政策制定、产业落地等具体内容的学习与

理解。由此，农村基层组织能够将所观察到的情景

与本村发展产业的自然环境、地理区位、资源禀赋

等条件联系起来，在相似的情境下形成“动作再

现”。具体如：1）罐坝村曾是潼南区最贫困的村

之一。从 2007 年开始，罐坝村改善公共服务和基

础设施，而后利用城乡资源和资本的融合，发展现

代农业。截至 2012 年，罐坝村共引进 7 家城市资

本，流转土地 3300 多亩，投资 5 亿多元建成年出

栏 10 万头的生猪养殖场，并结合蔬菜种植，构建

循环农业。2）蛇形村 2018 年才摘掉“贫困村”的

帽子，长期以来该村人口外流、田地撂荒等问题严

重。2018 年，蛇形村被纳入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首批国土综合整治的试点，大力实施国土综合整

治。2019 年，蛇形村引入潼南区农业科技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进行果园投资，村民以地入股，种植

沃柑、桃和李等经济果林，实行产业化经营。3）

2015 年开始，天印村逐渐重视环境综合治理，并大

面积栽种树木，增补花草；2018 年，引进 2 家现代

农业公司，发展枳壳 5000 余亩，同时引入丰之源

生态农业公司，年加工柠檬 6000 吨，产值超 2500

万元。4）为干屏村的桃果种植历史悠久，依托万

亩甜桃产业园规模化种植桃果，并据此建立合作

社。5）土门垭村原来交通落后、产业单一，为此

在 2016 年启动“四好农村路”工程。2017 年确定

“以产兴村，以药富民”的发展方向，到 2020 年

建成了以枳壳（1756 亩）、刺梨（679 亩）为主导

的中药材产业基地。 

综上，在乡村产业发展的起步模仿阶段，大部

分村庄会以传统种养业为基础，推动种养业的规模

化、组织化、集约化发展，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的转型。同时，不少农村实施了“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以盘活

村集体资产，与社会资本一同发力；整合农村土地

资源，进行土地的综合整治与集中流转，改善基础

设施，为种养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奠定物质基

础。在农业生产成本降低，农业收益提高，农民增

收等正向反馈与激励下，样本村庄的乡村产业发展

行为得以强化，更有动力去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二）干中学：乡村产业的创新实践 

乡村产业发展“学中干”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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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问题，比如试点的榜样行为未必能够很好地在

当地再现，或者行为再现并未取得很好的效果，这

就会引起地方思考如何因地制宜进行调整，这属于

立足实践行动的“干中学”的过程，也是可能产生

创新的过程。 

具体来看，在起步阶段，样本村大都基于相似

的资源禀赋与环境条件发展种养业，导致乡村产业

结构趋同。向市场供应同类农产品容易导致供大于

求，引发农产品价格下跌、产品销售难等问题。在

意识到市场风险的情景下，优化产业结构，引入新

的生产要素，实现乡村产业的提档升级、融合发展，

延长产业价值链，是不少村庄去探索与创新的主要

路径。由于不同的村庄在“学中干”过程中，行为

再现的程度与成效不同，形成了差异化的产业发展

基础，因而不同村庄的创新实践能力、方向与强度

也不同。样本村庄的乡村产业创新实践特点可以归

纳为以下方面： 

（1）乡村产业的趋同性倒逼乡村产业提档升

级或结构优化。降低趋同性需要实施差异化战略，

包括产品质量、品牌、服务等多个层面的差异化。

差异化战略的实施依赖于独特的要素投入、技术研

发和严格的生产作业、营销管理等。如罐坝村引入

西南大学科研团队提供技术指导，为干屏村获得了

县政府所聘请的石河子大学教授和大英县本地专

家的技术支持，推进产品品质的差异化。 

（2）社会资本的投入是创新的有利条件。社

会资本的投入有利于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更好地

将人才、技术、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注入农业农村，

促进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和经营体系的建

设。样本村所引进的社会资本，一方面推进了规模

化、标准化、品牌化、生态化的现代种养业的发展。

如 2020 年，天印村依托古传、印天湖 2 家现代农

业公司，建成了西南地区最大的标准化枳壳产业

园，成功获批“枳海桑田”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另一方面参与了乡村服务业发展，综合开发利用农

村生态、文化等资源，推动农商文旅融合发展。如

2015 年，蛇形村等引入社会资本打造的“香水百荷”

景区推出赏景、游园等十多个游玩项目，农户将自

住房改建成不同档次的农家乐，为游客提供农家民

宿。2018 年，为干屏村依托“万亩桃花”和民俗文

化资源，引入社会资本打造“宋井桃蹊”旅游景区，

塑造乡村品牌。 

（3）三产融合、“三链”重构是创新的主要

方向。在升级改造传统农业的基础上，通过培育农

产品加工行业，发展电子商务等打通供应链，拉动

乡村旅游发展，不少村庄探索出三次产业融合的有

效路径。例如，土门垭村以枳壳、刺梨等中药材种

植、加工为主导，发展药旅、药膳、药疗等多种农

旅融合业态，打造“康养+旅游”特色产业。天印

村探索现代农业产业园综合开发，打造集休闲垂

钓、观光旅游、采摘避暑为一体的现代综合农业园

区，并建成潼南首个乡情馆，集中展示农耕乡土文

化，丰富旅游元素。为干屏村每年 3 月举办桃花美

食节，实现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罐坝村 2013

年开始探索“田园经济模式”，建立现代农业农村

景点，并成功承办了“潼南蔬菜博览会”“太安鱼

美食节”等乡村旅游项目，发展了集吃、住、玩为

一体的农家小院 20 余家，形成“蔬菜宴”“农家

饭”美食标志，打造“潼南农家”特色品牌。在产

业融合发展过程中，产业链的延伸推动了价值链、

利益链重构，形成组织模式创新，如罐坝村“龙头

企业+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经营模式，

为干屏村“产联式合作社”的运作模式，天印村“村

集体+农户+基地”的经济联合社模式等。 

从样本村庄的实践可以发现，乡村产业发展中

风险预期以及与示范区的差距，成为乡村产业创新

发展的压力，也是乡村基层组织在实践中进行产业

调整，适度改变的驱动力。在具备足够的创新条件

支持的情境下，如上级政府的项目支持、社会资本

投入、现代化要素的引入等，乡村产业的创新实践

将得以推进。乡村产业的创新发展主要基于规模

化、组织化的产业基础，通过社会资本的投入与集

体经济的支持，集聚市场化要素，推动农业“接二

连三”，进而延伸产业链、价值链，深化产业融合。

乡村产业的升级创新本质上也是农业功能不断拓

展的过程，从以产品功能为主，逐渐转变为重视生

态、文化等功能的开发，这与乡村振兴战略高度一

致。即以产业振兴为基础，推进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进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综上，基于社会学习理论，可以将乡村产业发展的

主要路径归纳为“学中干”和“干中学”两个阶段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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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乡村产业发展的“学中干”与“干中学”路径 
 
 

五、主要结论及其启示 

上述研究表明：由于自然环境与资源禀赋的相

似性，乡村产业发展主要是以传统农业为基础，逐

渐推进种养业的规模化、组织化、集约化，使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可视为“学中干”的模仿阶

段。为了促进农业现代化，村庄会努力改善农村基

础设施条件，进行环境（土地）整治，并且盘活农

村集体资产。乡村产业的趋同性与市场风险迫使乡

村产业寻求创新发展，而社会资本参与将成为有利

条件。产业创新发展主要通过引入新的生产要素、

推进产业融合发展、延伸产业链、拓展价值链来实

现，可谓“干中学”过程。乡村产业创新发展会优

化利益联结机制，表现为具有地域特色的组织模式。 

相对于已有研究，本文强调了在目前我国农村

改革推进工作的示范创建背景下，乡村产业发展中

的社会学习作为示范效应形成的关键一环，在乡村

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同

时，运用社会学习理论，从乡村产业发展的“学中

干”和“干中学”过程，剖析乡村产业发展的内在

逻辑，能够更好地揭示乡村产业发展随着社会环

境、市场环境的变化所呈现出的观察学习和进行模

仿的过程，以及主动探索性学习，推进“三链”（产

业链、价值链、利益链）创新的过程。 

以上研究结论对于推进我国乡村产业发展具

有如下启示： 

一是应慎重选择榜样（试点），增强示范的正

向激励。榜样选择是学习与模仿对象的社会学习能

否成功的重要基础。乡村产业发展要避免仅关注榜

样成功这一结果，而忽略了乡村产业发展所需的要

素条件与营商环境。这意味着学习者要立足于本村

的资源禀赋情况，避免选择差距过大的示范村，而

动机过程 

记忆观察所得，获得乡村产业规划、产业选择、产业政策制定、 

产业落地等多方面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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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选择与本村条件相似的一些示范村作为学习

对象，强化示范的正向激励。 

二是要做好产业规划，实现有效的“学中干”

模仿。乡村产业发展强烈依赖于地方性的自然生态

资源，因而行业选择与产业规划要求遵循因地制宜

原则。换言之，基层政府与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充分

考虑农业生产的自然特性和农产品的生物特性，避

免盲从“试点”或者生搬硬套，明确能够从中模仿

的产业发展内容和能够在当地再现的“试点村”的

内容。 

三是从模仿到“干中学”的创新转变，不仅依

赖于前期“学中干”的经验积累、产业基础等，还

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有效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到乡

村产业链的延伸拓展中，从而实现乡村产业发展的

质量提升与“三链”优化。同时，在社会资本的介

入下，政府需要关注乡村产业发展的出发点，即促

进农民增收，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重视小农

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利益分配等制

度机制的设计，平衡好小农户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构建起乡村产业发展的长效

机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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