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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户深度融入乡村振兴的实现机制研究 
——基于效用均等化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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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农户是乡村治理和发展的基础，是乡村振兴的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乡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加剧了乡

村振兴主体的缺位。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及生活富裕角度展开系统性分析，尝试阐释

小农户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效用均等化为解决小农户外流问题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分析视角，不同类型小农

户融入乡村振兴的机理不同，为保证留守小农户与流动小农户获得同等效用，可从创造就业空间、拓展增收空

间、营造公共服务空间三个维度探索有利于小农户振兴乡村的路径安排，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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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the small farmers integrating deeply into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utility equalization analysis 

YANG Zhilong1，JIANG Anyin2，CHEN Weiqiang2* 

(1.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Gansu 
730000, 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 Small farmers, as the basis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are the main action subjects and interest 
subjec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mass outflow of rural population has put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dilemma of 
having no one to revitalize, which has exacerbated the shortag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ubjects. The rural industrial 
prosperity, ecological livability, rural civilization,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and living affluence have been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to interpret the internal logic of small farmer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Utility equalization has provided a 
good analytic perspectiv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outflow of small farmers. Different type of small farmers may have 
different mechanism to integrate into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order to guarantee equal utility for left-behind small farmers 
and mobile small farmers, three dimensions—to enlarge employment space, to expand income growth space, and to 
create public service space—could be explored, which are beneficial for the path arrangement of small farmer’s rural 
revitaliz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early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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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镇化建设不断深入，乡村衰落成为全球

性的普遍现象[1,2]。乡村社会活力衰退[3]和乡村振兴

                                                 
收稿日期：2021－03－15 
基金项目：兰州财经大学重点科研项目（Lzufe2019B- 

025，Lzufe2019D-001）；甘肃省科技计划项目（20CX4ZA 
053） 

作者简介：杨志龙（1966—），男，甘肃会宁人，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为
通信作者。 

主体缺位日益明显，乡村逐步走向“无主体熟人社

会”[4]，面临振兴乏人的困难局面。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促进工农协调发展刻不容缓[5,6]。在农业兼业

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问题[7,8]日趋严重的背

景下，小农户作为乡村振兴最主要的利益主体、行

为主体和责任主体地位得到明确，承担的产业兴

旺、文化传承、组织保障和生态保护等多重功能进

一步凸显[9,10]。在此背景下，探讨如何以更为有效

的方式促使小农户自愿留守乡村建设家园就显得

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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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精准定位和概括了我国新时代农业

农村农民问题的方方面面，是统揽我国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的总抓手和关键着力点，是统筹推进城乡深

度融合发展的重要工具选项[11]。为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的顺利实施，关于谁来振兴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讨论，小农户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已是共

识。当前关于小农户乡村振兴主体地位的阐述主要

集中于政策性文本和学理研究两个方面。一是政策

性文本对小农户乡村振兴主体地位的高度肯定。

2018年 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要鼓励支持农民工人、大中专毕业生、科技人员、

退役军人和工商企业等从事现代化建设、发展农村

新业态新模式，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

2018年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健全农业社
会化服务体系，大力培育新型服务主体，促进小农

户生产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2020年中共中央
在“十四五”规划纲要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中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实

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2021年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进一步深

化乡村振兴与小农户之间的内在关联，突出了小农

户在乡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不难发现，政策顶层

设计对小农户在乡村振兴中的战略定位趋于明晰

化。二是关于小农户乡村振兴主体地位的学理研究

普遍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问题是“人”的问

题，推进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12]，乡村振兴不能

没有小农户的参与[13]。小农户对于乡村振兴的重要

性已经得到充分认可[14]，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

是重构乡村建设主体的重要手段[15]，同时乡村建设

的重点应强调小农的作用[16]，振兴小农户成为乡村

振兴的重要内容。从家庭经营、小农经济、规模经

济等概念进行学理辨析可知小农户家庭经营在乡

村振兴中的基础性地位[17]，进一步佐证了“不是家

庭选择了农业，而是农业选择了家庭，世界各国概

莫能外”①这一观点。此外，亦有学者认为，乡村

振兴的建设主体众多，如国务院部委、各类智囊、

地方政府、村干部、小农户等均是乡村振兴的重要

参与主体[18]，返乡群体[19]、“城归”人口[20]也是实

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而“三农”队伍、社会组

织、乡贤精英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补充力量[21]，在乡

村振兴过程中尤其要重视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小农

户的主体性[22]。 
不难看出，不管是政策层面还是学理层面均对

小农户乡村振兴主体地位进行了确认。遗憾的是，

已有研究对于小农户主体性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

系缺乏深入分析，未能阐明小农户深度融入乡村振

兴的理论可行性和现实必要性，未能明确提出小农

户融入乡村振兴的路径。本文拟就此展开研究，以

期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需

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从效用均等化视角剖析小农户

与乡村振兴的关系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探讨体制

机制的构建问题。本研究之所以选择从效用视角阐

释小农户行为选择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小

农户是理性经济人，效用是经济学研究个体行为决

策的基础性概念，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较好的理

论视角和分析视角；二是寻求更高经济收入、获得

进一步发展的资源与空间是小农户从乡村走向城

市的根本目的，而这从更深层次来讲是效用最大化

问题；三是利用效用均等化分析乡村振兴问题，与

国家大政方针具有目标一致性和内容的共融性。 

二、乡村振兴与小农户主体性的内在逻辑 

1．小农户在乡村振兴中主体性的体现 
小农户作为乡村振兴最重要的利益主体和承

担主体，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每一环节都具有显著影响，

而乡村振兴战略字里行间显露着与小农户的息息

关联。 
产业兴旺需要小农户重点作为。乡村丰富多样

的资源禀赋为乡村产业的兴旺发达提供了条件，而

乡村产业发展的潜力和市场前景则是吸引优秀人

才的关键。乡村产业是可以带动小农户脱贫致富的

另一种产业，能够发挥多重功能，实现多重价值[23]，

可为乡村振兴奠定经济基础。通过开发生态涵养、

休闲观光、文化体验等生态产业，充分挖掘农业农

村发展潜力，建立小农户脱贫与防止返贫的产业模

式，是留住乡村人才的关键。重点培养小农户的责

任意识、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引导小农户积极融

入乡村振兴过程，让流动小农户看到乡村产业的发

展潜力，自愿回归乡村建设家园，承担振兴乡村的

主体责任。如此，在确保留守小农户安心从事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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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以“乡情”吸引流动小农户回流创新创业，

助力乡村空心化和“三留守”问题的加速解决。 
生态宜居需要小农户积极创造。生态宜居从发

展视角反映了乡村振兴的重点是生态，蕴含了小农

户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是习近平总书记生

态文明理念在乡村建设中的具体体现。自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生态保护被推到

另一高度，小农户施用农家肥和不违农时的生产方

式，这些亲环境行为是生态保护的具体体现。小农

户生态保护的内容和实践形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第一，就生产过程而言，小农生产的周期

性、季节性特征保证了土地肥力的可持续性，加之

地块分散，易于实现多样化种养和有序性管理，有

利于保持自然环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第二，就耕

作方式而言，小农生产有利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小农户强调“人从土中生，食物取之于土，泻

物还之于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

用，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方式。第三，小农

户能够提供天然有机、特色化、多样化的优质农产

品，满足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基本要求，可以主动

抢抓品质革命和消费革命为小农户提供的重大历

史机遇，顺应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潮流，积极嵌入

国家质量兴农战略大局当中。乡村振兴的根本落脚

点是宜居，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24]。

营造环境优美的宜居乐园，满足小农户的美好生活

需要，既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积极回应，

也是“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更是推动

城乡深度融合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构件。 
乡风文明需要小农户创造传承。乡风，即乡村

社会的风尚或者风气，是村民的风俗习惯、道德观

念、传统信仰、价值追求等方面的集合，是经过千

百年生产劳作生活的沉淀，是在社会历史变革和政

治文化的熏陶下诞生的乡村习性和村民的精神风

貌。乡风文明是新时代建设新农村的基本要求，是

乡村善治的主要体现，是小康建设的重要任务，更

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强有力保证[25]。乡村是乡风

文明传承和乡愁记忆的重要载体，小农户是构筑乡

村社会的基本单元，在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行为规

范和价值观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小农生产活动是

乡村文化成长的沃土，小农户是乡村文化的创造

者、传承者和弘扬者，振兴乡风的使命应由千千万

万的小农户来完成，只有小农户才能切身体会文明

乡风带给人的那种和谐安定、恬然适足的精神归

属。乡村的故事只有小农户可以讲，也只有小农户

可以讲得好[26]。 
治理有效需要小农户奠基护航。健全自治、法

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良好

的乡村治理新秩序，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构件，

为乡村振兴提供组织保障[27]。乡村治理有正式制度

和非正式制度之分，但无论何种制度形式，其出发

点都在于为乡村营造和平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保

障小农户的合法权益。作为正式制度代表的村民自

治制度，旨在体现小农户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

激发小农户的内在自治活力。村内司法所、律师事

务所等各类机构的建立，则旨在培育小农户的法律

意识，引导小农户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风俗习惯、乡贤文化等在乡村治

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是塑造乡村德治秩序，营造

风清气正淳朴乡村的重要力量。不难发现，小农户

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千千万万的小农户共同构筑了

稳定有序的乡村社会，也成为乡村治理的受益者。 
生活富裕需要小农户共同受享。乡村生活富裕

作为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切乡村工作的

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

标之一。解决好小农户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切实改善小农户生活状况是乡村建设的目标

导向和价值追求，是乡村振兴的动力源泉。乡村产

业的兴旺发达，衍生出众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将小农户纳入产业链分工链条，分享产业链延伸和

产业范围拓展的增值收益。支持小农户利用自然资

源、文化遗产、闲置农房等发展观光旅游、餐饮民

宿、养生养老等非农项目，实现家庭多元化经营，

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小农户收入水平，将乡村振兴的

最终目标锁定在小农户的生活富裕上。此外，有效

的乡村治理、优秀的乡土文化以及宜居的生态环

境，皆以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丰富小农户的

物质文化生活，保证全体小农户在共建共享中有更

多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实现小农户的全面

发展。 
2．乡村振兴视域中的小农户“城归” 
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小农户，是在特定资源禀

赋条件下以家庭为单位、集生产与消费于一体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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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生产经营主体。本研究所涉及的小农户可概括

为两种：第一种可称为留守小农户②，此类小农户

是长期在农村从事生产活动，以农业收入为主、非

农收入为辅的小农户，此为人们普遍知悉的小农

户，其基本活动范围在农村内部。第二种小农户可

称为流动小农户③，此类小农户游走于城市与农村

之间，因保有农村户籍和土地而仍被称为小农户，

此为人们所忽略的小农户。此外，若以收入结构与

就业结构为依据，当前小农户可分为纯小农户、农

业兼业户、非农兼业户、非农农户四种类型[28]。其

中，纯小农户是指家庭全部或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

生产经营活动且家庭总收入的 80%以上源于农业
经营收入的小农户；农业兼业户是指家庭主要劳动

力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且家庭总收入的 50%～
80%源于农业经营收入的小农户；非农兼业户是指
家庭主要劳动力从事非农生产经营且家庭总收入

的 50%～80%源于非农收入的小农户；非农农户是
指家庭全部或者主要劳动力从事非农生产活动且

家庭总收入的 80%以上依靠非农收入的小农户。截
至 2017年年底，我国共有小农户数量 27 084万户，
其中，纯小农户 17 332万户，农业兼业户 4 889万
户，非农兼业户 2 337万户，非农农户 2 526万户④。

需要明确的是，不管是以农业生产经营为主的小农

户，还是以非农生产为主的小农户，均应纳入乡村振

兴主体范围，让其深度融入乡村振兴全过程，成为推

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保证。 
林修果将村庄精英成员的回流称作“城归”，

城归精英是从乡村进入城市获得资金、技术、社会

网络等资源后再度回归乡村的一类特殊群体。城归

人口的回流，为乡村建设集聚了人气，成功晋补乡

村建设主体地位，成为促进乡村振兴越来越重要的

支撑力量[29]，有望形成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红利⑤。

城归人口回流可以从三方面得到解释：一是叶落归

根的乡土情怀。“叶落归根”作为深深融入中华民

族血液之中的一种文化意识，尽管在快速城镇化过

程中，这一文化基因被不断解构，但是对没有完全

融入城市生活、彻底实现身份转化的打工者而言，

浓厚的乡土情怀和叶落归根的迫切愿望依然不减。

二是虽然打工者基本生活在城市地区，但从未真正

融入城市的体面生活，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

的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福利，依然被排斥在城

市文化活动之外，难以参与城市的社会活动与民主

生活，社会地位明显降低。这类人群乡土情结历久

弥深，从未与农村有过真正隔离，在乡村有着较高

的社会地位和一定的影响力，激发了此类群体的回

归意愿。三是此种回归是被农村丰富的资源禀赋、

广阔的市场前景、优惠的社会政策以及巨大的发展

潜力所吸引，回归后可以利用积累的资本、技术和

经营管理方式在农村开发资源、建立工厂以获取经

济利益。城归人口为乡村带来源源不断的社会网络

资源，在乡村开设工厂，为留守小农户提供就业平

台和发展空间，便于留守小农户坚守乡村建设家

园，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如此，流动小农户甘愿

回流，留守小农户自愿留守，乡村振兴建设主体得

以补位，实现回流小农户叶落归根的夙愿、留守小

农户脱贫致富的素志和乡村全面振兴的三赢局面。 

三、效用均等化视角下小农户深度融入

乡村振兴的逻辑阐释 

1．小农户城乡流动效用均等化的实现机制 
效用是经济学经典概念之一，是对消费者消费

商品或享受服务以满足自身需求或欲望的度量，可

作为消费者整体福利水平的评判标准。本研究从效

用视角切入来剖析小农户流动进城的缘由，将效用

视为与小农户的收入水平、社会化服务享受程度以

及与政策效果直接相关的、能够反映其福利水平和

生活质量改善的衡量指标。效用均等化是本研究的

核心概念，是从效用概念推演出的与本文主题紧密

相关的有效变量，意为小农户无论是留守乡村从事

生产活动，还是进城务工或经商，均能获得同等的

满足程度。研究发现，追求更高的收入，享受完善

的社会化服务是小农户流动的重要诱因。更深层次

的原因在于，流入城市可以获得高于留守乡村的效

用水平，小农户作为“理性人”，自然愿意进入效

用水平更高的城市地区。从理论层面分析，通过系

列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加之有效的治理手段和

举措，小农户可以在村内村外实现效用均等化，无

论是留守乡村还是进城务工均能获得同等的效用水

平。如此，小农户自然不愿背井离乡远赴他地谋求生

存，而自愿留守乡村建设家园，主动承担乡村振兴的

重要使命，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通过分析效用一般化原则发现，效用均等化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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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论可行性和现实可操作性，可从政府和小农户

两个维度得到解释。就政府而言，一方面，引导农

民向市民有序转移的成本远远高于使小农户安定

留村的成本，政府可用同等的成本为农业农村做更

多有益的事，改善小农户的生产生活环境，从而提

高小农户的效用水平；另一方面，小农户的生活水

平整体较低，相对低的收入和较为次之的社会化服

务就可以满足其基本需求，意味着小农户从政府提

供的乡村社会化服务和资金中获得的边际效用高

于城市，这是政府易于做到的方案。就小农户而言，

若能在乡村获得与离乡同等的效用水平，不用经受

离乡入城受到的挫折排挤，不用割舍乡情，能够尽

享家庭团圆之乐、至亲好友的情谊，小农户对留守

乡村建设家园的安排也是欣然接受的。可见，为留

守小农户提供同等效用水平的服务成本低于流动

小农户，政府在小农户实现效用均等化过程中大有

可为。同时，小农户可在不背井离乡的情况下获得

与进城务工或经商同等的效用水平，既可享受美丽

乡村带来的闲情逸致，亦可满足小农户对美好生活

的迫切之需，是小农户所殷切期盼的结果。 
为便于分析，本研究将影响小农户效用水平的

因素归纳为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增收机制的构建

以及公共服务满意度三个维度，并将农业农村发展

新动能为小农户提供的就业空间以及产业融合发

展带来的增收空间视为小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如

此，影响小农户效用水平的因素可简化为公共服务

满意度和收入水平两个指标。图 1（a）显示的是，
在农村地区，小农户获得的收入水平为 S'，公共服
务满意度为 S，在 E1点处实现最优。图 1（b）显示
的是，在城市地区，小农户获得的收入为M'，公共
服务满意度为M，在 E2点处实现最优。不难看出，

城市地区的小农户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水平，公共

服务满意度更高，其无差异曲线 U2 明显高于农村

地区的无差异曲线 U1，这是诱使小农户从农村地区

流入城市地区的重要驱动因素。图 1（c）显示的是，
通过惠农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留守小农户的收入

水平从 S'提高到 L'，公共服务满意度从 S上升到 L，
最优点从 E1移动到 Eq 点，无差异曲线从 U1移动

到 U3，而 U2和 U3代表相同的效用水平，说明通过

提高留守小农户的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满意度，可

以实现与城市务工获得同等的效用水平。从图 1整

体来看，（b）代表的效用水平明显高于（a），这
是小农户持续离村进城的重要诱因，而通过打造农

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建立小农户增收长效机制，提

升小农户公共服务满意度，小农户在农村地区可以

获得与城市地区同等的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

即 E2与 Eq代表相同的效用均衡点，可以实现小农
户在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效用均等化。此外，由

于农村地区已经可以获得与城市地区相同的效用

水平，加之小农户对农村具有特殊的乡土情怀，自

然而然会产生从城市回流农村的想法，这更加证实

了实现城乡效用均等化不仅是稳定留守小农户的

有效手段，也是吸引流动小农户的关键选择。 

 
图 1  效用均等化的实现机制  

2．不同类型小农户融入乡村振兴的机理 
如前所述，本研究涉及的小农户类型可大致分

为留守小农户和流动小农户两种类型，这两类小农

户都是乡村振兴的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承担着乡

村建设和振兴的重要使命。因此，本文就效用均等

化视角下这两类小农户融入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

进行阐释。 
就留守小农户而言，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是

其本质特征，引导这类小农户融入乡村振兴的主要

手段是为其营造良好的农业生产环境，提高农业收

入水平和农产品附加值，以弱化其离乡进城的动

机。对于这类小农户而言，效用均等化主要通过提

高收入与难舍乡情两个维度使其自愿留守乡村建

设家园。毋庸置疑的是，获得更高收入是小农户离

乡进城的主要因素，若能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获得和

外出同等的收入，小农户留守乡村建设家园的意愿

还是较为强烈的。囿于科学文化水平的制约和限

制，外出务工只能从事高危且劳累的力气活，遭受

不公平待遇也是常有之事，这是小农户不愿接受

的。此外，难以割舍的乡情也是此类小农户愿意留

守乡村建设家园的重要因素，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和



 
 

第22卷第3期          杨志龙等 小农户深度融入乡村振兴的实现机制研究               47 

  

乡土文化的敬重之意是外出群体的普遍感受，这从

某种程度来讲会降低外出人员的效用水平。而生活

在乡村的小农户可以有效避免此种效用损失，相较

外出人员来讲是一种效用的提升，因此他们也愿意

留守乡村振兴家园。 
就流动小农户而言，获得非农收入从而提高效

用水平是其主要的生活目标，引导这类小农户融入

乡村建设的主要渠道是提供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让该类小农户看到乡村发展的前景和未来，使其自

愿回流乡村振兴家园。此类小农户长期游走于城市

与乡村之间，学习到了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能，积

累了一定的创新创业资本，并且具有发展的眼光和

魄力，是在乡村振兴、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等战略支

撑下最有可能实现创新和发展的一类群体。他们既

具有振兴乡村的强烈愿望，也汲取了城市发展的先

进观念和做法，这对于他们在乡村从事生产活动奠

定了良好基础。通过在乡村开工设厂，此类群体可

以获得较高的收入水平和良好声誉，摆脱长期在城

市生活但无法立足的窘境，这从本质来讲是一种归

属感和满足感，也是该类群体在效用均等化情况下

愿意回归乡村建设家园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一旦实现城乡效用均等化，或者更

直接地说使小农户在乡村振兴家园和外出务工获

得同等效用水平，留守乡村建设家园的小农户会打

消外出念头，外出小农户也会在各种优惠吸引下回

归乡村建设家园，二者共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生力

量，承担起振兴乡村的历史使命和重担。 

四、小农户深度融入乡村振兴的现实保障 

小农户外流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地区的就业机

会、收入水平以及公共服务满意度等效用水平优于

农村地区，因此，在探索小农户留守融入乡村振兴

的路径时，必须从小农户外流的源头切入治理，破

解乡村进入转型发展阶段面临的就业非农化、居住

城市化、收入非农化、农村空心化困境[30]，促使小

农户自愿留守乡村建设家园。具体而言，可通过创

造第三就业空间、拓展增收空间、营造公共服务空

间等，改善小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调动小农户自

愿建设乡村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1．创造第三就业空间，提高小农户就业水平 
新产业新业态的不断涌现，是推动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的新动能，可以为小农户创造第三就业空

间，改变小农户的就业观念和就业模式，以保障小

农户拥有更好的职业选择、生活环境以及发展空

间，不仅可以确保留守小农户安心从事生产，也可

吸引流动小农户回流共建家园，是解决振兴乡村

“后继乏人”的重要突破口。 
首先，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首要支撑，应立

足当地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大力开发符合地域特

色的非农产业项目，集中体现乡村产业的多重功

能，改变小农户的就业范围和就业形式，以此稳定

留守小农户留村建设，同时吸引流动小农户回流乡

村。不断推动小农户向非农就业转移，千方百计提

高小农户收入水平，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引

导小农户积极融入乡村产业发展全过程，自愿留守

和回乡振兴家园。 
其次，生态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基，应从

根本上整治农村脏、乱、差状况，修复和改善乡村

生态环境，为小农户营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这

是留住小农户乃至吸引流动小农户共建家园的重

要驱动因素。第一，变革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在农

业生产过程中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减少对传统生产

要素的使用，逐步实现生产方式现代化，从根本上

消除农业污染源，为小农户营造一个良好的生产空

间。第二，变革小农户的生活方式，对小农户生活

垃圾集中归类处理，有效治理小农户生活污水和粪

便排放等问题，减轻小农户的生活垃圾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为小农户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空间。第三，

加大环保知识宣传力度，提高小农户环保意识，让

绿色发展理念渗入小农户生产生活，唤醒小农户生

态保护的意识和决心，引导小农户融入生态治理全

过程，充分体现小农户在乡村环境中的主人翁地

位。如此，小农户可以享受生态保护带来的所有好

处，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环境需要，让农村成

为小农户梦寐以求的心灵寓所。 
2．拓展增收空间，提升小农户收入水平 
长期以来，乡村优质的人力资源被城镇化建设

单向抽离，城市的高收入成为小农户进城的重要诱

因。农产品价格具有较大波动性，增大了小农户收

入的不确定性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城乡收入

不平衡状态。促进乡村产业多元融合，建立小农户

增收长效机制，需从提高小农户收入和加大对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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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反哺力度两个维度进行部署。 
提高小农户收入水平，在村内为小农户创造就

业机会和第三就业空间，是防止小农户外流的基础

性工作。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重视乡村优质资源

开发，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培育乡村发展新的

经济增长点，全面开展以网购电商为代表的非农活

动，将其打造成为继务农、务工经商之外的第三就

业空间，即通过培育农业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为小

农户创造就业机会和增收空间[31]。如此，能够在家

门口实现就业，获得与流动务工或经商大体相当的

收入水平，那么，小农户便可安心留守乡村从事生

产活动，承担起乡村振兴的主体责任。同时，开拓

农产品增值空间是小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打造多

元化农产品销售渠道，做好做优农产品的精细化加

工，加快推进农产品品牌建设，努力打造一乡一业、

一村一品的区域知名品牌，使品牌营销效应惠及千

千万万的小农户，使小农户切身体会到留在乡村的

益处，自愿成为乡村建设行动的参与者和实践者。 
城市反哺农村不仅是消除区域发展不平衡的

重要手段，也是破解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重要力量，

从而也关乎乡村建设的成败。作为乡村建设的行为

主体，小农户应是城市反哺农村的重要对象。具体

而言，对小农户的反哺工作应当包括资金反哺、人

才反哺和社会服务反哺三个方面。资金反哺是小农

户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是实现“输血”向

“造血”转变的关键所在，能够助力小农户加大人

力资本投资，提高小农户学习使用新技术新机器的

能力，将现代技术引入农业生产过程，从而提高农

业生产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获取增加收入的方式

和能力，是资金反哺的重要意义之所在。人才反哺

是以城补乡的重中之重，城市帮助农村培养优秀人

才、城市人才进村入户提供相关的服务工作，为农

村有志之士提供创新创业指导，是人才反哺的重要

形式。通过人才反哺，培养具有较高文化水平、掌

握一定技能与知识的新型职业农民，助力农业农村

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协助小农户增产增收，切实提

高收入水平。社会服务反哺表现为城市将与农业生

产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转移，为小农户

生产提供全过程服务，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经营效

率。如此，小农户有望在避免离土流动的情况下实

现就业，获得与流动务工或经商大体相当的收入，

这是小农户所乐于见到的。就小农户内心来讲，深

厚的乡土情结无法摒弃，难舍的乡土情怀无以言

表，若非生活所迫，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去往喧嚣

而陌生的大城市谋求生存。只要能够获得与流动务

工或经商大体相当的收入，小农户更愿意留守乡村

从事生产活动，乐于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主体建设

家园。 
3．营造公共服务空间，提高小农户效用水平 
我国长期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倾斜性发展战

略形成了城乡社会化服务的差异化供给模式。在这

种背景下，城市地区的社会化服务供给要显著优于

乡村地区，城市群体能以较低成本获得相对好的公

共服务，致使小农户为享受优质的社会化服务而流

动进城。显见，增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提升

小农户公共服务满意度是保证小农户不外流的重

要举措，须从以下两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破除城乡分割的制度藩篱，缩小城市户

籍与农村户籍的功能差异。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消

除城乡二元结构用一纸户口分离的城乡居民的身

份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二者在住房、医疗、教育、

就业等方面享有的公共福利差异。同时，随着户籍

制度的改革，有效推进人力资源在城乡间双向自由

流动，疏通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工人化渠道，逐步缓

解城乡矛盾和工农矛盾。推进形成农村向城市开放

资源、城市向农村开放权利的良好格局，促进城乡

的互动与融合，在助力乡村振兴的同时，推动城镇

化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 
其次，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应以住房、教育、交通为重点：

其一，践行“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⑥的

发展理念，在充分尊重小农户意愿的基础上，坚持

危险房屋改造、闲置房屋转型、在建房屋引导并举

的工作方法，因地因房制宜实现农房的现代化改

造，为小农户提供宜业宜居的生产生活环境，是小

农户留乡建设家园的首要前提。其二，通过合理的

教育制度安排，加大教育资源向农村的倾斜力度，

让农村获得与城市基本同等的基础教育资源，满足

农村对基础教育的迫切需要。同时，加大对小农户

的职业教育培训力度，提高小农户的职业技能和发

展能力，以适应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轨之

需。其三，通过“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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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路目标引领，把道路畅通和设施升级作为基

础设施改善的重中之重，使其成为缩短城乡空间距

离的重要手段，由此催生出交通流、信息流、快递

流等新产业新业态。公共服务应侧重完善如下三个

方面。完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基本养

老金设专项管理，避免以任何形式挪用农村基本养

老金的行径出现，为小农户的老年人生活提供基本

保障。如此一来，小农户便可解除后顾之忧，安心

待在农村投身乡村建设，承担乡村振兴的历史任

务。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无劳动能力或

收入过低导致生活困难的家庭、因病因灾致贫返贫

的家庭以及无固定生活来源的孤寡老人、未成年人

和残疾人，给予特殊的人文关怀，为其提供最后一

道生存防线，让小农户切身体会乡村生活的特殊待

遇，自愿为乡村振兴献计献力。完善农村基本医疗

保险制度，重点解决小农户“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为小农户提供良好的医疗条件，弱化小农户为

获取良好的医疗资源离乡进城的意愿和动机，实现

城乡医疗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最后，加强对小农户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小

农户的人力资本服务，以各类方式、多种渠道提升

小农户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

有机衔接。建立系统化的技术培训机制，设立专门

的职业技术学院和技术培训队伍，开展有针对性的

技术培训，满足不同类型小农户的差异化需求，提

升小农户的自我发展和自我革新能力。如此，通过

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打造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农

业成为小农户脱贫致富的兴旺产业，农村成为小农

户梦寐的心灵寓所，农民成为一种令人引以为傲的

职业。 

五、结论及讨论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我国解决“三农”问题

的总抓手，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城乡融合发

展的根本遵循。本研究通过深入分析乡村振兴的实

施困境及其破解之法，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

乡村振兴战略对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推动城

乡融合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小农户作为乡村振兴的

战略主体，在乡村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

和生态振兴等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第二，政策的

城市偏向、良好的就业环境、完善的社会化服务，

是小农户源源不断离村进城的重要诱因，是乡村振

兴主体缺位的根源所在，也是乡村振兴战略顺利推

进的最大困境。第三，可以以效用均等化作为着力

点破解乡村振兴困境，从创造就业空间、拓展增收

空间、营造公共服务空间三个方面探索有利于小农

户留守乡村的路径安排，为小农户深度融入乡村振

兴提供现实保障。 
小农户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不可或缺，充

分调动小农户振兴乡村的积极性、自觉性和主动

性，全域整合乡村特色资源，推动人文、科技、旅

游等现代元素融入乡村产业，深度挖掘农业农村新

价值新功能，拓宽农产品增值空间，是吸引小农户

回归和留守的根本性力量。需要明确的是，效用水

平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主观感受，因此对于均等化的

理解应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均等化。承认小农户

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但并不是说小农户只能待

在乡村振兴家园，而是要在城乡之间形成一种均

衡，引导有能力有条件的小农户有序向城镇转移，

同时为愿意在乡村从事生产活动的小农户创造良

好环境，从而实现城镇化质量提升与乡村全面振兴

的双重目标。 

注释： 

① 参见《陈锡文：农村改革成就斐然 制度创新继续加强》

http://www.gov.cn/jrzg/2012-05/05/content_21306

53.htm。 

② 留守小农户：本文指长期待在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

动的小农户，其以农业收入为主，非农收入为辅。 

③ 流动小农户：本文指长期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小

农户，尤以农民工人为代表，其以非农收入为主，农业

收入为辅。 

④ 数据源于《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2017 年）》。 

⑤ 参见《厉以宁：中国正出现“城归”人口 红利并非枯竭》，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1210/15068620_0.

shtml。 

⑥ 参见《关于在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和整治中开展美好环境

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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