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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 2016 年年会简报 
（总第 9 期）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2016 年 3 月 22 日 

 

分论坛 7 

乡村建设与治理 

 

时  间：2016 年 3 月 22 日晚上 7 时 45 分至 9 时 

地  点：国际会议中心一层东屿宴会大厅 A 

主持人：艾问传媒创始人、独立双语主持人  艾  诚 

嘉  宾： 

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 保育钧 

中国乡建院院长 李昌平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创办人兼主任、乐和乡村发起人 廖晓义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前副部长 仇保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梁漱溟乡村

建设中心理事长 温铁军 

 

主要观点： 

 农民是一个沉默的主体，政府容易在农村、农民、农业方面好心

办坏事 

 中国农民的自主性不够，制约了乡村建设与治理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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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需要明确产权，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也需补齐农村基础设

施短板，此外还得培养一批现代农业经营者 

 不断增强农民在乡村建设与治理中主体作用。在此基础上，把农

村的组织、经济、治理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 

 完善乡村建设与治理，既要修复乡村社会组织，也要激活乡土文

化 

 推进中国农业农村发展，既不能照搬殖民化大陆的经验，也不能

按照城市发展逻辑破坏现有的社会资源，而要结合农业农村的实

际来推进 

 

概  要： 

当前，农民在中国乡村建设与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还有完全发挥

出来，农民还是一个沉默的主体，政府容易在农村、农民、农业方

面好心办坏事。推进乡村建设与治理需要多方努力，内外联动，既

要明确产权，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也要培育现代农民。“农村社会是

中国有形的根，道德文化是中国无形的根。”乡村建设与治理既是一

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既要从经济发展入手，也要发挥

乡土文化的作用，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中国是文化多元、经济多样的国度。因此，乡村建设与治理必

须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既不能照搬殖民化大陆在农业发展上的经

验，也不能按照城市发展逻辑破坏现有的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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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关注“三农” 

保育钧在谈到自己为何关注“三农”时表示，农民千百年来为中

国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作出巨大贡献。 

仇保兴表示，自己关注“三农”是职责所在，“我们觉得农民是一

个沉默的主体，政府最容易在农村、农民、农业方面好心办坏事。”“尽

可能减少这种好心办坏事，让举国之力用在刀口上，用在农民、农

村、农业真正需要的事情上，这是我的出发点。” 

李昌平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表示，中国的农民还太苦，自己对

其不忍。 

温铁军希望，能用自己的研究和行动，把中国近百年自觉开展

乡村建设与治理的反思集成下来。 

乡村建设与治理要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 

“因村舍的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形成的社会资源，是在乡土状态

条件下维持乡村治理的重要基础。”温铁军说，推进乡村建设与治理，

要立足农村中的社会资源，而不能按照城市发展逻辑破坏现有的社

会资源。此外，也不能照搬西方尤其是殖民化大陆的经验。“当前最

为紧要的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形成有主体性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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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建议，要不断增强农民在乡村建设与治理中主体作用。

在此基础上，把农村的组织、经济、治理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通

过建立起适应农村的组织制度、治理制度以及发展需要的经济制度，

使经济建设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有力支撑社会治理，最终

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 

仇保兴提醒，要警惕用城市的办法消灭村庄、合并村庄，将村

庄改造成城市社区的做法。这种做法是对农民、对原有社会资本的

摧残，与走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乡土文化资源特征的现代化道路

是完全背离的。 

乡村建设与治理要综合施策 

“乡村建设与治理离不开农业的现代化。”保育钧认为，工商资

本下乡在推进乡村建设与治理、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中具有重要

作用，要让工商资本下乡，既需明确产权，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

也需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此外，还得培养一批现代农业经营者，

形成一批包括种田大户、专业生产合作社、家庭农场在内的多种形

式的经营主体。 

廖晓义认为，完善乡村建设与治理，既需修复乡村社会组织，

也需激活乡土文化。廖晓义结合自己开展乡村建设与治理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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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由其主导的、以乡村文化建设为基础的“一站两会三院六艺”

新兴乡村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