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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专家、学者、政府官

员以及其他农村外部群体纷纷出谋划策。但作为主人

公和受益者的农民却在这场关乎切身利益的大战略讨

论中集体失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尊重广

大农民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1]。因此，本研究选择贵州省T市的4县8村（行政

村，含2个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调研地点，发放调

查问卷326份（回收有效问卷313份），围绕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20字方针深入挖掘农民群体对乡村振兴的

认知与渴求，用以丰富主体视角的乡村振兴研究。

1　农民眼中的产业兴旺

1.1　农民对产业兴旺的理解

T市农民对“产业兴旺”的理解体现于碎片化场

景。他们认为，打造出本土特色优势产业、农业龙头

企业联农发展、就近务工就是产业兴旺，甚至不少农

民将“新技术”作为对“产业兴旺”的最朴素理解。

1.2　产业兴旺的多元性需求分析

1.2.1　不同县区农民对产业兴旺的需求差异

在农业生产最亟须解决的困难方面，劳动力不

足、资金投入不足、缺少技术分列前三，基础设施差

和销售困难紧随其后，见表1；在发展农业的途径方

面，农业科技和耕地保护利用是农民最优先考虑的两

项，见表2。

表1 农业生产最亟须解决的困难（不同区县）（单位：%）

缺少资金
投入

劳动力
不足

缺少
技术

农业基础
设施差

销售
困难

合计 28.2 30.2 24.0 10.1 7.5

A县 31.3 31.3 20.0 6.3 5.0

B县 28.6 32.1 21.4 11.9 6.0

C县 29.2 27.8 26.4 9.7 6.9

D县 22.1 27.3 27.3 11.7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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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发展农业的途径（不同区县）（单位：%）

提高农产
品价格

降低生产
资料价格

改善农业
基础设施

发展农业
科技

发展农产品
加工业

合理保护利
用耕地

提高农民
素质

调整产业
结构

A县 38.8 45.0 41.3 57.5 41.3 45.0 30.0 38.8

B县 34.5 29.8 33.3 50.0 41.7 69.0 34.5 33.3

C县 52.8 55.6 72.2 51.4 59.7 55.6 33.3 29.2

D县 46.8 50.6 61.0 70.1 63.9 57.1 46.8 36.4

1.2.2　不同年龄农民对产业兴旺的需求差异

青年人，中年人及老年人受各自身体状况、家

庭生计、经验及背景等因素影响，在决策及观念上

常常存在差异[2]。研究将农民分为30岁以下、31-40

岁、41-50岁、51-60岁、60岁以上5个年龄段，考察

不同年龄农户的认知差异性。结果显示：60岁以下农

民认为最限制农业生产的是缺少技术（占比达各年龄

段样本量的70%以上），60岁以上的农民则认为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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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农业生产的是劳动力不足（比例高达85.7%）。在

期望政府助力方面，30岁以下的农民将“解决市场销

售问题”作为首选，30岁以上的农民希望获得“资金

支持”，资金诉求在60岁以上农民中占比最大（高达

70%）。

1.2.3　不同文化程度农民对产业兴旺的需求差异

如表3所示，85.3%文盲程度的农民认为农业基

础设施差制约了农业生产，而本科文化程度的农民则

认为是技术因素制约了农业生产。农业生产中最亟须

解决的困难方面，随着文化程度的提升，农民对现代

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强调也逐渐提升，对资金投入的看

重则逐渐下降。

表3 制约农业生产的因素与亟须解决的困难

                  （不同文化程度）      （单位：%）

缺少资
金投入

劳动力
不足

缺少
技术

农业基础
设施差

销售
困难

制约农
业生产

因素

文盲 62.5 75.0 85.3 85.3 25.0

小学 59.2 66.2 84.5 45.7 28.1

初中 59.3 62.8 82.6 47.7 34.9

高中或中专 43.2 62.5 77.3 36.4 36.4

大学以上 42.3 67.3 76.9 34.6 40.0

亟须解
决困难

文盲 18.8 43.8 6.3 31.3 0.0

小学 33.8 28.2 18.3 15.5 2.8

初中 34.9 29.1 17.4 11.6 7.0

高中或中专 26.1 26.1 29.5 8.0 9.1

大学以上 19.2 21.2 30.8 5.8 23.1

1.2.4　示范村与非示范村农民对产业兴旺的需求差异

示范村村民认为，目前制约农业生产的首要因

素是缺少资金，而非示范村认为制约农业生产的首

要因素是劳动力不足。对于发展农业的途径，示范

村强调发展农业科技（高于非示范村5%），非示范

村主张改善灌溉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高于示范村

10%）。总体来看，非示范村对农业产业现代化的发

展需求更旺盛，在降低生产资料成本、提高农民素质

和调整产业结构的意愿上均高于示范村（见表4）。

2　农民眼中的生态宜居

2.1　农民对生态宜居的理解

T市农民对“生态宜居”的理解表现为规划合

理、生活便利、干净整洁、生态和谐4个部分。“规

划合理”指村庄房屋规划统一，街道干净整洁、道路

宽敞；“生活便利”指“有公交，出行方便”，生活

设施全；“村容整洁”指居住环境干净整洁，无环境

污染，垃圾处理有序，“厕所改革”卓有成效；“生

态和谐”指就地取材打造绿色生态的人居环境并体现

传统乡土文化风貌。

在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中，农民对生态宜居的

关注程度排在第三。在重要程度排序中，将生态宜居

排在第二位的比例最高，为34.5%。

2.2　生态宜居的多元性需求分析

2.2.1　不同县区农民对生态宜居的需求差异

研究发现，对生态宜居的需求受各县资源禀赋

表4 发展农业的途径（不同类别村庄）（单位：%）

提高农产品
价格

降低生产
资料价格

改善农业
基础设施

发展农业
科技

发展农产品
加工业

合理保护
利用耕地

提高农民
素质

调整产业
结构

示范村 41.1 45.2 50.7 57.5 53.4 42.4 28.8 32.5

非示范村 43.3 49.2 60.4 52.9 50.4 40.6 38.3 41.1

差异所影响，并无显著规律可循。例如A县样本村因

仅有一个垃圾转运点，垃圾桶覆盖率低，因此期望改

进垃圾乱扔、乱倒的比例最高（45%），超过其他村

近20%。C县的两个村都认为改善厕所的卫生条件最

为迫切（58.3%），因为厕所卫生条件差导致下雨天

污水横流，极其影响生活环境。

2.2.2　不同年龄农民对生态宜居的需求差异

在这方面，不同年龄段农民的需求迥异。30岁

以下、31-40岁、41-50岁3个年龄段的农民将“规划

设计”排在首位。而50岁以上的农民则认为“资金投

入”是改善人居环境的首要因素。年纪越小的农民越

看重“规划设计”，年岁越长的农民越看重“资金支

持”与“村干部组织”。这折射出年轻农民见多识

广、与时俱进，更偏向以科学的规划设计引领人居环

境改善，而年长的农民则更看重社会资本带来的金融

投入和外部力量。

2.2.3　不同文化程度农民对生态宜居的需求差异

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认为改善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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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倚重是资金投入；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

民认为改善人居环境最重要的倚重是科学规划与设

计，大学以上农民选择此项的比例最高（46.2%）。

研究同时发现，文化程度越低的农民越把希望寄托于

村干部（见图1）。

图1 改善人居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不同文化程度）

2.2.4　示范村与非示范村农民对生态宜居的需求差异

示范村和非示范村分别将改进街道路况和厕所

卫生条件视为最亟须改进之项。另外，非示范村改善

人居环境的意愿更迫切，除了街道路况差和房屋规划

凌乱两项外，非示范村有2/3的人居环境改善诉求高

于示范村（表6）。

表6 最亟须改进的人居环境（不同类别村庄）

（单位：%）

垃圾
乱扔
乱倒

房屋
规划
凌乱

街道
道路

状况差

厕所
卫生

条件差

工业污染
严重

村落
绿化

美化差

示范村 24.7 19.2 31.5 12.3 0.0 12.3

非示
范村

27.9 13.3 21.7 29.6 4.3 16.3

3　农民眼中的乡风文明

3.1　农民对乡风文明的理解

农民眼中的“乡风文明”就是让农民文化素质

得到提升。同时，移风易俗、弘扬传统文化、拒绝铺

张浪费也是“乡风文明”。建设“乡风文明”就是要

在村内建设有文化娱乐设施，丰富村民的闲暇生活。

3.2　乡风文明的多元性需求分析

3.2.1　不同县区农民对乡风文明的需求差异

在文化活动需求方面，举办表演的选择比例是4

个区县中最高的，足见农民对大型文化活动的渴求。

图书借阅位居第2，这也反映出T市农民对知识价值和

重要性的认可（见图2）。

图2 不同县区农民对文化活动的期望

在农村公共文化设施需求方面，娱乐设施、体育

健身设施、图书馆是农民的最主要需求（见图3）。

图3 不同县区农民对公共文化设施的期望

在对乡风文明建设的期望方面，农民最想举办

的活动是“开展培训活动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等”

（65.5%），其次是“改变农村黄、赌、毒等不良风

气”（39.9%），再次是“丰富法制知识，保护农民

权益”（35.5%）。4个县的样本在提高农民科学文化

素质方面的比例都是最高的，这说明农民日益注重自

身的能力建设和不良风气、生活环境的改善，而不仅

仅是娱乐至上，凸显当前我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初步成

效。

3.2.2　不同年龄农民对乡风文明的需求差异

各年龄段的农民最期望看到的都是表演节目等

表5 改善人居环境的需求（不同年龄）（单位：%）

30岁以下 31-40岁 41-50岁 51-60岁 60岁以上

规划设计 41.4 34.2 29.6 25.0 14.3

资金支持 20.0 28.1 26.8 31.8 28.6

村干部
组织

12.9 14.0 16.9 20.5 50.0

增强农民
意识

25.7 23.7 26.8 22.7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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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并且随着年龄增大，选择的比例逐渐攀升。在

广场舞和棋牌两项活动方面，年纪越大对其需求度越

高。在最想参与的活动方面，年纪越小的农民越期望

参加体育类比赛和图书借阅活动，年纪越大的越期望

参加棋牌、表演节目和跳广场舞等活动。

31.4%的30岁以下农民最希望获得的文化活动设

施是图书馆，这一比例高于其他年龄段至少10个百分

点。青年农民对体育健身设施及室外公共活动场所选

择率最高，相对地，上年纪的农民更倾向选择室内公

共活动室。

3.2.3　不同文化程度农民对乡风文明的需求差异

37.5%的文盲农民最希望参与的文化活动是跳

广场舞，其次是举办表演和棋牌类活动（比例均为

25%）。由于文盲多数是老人，以上3种活动可同时

满足他们对文艺娱乐和强身健体的诉求。初中和小学

文化的农民最想参加的活动是表演节目活动，比例分

别为31.4%和28.2%。高中文化以上的农民最希望参

与的是体育比赛类活动。因为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多以

年轻人为主，他们更倾向体育类活动。研究还发现，

农民文化程度越高，越希望参与图书借阅等活动。在

借阅期望率方面，大学文化以上的农民为28.8%，高

中（中专）文化以上的农民为17%，初中文化以上的

农民为2.8%，小学文化以上的农民为2.3%。另外，

对文化娱乐设施的渴求与农民的年龄及其最想参与的

文化娱乐活动类型高度相关。文化程度越高，选择图

书室与体育健身设施的比例越高。文化程度越低，选

择室内公共活动室与娱乐设施的比率越高。

3.2.4　示范村与非示范村农民对乡风文明的需求差异

示范村与非示范村农民在希望举行的文化娱乐

活动方面表现出相似性。在最想参与的活动方面存在

些许差异，示范村农民更希望参加体育类竞赛活动，

而非示范村农民更希望参加棋牌类活动。示范村和非

示范村希望获得的公共文化活动设施基本一致，均为

健身器械、文娱设施和图书借阅室，这几项的选择比

重都在20%-30%之间。

4　农民眼中的治理有效

4.1　农民对治理有效的理解

调研发现，农民理解的“治理有效”与基层政

府和村干部的作为有关。在他们眼中，基层政府应发

挥领导作用，帮助建设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村集体、

村经济文化组织，并提供各类适宜的培训。村委干部

要“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让老百姓有获得感

和幸福感。研究调研主要围绕T市农民的组织化需求

和培训需求展开。

4.2　治理有效的多元性需求分析

4.2.1　不同县区农民对治理有效的需求差异

在组织需求方面，目前T市农民的自组织程度

相对较低，34.8%的调查样本甚至表示不知道或者村

里没有任何农民组织。至于期望加入的组织类型，

51.4%的农民首选专业技术协会或组织。排在第二和

第三的是文艺类协会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选择比例

分别为38.0%和37.7%。总体来看，专业技术协会和

文艺类协会这两类组织是4个县的共性选择。

在培训类型需求方面，农民对种养殖技术、职

业技能、法律知识、健康卫生和电脑网络等方面的培

训需求均比较旺盛。选择比例最高的是种养殖技术

培训（55.6%），其次是法律知识培训（54.0%），

再次是职业技能培训（45.0%），电脑网络培训

（44.4%）和健康卫生培训（43.8%）分列其后。

4.2.2　不同年龄农民对治理有效的需求差异

在组织需求方面，年纪越小的农户越追求经济

功能，年纪越大的农户越追求娱乐功能。30岁以下

的农户中有53.4%期望加入专业技术协会或组织，有

45.7%愿意加入经济类农民合作组织，有30%期望加

入基金或者信贷组织，且这3项选择的比例均高于其

他4个年龄段的农民。年纪越大，农民期望加入文艺

类协会或组织的愿望就越强烈。这类协会组织被60岁

以上农民所钟爱，占比高达64.3%。

在培训类型需求方面，年龄越大，需要种养殖

技术培训的农民越多。年龄越小越不看好务农前景，

甚至不愿参与任何种养殖技术培训。但对职业技能与

法律知识的需求却呈现年龄越小需求越大的趋势。可

见，年轻农民需要的技能培训服务于拓宽增收渠道，

年老农民需要的技能培训服务于顺利开展农业生产。

4.2.3　不同文化程度农民对治理有效的需求差异

在组织需求方面，研究发现，文化程度越高的

农民对专业技术合作组织、基金、信贷等经济组织的

需求越高，二者成正比。相反，文盲农民参加文艺类

组织的意愿则更高，占比达到43.8%。同时，文化程

度越低，越不愿意参加任何类型的组织。例如文盲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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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愿意参加任何类型组织的比例有12.5%，远高于

大学文化程度以上的农民（5.8%）。

在培训类型需求方面，以农业生产为生计的小

学文化程度以下的农户迫切需要种养殖等技术培训。

出于期望拓宽增收渠道，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户对职业

技能培训、电脑网络培训的需求最大。高中以上的农

民最希望参加法律知识培训，期望通过学习法律知识

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随着文化程度的提

升，关注健康卫生的农民比重也呈现逐渐增加态势。

4.2.4　示范村与非示范村农民对治理有效的需求差异

在期望参加的组织类型方面，示范村和非示范

村的村民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差异性，只是每一种组

织的参与意愿上，示范村村民均略高于非示范村村

民。在最亟须的培训类型方面，两类村庄村民的期望

同样没有明显差异。

5　农民眼中的生活富裕

5.1　农民对生活富裕的理解

实地考察发现，脱贫攻坚后，T市农民的整体生

活水平显著提高，家庭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储备不断

提升，80%以上的家庭拥有新修建房屋。但他们在生

计方面依旧脆弱，传统生产方式仍旧是家庭收入的主

要倚仗。另外，与农民家庭生产、生活、生计密切相

关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

就业）仍然供给不充分，对他们的生活造成整体性和

持久性负担，也成为农民身体素质、文化素养、生活

品质提高的阻碍。

5.2　生活富裕的多元性需求分析

5.2.1　不同县区农民对生活富裕的需求差异

当 前 ， 农 民 需 要 的 增 收 方 式 排 序 为 务 工

（39%）、创业（29.1%）、农业生产（23.0%）、其

他（6.1%）和养殖业（2.9%）。不同区县因主导产

业、地理区位等因素的影响，其期盼的增收途径存在

着明显差异。经济条件优渥的区县，农民市场意识更

强，例如B县选择创业的农民比例最高，选择农业生

产的比例最低。D县农民选择依靠农业生产增收的比

例远高于其他3个县，缘于农业是该县农民的主要收

入来源。

在亟须政府解决的生活困难方面，4个县存在显

著差异。A县农民期望以务工来增加收入的比例是最

高的，更希望政府提供适宜的工作岗位。由于经济基

础良好，B县农民期望政府帮助解决看病贵、看病难

的问题（该县选择不需要任何帮助的农民数量也是

最多的，达23.8%）。C县农民选择看病贵、看病难

的比例远高于其他3个县，多数农民表示医疗负担过

重。D县是农业县，农民选择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的

比例高出其他3个县10%以上。

5.2.2　不同年龄农民对生活富裕的需求差异

随着年龄下降，选择依靠农业增加收入的农民

比重逐渐降低，这与国内农业生产老龄化、非农就业

年轻化的整体趋势吻合。同时，各个年龄阶段的农民

中选择务工增收的比例都超过35%。T市的调查结果

显示：老年农民受限于教育程度和视野眼界，往往倾

向于选择保守、稳妥的主业。而青年农民思维活跃，

见识更广，不将农业视为唯一出路，增收方式也更丰

富。

5.2.3　不同文化程度农民对生活富裕的需求差异

文盲农民依赖的增收方式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

（50%）和外出务工（43.8%）。初中农民的选择是

外出务工（40.7%）和创业经商（33.7%）。高中文

化农民倾向通过创业增收的占比35%。大学以上文

化程度农民计划通过其他来源增收的占比17.3%。可

见，文化程度越高，增收渠道越广；文化程度越高，

增收方式越远离农业生产。

在需要政府帮助方面，医疗负担是不同文化程

度农民的共性难题。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将

其列为首选，高中及以上的农民也将其排在第二。

此外，文盲农民希望解决养老问题的比重最大（约

37.5%）。

5.2.4　示范村与非示范村农民对生活富裕的需求差异

在增收路径方面，外出务工、创业经商、农业

生产是两类村庄农民的共性排序。在需要政府帮助

方面，示范村期望优先解决就业难题（24.7%）和

医疗难题（19.2%）；在非示范村，解决医疗问题

（29.2%）比就业问题（24.2%）更重要。需要注意

的是，受疫情及经济环境影响，农民非农就业遇到阻

碍，昂贵的医疗费用往往是其返贫的主要诱因。

6　结论

6.1　乡村振兴中农民最关心的问题

从宏观维度看，T市农民对乡村振兴关注度的排

序为“生活富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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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有效”，关注点呈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变

迁路径。这一结果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亚

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需求层次理论的

观点：人们优先关注与生命存续密切相关的物质生

活，解决温饱后再追求环境的舒适性，精神需求则

是高位需求。从微观维度看，T市农民最关心的是就

业、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

的重中之重[3]。T市农民对就业渠道和就业岗位的期

盼比重高达96.3%，这表明目前T市乡村产业的发展

成熟度和空间存有巨大提升潜力。在医疗方面，医

疗开支是目前T市农村地区大部分家庭的四大支出之

一1。因此，90.8%的T市农民希望“能够看得起病、

能够就近看病”。“担心一场大病又返贫”是不少农

民的共识，这表明T市农民对社会保障和城乡医疗资

源均衡配置的期望。在教育方面，75.9%的T市农民

认为教育负担沉重。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和教育资源

的上移迫使不少家庭为解决教育刚需去城镇购房，客

观上加重了家庭负担。与全国普遍情况略有差异的是

养老问题在T市的调研中表现得并不迫切，45.5%的T

市农民甚至将其紧迫程度排在农产品销售之后。

6.2　农民主体地位缺失与内生动力不足形成恶性互动

“农民主体地位缺失”的根源是“农民自愿让

渡主导权”。调研发现：实践中，由基层政府、驻村

工作队、第一书记实际主导，农民“形式参与”为背

书的乡村发展项目比比皆是。九成的农民认为乡村振

兴是政府或村委会的责任，甚至半数村干部也认为乡

村振兴要“看上头”。八成以上的农民表示愿意参与

乡村振兴建设，但其本意仅仅是作为“群演”配合和

支持“上面”的工作，另外二成农民甘当甩手掌柜

“坐享其成”。内生动力不足不但增加了基层村民自

治组织协调、组织、动员农民的工作难度，也加速了

村庄共同体、共同体意识和农民主体意识的瓦解与淡

化，又进一步催生农民“不做主”“不参与”的躺平

局面。

6.3　农业前景悲观情绪中蕴含着农业现代化发展的

火种

受产业方向不清晰、劳动力匮乏、比较收益低

的困扰，T市农业发展前景呈现“悲观化”“离土

1　被调研农民在消费内容上的选择比例：生活支出（98.7%）、
教育支出（73.8%）、生产支出（65.8%）和医疗支出（55.6%）

化”“老龄化”特征。七成农民不看好农业的发展前

景，四成农民考虑外出务工，三成农民经商就业，三

成农民坚守农业（老年劳动力占比51.9%）。然而，

也应看到部分专职农民和兼业农民对产业兴旺的理解

虽然朴素，但其诉求基本围绕市场主体、优势产业、

产业链价值链融入、技术创新展开，且对扶持资金、

技术支持、销路渠道表现出额外的关注。特别是非示

范村对农业现代化和产业融合的发展需求明显更旺

盛，展现出了T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底层生命力。

6.4　示范村的示范价值需要重新审视

调研发现，T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在资源禀赋、产

业经济、基础设施等方面相较非示范村具有明显优

势。村民对乡村振兴的了解程度和对基层自治、公共

服务、村干工作的满意度也明显高于非示范村村民。

但研究同时发现示范村的示范价值需进一步评估，因

为：一是示范村发展基础良好，又有各种政府资金、

项目、资源持续保驾护航，其发展路径、发展模式、

发展资源难以被非示范村学习和模仿，偏离了“示范

引领”的政策目标[4]；二是示范村的存续是地方政府

不容失败的政治任务，其“政绩造景”的效果往往需

要持续的投入予以保障，这极易对周边非示范村产生

虹吸效应；三是悬殊的资源分配和过度的宣传造势，

有可能激起非示范村村民的不满和“仇富”心理，影

响干群关系。因此，乡村振兴示范村的示范作用和效

果评价应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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