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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

农村环境内发性治理的社会机制研究

蒋培

(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农村发展的重要契机，而农村环境治理是

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环境问题早已成为乡村社会持续发展的障碍，如不能很好地治理农

村环境污染，乡村振兴也无从谈起。通过对浙江里家村的实地调查和相关学术理论的梳理，形成农

村环境“内发性治理”的概念。该概念认为农村环境治理应体现“中和位育”的治理理念，充分发挥农

民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以及农村环境治理应回归乡村生活主体。只有发动农民参与环境治

理，才能找到一条符合当地农民生产、生活特点的环境治理路径，保护农村环境的同时也能顾及农民

生活的需要。在此基础上，理解农 村 环 境 内 发 性 治 理 方 式 产 生 背 后 的 社 会 逻 辑，掌 握 农 村 生 产、生

活、生态“三生统一”目标实现的社会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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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着手开展各类环境治理工

作，但当前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面临诸多问题。在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法制社会的框架下看

问题，文本规范与实践规范相分离是环境污染的主要症结
［1］，政府“碎片化”的环境治理模式难

以对应环境的整体性
［2］，“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激励模式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相当有限

［3］，以

及国家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存在内在矛盾
［4］

等等。已有研究表明，政府环境治理存在失灵

现象，难以有效地应对农村环境问题。
从实践层面来看，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也遇到不少困境，难以与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有效

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当前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模式存在“一刀切”问题，倾向于简单化、单一

化处理环境污染，难以真正有效地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当前农村环境治理方式偏重于

“治”而忽视“用”，主张利用技术手段来解决所有环境问题，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所以，在中

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强调环境治理的背景下，重视农村环境治理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只把农村

环境作为治理对象来进行处理会出现“过犹不及”“走向极端”的现象，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在浙江多地展开实地调查，并结合社会学理论进行归纳、总结，依据农

村自然条件、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地方文化等特点提出内发性治理概念。本文将以浙江西部村

庄———里家村①为研究案例来展开分析，具体阐释农村环境内发性治理概念的形成过程与解释

框架。里家村位于杭州市西郊常宁县，属于山区村落，距离县城大约 3 小时车程。全村现有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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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共 1275 人。里家村大部分农民以种植蔬菜、苗木和养殖石斑鱼等为生计方式，少数村民从

事农家乐经营。笔者在里家村进行多次实证调查，通过现场体验、深度访谈等方法来获取第一

手材料，总结、提炼该村应对农村生活污染的治理经验。以里家村的环境治理实践为蓝本提出

内发性治理概念，强调环境治理应回归乡村生活主体，发挥农民主体性作用，从农民的生产生活

需求出发来治理环境污染。

二、农村环境治理困境

结合前期理论研究与实地调查，笔者发现农村环境治理面临着一系列困境，有待突破。
( 一) “一刀切”的政府主导型治理

当前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仍以政府推动为主，易出现“一刀切”、治标不治本等问题。从东部

沿海较早开展农村环境治理的地区来看，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是应对农村环境问题的主要方

式。地方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 制 来 落 实 环 境 治 理 目 标 与 推 动 农 村 环 境 治 理 工

作，并利用政绩考核方式来衡量各行政村的环境治理成效。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具有推广面

宽、效率高、责任明确等特点，但也会因为适用性差、成效低、公众参与不足等缺点使农村环境治

理流于形式，无法有效应对环境恶化局面。现阶段乡村社会特性决定了无论是消极的“简约治

理”路径或是单向的政府介入路径都无法实现基层的有效治理
［5］。

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忽视农村环境的复杂性。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环境问题具有长期

性和复杂性
［6］。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提到，政府机关倾向于简单化、清晰化的测量工

具，更容易用来操纵和控制
［7］。具体分析来看:一是农村自然条件、社会状况和城市存在较大差

异，不能简单地套用城市环境治理模式来治理农村环境问题;二是不同农村之间存在差异，环境

治理需要区别对待。在浙江里家村调查过程中，笔者对当地村民访谈时了解到，在新农村建设

最初阶段，地方政府按照上级政府要求推行农村生活污水的截污纳管工程，把全村所有农户的

化粪池都接入污水管道与污水池来处理生活污染。但是迫于工程资金投入太大，村庄没有足够

资金来建设所有基础设施，又面临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压力，只能先完成一些沿街、沿路农户的污

水管道铺设和污水池建设，以此来应付上级政府检查。正是基于政府主导型治理与政绩考核的

压力，不少农村只能做一些形象工程、表面工作来应付上级政府检查，这将导致农村环境治理陷

入更大的困境。
( 二) 重“治”不重“用”的治理方式

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存在重“治”不重“用”的错误理念。从历史上来看，农村社会并不存在

严格意义上的环境问题，传统时期农村生产生活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遵循着物尽其用原则，日

常生产生活产生的废弃物都得到有效利用，农村社会形成了一个“有垃圾无废物”的循环系统。
陈阿江根据太湖流域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传统乡村社会垃圾处置制度:第一，人不能吃的，往往

留给家畜家禽做饲料。第二，不能做饲料的，尽量做燃料。这不仅是为柴灶添一把火，而且也是

清洁的需要。第三，既不能做饲料也不能做燃料的，通常被送到灰堆去，积少成多堆成肥
［8］。但

随着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药、化肥、地膜使用量不断增加;大量新型工业包装等进入农

村，农村自然环境无法消纳新型垃圾，导致农村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基于此，单一的垃圾外运

处理方式逐渐成为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应对手段，就连菜梗、树叶等有机物都被丢入垃圾桶，寻

求集中处理，传统农耕社会的循环利用方法被抛弃。
然而，重“治”不重“用”的治理方式在农村环境治理中面临不小的阻力。一方面，重“治”不

重“用”的治理方式难以从物质、能量循环入手 来 实 现 资 源 的 最 大 化 利 用。例 如，各 种 牲 畜 粪

便、人粪尿等再难以返还到田地中，而被当作污染物来进行处理。这种治理方式不仅造成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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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资源的浪费，也导致环境污染状况的加重。另一方面，从环境治理成本来分析，重“治”不重

“用”的治理方式耗费巨大成本，难以形成可持续的治理模式。笔者在浙江里家村调查时了解

到，全村进行生活污水截污纳管工程建设时基建费用就高达 2000 多万元，还不包括日常运行和

维护的费用等。这种高成本的环境治理投入，对大部分农村来说都无法承担，也难以长期维持

下去。可见，农村环境治理不能简单照搬城市环境治理的思路，而应寻求污染物的自然净化和

利用最大化，比如种植业和养殖业之间的结合、生产与生活之间的循环等
［9］。

( 三) 偏向技术的治理手段

重视技术主义是农村环境治理的另一种倾向，这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生态现代化理论

学者约瑟夫·胡伯( Joseph Huber) 指出，随着现代经济社会与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各种发展过

程中的问题例如环境问题能够通过技术手段来予以应对
［10］。甚至出现了“技术万能论”观点，

即认为技术治理方式可以解决所有环境问题。但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正面效应，也可能

产生负面效应。
偏重于技术主义的治理方式容易产生不良的影响。一方面，技术手段容易忽视农村社会的

实际情况。农村环境治理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开展农村环境治理，需要

具备系统、全面、综合的审查视角来看待环境问题。技术主义过于重视工具理性，而忽视了人的

能动性。近些年，国内垃圾焚烧厂建设数量越来越多，相应的垃圾焚烧技术也越来越成熟，但由

于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等方面未做到位，导致出现很多反焚烧运动，垃圾焚烧厂建设遭遇不小阻

力。这也使得政府推行垃圾减量化处理面临很大的困境。另一方面，单纯依赖环境治理技术也

容易引发一些新问题。新技术虽然可以应对很多环境污染，但也可能产生令人难以察觉的新问

题。例如，农村生活污水通过生化处理来降低污染物的环境影响，但是这种技术处理方式并不

完善。有专家提出处理后的生活污水虽然满足了技术指标上的排放要求，但仍有可能改变地表

水和地下水的水文系统，出现新的问题。
可见，技术手段对环境治理只能发挥有限作用。技术对减少当前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影响

是有限的
［11］。基于对东部沿海农村地区多次的实地调查以及环境治理理论的梳理，笔者认为，

当前农村依托以技术治理为主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方式虽然在环境治理初期会有不错的治理成

效，但从长远来看仍难以达到精细化、针对性管理的要求，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

三、环境内发性治理概念的形成

笔者提出环境内发性治理模式最早是受实地调查案例启发。笔者在东部沿海农村地区进

行长期环境污染调查时发现，部分村庄在应对农村环境问题时并不是简单地按照上级政府要求

来进行治理，而是在政策制度之下又有当地村民自己的创造。例如，在浙江里家村调查时，村民

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对已有的治理方式进行了改良，从而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的共赢。
21 世纪初，浙江省开始重视农村环境污染治理，陆续出台一系列环境治理政策、制度，并实

施相应的环境治理工程来应对环境污染。在全省农村环境治理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浙西常宁

县也出台了具体的农村环境治理政策，来推动当地开展新农村建设与环境整治工作。里家村在

上级政府的政策要求与财政支持的背景下，于 2009 年 5 月开始动工建设全村的污水管道与污

水处理池。整个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完全按照政府制定的方案进行设计与施工，把每家每户的化

粪池都接入污水管道，并通过污水管进入污水处理池，通过生化处理技术来处理生活污水、生活

垃圾等。这项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的实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前后几个阶段资金总

投入达 2000 多万元，同时还需要花费大量经费来维持污水处理设备的日常运行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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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府主导型污水处理工程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推广逻辑，并没有考虑农村社会的实

际情况与农民的需求。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实现日常运行后，里家村村民发现污水处理设施虽然

能够处理生活污水、厨余垃圾等，但也导致原有农业生产所需的农家肥失去了来源，人粪尿、厨

余垃圾、牲畜粪便等都通过管道进入污水处理池进行生化处理。这使当地农民无法获得足够的

农家肥来种植苗木、蔬菜与养殖鱼苗，对农业生产与农民经济收入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为解决上述问题，里家村村干部等地方精英向高校技术专家请教技术，组织村民搞沼气池

试验。经过多次尝试，2010 年里家村开始建设 第 一 批 10 个 沼 气 池 来 处 理 生 活 污 水 和 生 活 垃

圾，沼气池建设费用都由村里来负担。随着 2010 年里家村沼气池使用带来的良好效益，2012
年全村又新建了 30 个沼气池，每个沼气池花费大约 7000 多元，村里给每个沼气池补贴 5000 ～
6000 元，其余 1500 多元则由村民自己承担;2013 年村里又新建 50 ～ 60 个沼气池，由于有了中

央项目支持，村民自己用于沼气池建设的费用有所减少。至今，全村共有 150 个沼气池，大约有

250 多户农户使用①。有的是一户农户一个沼气池，有的则是二三户农户共用一个沼气池。沼

气池的引入不仅实现了农村环境保护的目的，也满足了当地农业生产的需求，实现了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
沼气池的使用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效益。第一，厨余垃圾、人粪尿、牲畜粪便等日常生活可腐

烂垃圾都进入沼气池进行发酵处理，避免了生活污染的可能性。从沼气池的处理效果来看，有

效地实现了垃圾的减量化。根据里家村村干部反映，随着厨余垃圾、人粪尿、牲畜粪便经过沼气

池发酵处理，总量上减少了一半以上的生活垃圾，提高了垃圾处理率。第二，沼气池的引入是一

种清洁能源的推广，通过发酵处理，沼气可以被当地村民作为生活燃料来使用，减少了其他能源

的消耗。沼气作为燃料进入当地村民家中，可以满足日常家庭生活所需。笔者从实地访谈了解

到，一个 8 ～ 12m3
大小的沼气池产生的沼气可以满足普通三口之家日常生活所需的燃料，不需要

额外的燃料来补充。第三，经过沼气池发酵后的沼液、沼渣可以被作为农家肥来使用，满足农民

种植蔬菜、苗木与养殖鱼苗等农业生产的需求。全村共有苗木 400 ～ 500 亩，主要品种包括红叶

石楠、南千足、红豆杉等。根据当地农民反映，沼液施肥的效果比化肥好，尤其是防病这一块取

得了较好的防治成效。此外，农户种植蔬菜也需要使用沼液、沼渣。
可以说，沼气池发酵处理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三者共赢。经过沼气池

处理之后的污水量大大减少，最后进入污水处理池的生活污水也减量不少。从实地调查情况来

看，使用沼气池的村民反映沼气池使用便捷且效益好，满足了农民农业生产的需求，也节约了日

常生活的经济投入。

图 1 里家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示意图

经过里家村村干部、村民的不断摸索与反复尝试，找到一条符合本村生产、生活特点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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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路径。这种从乡村生活主体出发，注重发挥农民自身主体性的环境治理方式就是一种“内

发性治理”。内发性治理着重突出三个特点:其一，强调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需要发挥农民的

主体性作用，其目的是回归乡村生活主体;其二，基于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而形成的环境治理方

式，紧密结合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体现“治”“用”相结合的治理方法;其三，传承中国古代传统

的中庸思想，不走极端，在人与环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体现“中和位育”的治理理念。环境

内发性治理在实现环境保护的同时，也能够满足当地村民生活所需。
环境内发性治理概念的提出，笔者也是受日本社会学家鸟越皓之“生活环境主义”理论和经

济学家宫本宪一“内在式发展”概念的影响。日本农村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也曾遭遇农业

面源污染与农村生活污染的困扰，经过长时间的环境治理才逐渐转变过来。“生活环境主义”
理论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的，鸟越皓之在调查日本琵琶湖环境治理过程中认识到生活环

境治理不能只从自然主义或者技术主义的角度来考虑，更需要结合当地居民的生活需求，从当

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视角出发来思考农村环境治理的模式。立足于农村居民生活需要这个出发

点构建起来的新型环境治理模式，鸟越皓之提出了“生活环境主义”的概念
［12］。“内在式发展”

(Endogenous Development) 则是指一种地区开发的形式，实行这种经济发展时，地区的企业、工

会或个人经由自发研究制定计划，主动进行技术开发，且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合理利用资源，

依据本地区文化特点，实现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的福祉
［13］。宫本宪一所倡导的内在式发展，与

外来型发展相对立，但是并不拒绝外来的资本和技术。只要本地区的企业、工会、公众组织、个

人和地方政府能够主动地进行研究，作出决定并付出努力，并不拒绝辅助性地吸收发达地区的

资本和技术。内发性治理吸收了上述两者的有益经验，重视从农村社会出发来思考可行的环境

治理方式，做到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协同发展。
比较来看，内发性治理概念与“生活环境主义”理论之间有相似点也有不同点。相似之处在

于，两者都强调需要从农村居民的生活需求出发来构建环境治理体系，需要回归乡村生活主体;

差异之处在于，生活环境主义仍注重政府或者外来者等主体来进行农村环境治理;内发性治理

则突出当地农民是环境治理的主体，发挥农民自身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这种

联系与差别是由中国、日本社会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一方面，中国、日本等东亚都是人多地

少、资源稀缺的国家，因此西方国家的环境治理模式难以有效地治理东亚国家的农村环境问题。
生活环境主义与内发性治理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环境保护的同时也应满足人的生活

需求。另一方面，中国与日本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不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

中国社会的主体，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发挥农民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不仅契

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
环境内发性治理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但并不排斥政府参与其中，两者在互动中保持

动态平衡。从当前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状况来分析，大部分农村地区不仅没有主动进行环境治理

的动力，也没有相应的资金与管理能力来自发地开展农村环境治理，因此，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

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是维持农村环境内发性治理的重要基础。从东部沿海地区

的调查情况来看，农村环境治理已经走过初期基础设施大投资、大建设、粗放式管理的阶段，现

在更需要的是在政府管理基础上来进行差异化、精细化与持久性治理，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
即便如此，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依然有着重要作用，仍需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加强环境

治理的监督以及出台环境管理政策和制度等来促进农村环境治理工作不断向前推进。最终，在

政府环境管理基础上融入村民自主的环境治理实践，提高农村环境治理的效率，实现精细化管

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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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村环境内发性治理的解释框架

农村环境内发性治理的一大特点就是重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和体现“中和位育”的治理理

念。农民在农村环境治理中有着天然的优势，能够积极、主动地结合农村生产、生活情况，创建

一种符合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要求的治理模式。环境内发性治理“中和位育”的理念讲究

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生态之间的和谐相处，不能为了人类的发展而牺牲环境，也不能

为了保护环境而影响人的生活。
( 一) 主张人与环境和谐相处，体现“中和位育”的治理理念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就有“中和位育”之说。“中和位育”最先出自《中庸》，其开篇说:“喜

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潘光旦倡导“中和位育”的文化论。他揭示儒家关于“文以载道”
的几个原则:一是中庸而不固执一端，一是正常而不邪忒，一是有分寸而不是过或不及，一是完

整而不畸零，一是通达而不偏蔽，一是切实而不夸诞
［14］。费孝通对于“位育”的理解，更多是从

社会学、人类学角度来分析。他用“相配”和“位育”概念来概括经济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并

考察了这种关系的变迁与重建。这种“中和”的观念在文化上表现为文化宽容和文化共享。之

前提出的有关人类学要为文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做出贡献
［15］。以

“中和位育”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农村社会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一直以来主导着农

民的思想观念，进而对农民的日常行为有着重要影响。所以，在农村社会秉持“中和位育”的环

境治理理念具有天然的社会基础，容易激发出农民参与村庄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内发性治理较好地体现了“中和位育”的思想理念，注重从农村环境和农民生产生活出发来

构建合理、有效的环境治理方式。比较政府主导型治理和内发性治理，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管

理模式更多地依赖于科层制度，缺乏灵活性管理的优势，对存在差异性的农村社会进行“一刀

切”的管理。这类管理方式难以顾及农村、农民、农业的真实情况，无法开展具有针对性的环境

治理。而内发性治理则是立足于农村社会，从农民的生产生活出发，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让

农民自己进行选择与构建合理的环境治理方式，不会因为环境治理而使农民失去美好的品质生

活。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大部分农村都难以做到这一点。例如，有些村庄为了治理农村生活

污染启用各种工程技术手段，虽然有效地解决了环境问题，但也浪费了各类可利用的物质资源，

以至于农民还要花费额外的经费去购买替代品。因此，农村环境治理应尝试一些“折中”的治

理方案来应对环境污染，而内发性治理就是一种相对“折中”的环境治理方式。
( 二) 地方精英组织农民参与环境治理

从内发性治理方式来分析，农民应是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农民 内 部 又 可 以 分 为 几 个 层

次:先进者( 地方精英)、普通农民、落后者。先进者在整个农民群体中占少数，一般不到全部村

民的 10%，他们往往最先接触各种外来信息，个人经历也比较丰富，富有冒险精神，有组织力和

领导力，是集体行动的重要发起者。普通农民不具有很强的冒险精神，不敢于尝试与创新，只有

追随先进者才有尝试新事物的勇气，占总体的 70% ～ 80%，是农村社会的主体力量。落后者更

不善于接触新事物，一般到最后才开始接受新的事物，少数人甚至被排除在村落社会之外，占

10%左右
［16］。内发性治理需要先进者的领导与组织，大部分村民参与其中，探索符合大多数农

民利益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才能真正实现农民自身在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主体性。
因此，从内发性治理的实施主体来看，地方精英是组织者与领导者，在内发性治理过程中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地方精英的组织，大部分村民被组织起来参与环境治理，达到农民

自我管理农村环境的目的。在浙江里家村实地调查中笔者发现，村干部等地方精英在农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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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里家村的生活污水处理模式的改变与村干部有直接关联，村

干部认识到政府实施的生活污水设施难以满足农民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虽减少了环境污染，

却牺牲了农民的利益。所以，村干部通过自己掌握的资源与信息，引入合适的技术来处理生活

污水，并组织农民进行长时间的探索，找到适合本村实际情况的生活污水治理模式。农民经过

亲自使用之后，发现不同类型的沼气池之间的差异，根据本村生产生活和自然环境特点选择了

一款高效的沼气池。这种改变不仅带来了良好的生态效益，也满足了农业生产需求，还降低了

农民生活燃料、用电的成本。
我们村沼气池最早是 20 世纪 70 年代———集体化时搞过一次但没有成功。后来村

里搞污水处理工程，村里几个干部就想搞清洁能源的推广，村干部出去看的时候，碰到

了浙江某大学环境学院的一位教授，从他那边了解到沼气池的技术。搞沼气池的初衷

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对养殖污水的处理，农户散养牲畜数量多，养殖较粗放，污水横流，

严重影响周边环境 ; 另一方面，主要是清洁能源的推广使用，经过村干部考察之后认为

这种沼气池比较符合我们村的实际情况。所以，第一期组织村民共同参与搞了 10 个

沼气池进行试验，村民使用之后总体反映比较好，越来越多的农民想要建设沼气池，后

来就逐渐推广开来。
( 三) 探索符合农村生产生活情况的环境治理方式

内发性治理是以农民为主体，注重与农村的自然地理、社会结构、地方文化的结合。镇村居

民是具有特殊价值的生态环境治理主体
［17］。作为农村社会的主体，农民自身更了解农村发展

的历史与规律，也注重环境治理与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的有机结合。具体来看，一方面，农民生

活在农村社会，长期受当地环境、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早已养成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思想观

念与行为习惯。这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使得农民不容易接受外界环境较大的变化，所以环境治理

需要结合农民的观念特点、行为方式和农村的社会关系来进行选择。另一方面，农民也并不是

一成不变，乐于接受一些有益的现代治理技术。通过比较之后，农民会根据实际需要做出一些

改变，满足自身利益增长诉求的同时，把影响和风险降到最低。所以，只有立足于农民各项利益

诉求的治理手段，才有可能成为符合农村社会特点并发挥效用的“环境治理术”。
在里家村案例中，笔者发现当地村民在环境治理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作用。大部分村

民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对原有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改造，在污水处理环节上加入了沼气池，利用

沼气池发酵技术来处理生活污水与生活垃圾。此外，经过沼气池发酵之后剩余的沼渣、沼液还

可以作为蔬菜、苗木种植和鱼类养殖的重要原料，沼气则作为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燃料来源。
全村大约有 95%的农户由原来的老式马桶改为抽水马桶。在污水处理这一块，我

们也进行了改进。在原来的污水处理设施基础上加入了沼气池处理环节，提高了生活

污水的处理效率，也保证了农民农业生产的需要。对沼气池的选择，我们也是结合农

民的具体使用情况，从处理效率高、产气稳定性好、发酵池封闭性好等方面着重考虑。
现在抽水马桶的污水 治 理 分 为 四 个 集 中 处 理 点，沼 气 池 出 来 的 沼 液 会 进 入 污 水 处 理

池，高峰时间( 处理效率高时段) 的污水基本都是到沼气池过 ( 发酵 ) 一下，基本上都可

以处理掉，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太多污水产生，基本上都可以使用掉。到了冬天的时候，

农业生产所需肥料使用量减少，从而会有一部分进入污水处理池。现在主要是洗涤水

还会进入污水处理池进行处理。此外，我们村还组建了一支 7 人的沼气池维护队，经

过前期的专业培训，现在作为村内农户沼气池的维护人员，充分发挥农民自身的作用。
( 四) 平衡政府环境管理与农民自主治理的关系

内发性治理方式虽然强调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但与政府环境管理也紧密相连。政府作

为农村环境的主要管理者，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在环境管理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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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阶段，政府是重要的引导者，通过行政手段来推动农村环境管理工作的起步。第二，政府也是

重要的管理者与监督者。在农村环境管理的全过程中，政府始终是重要的参与者，对日常农村

环境事务进行有效控制，避免出现各种环境危害事件。第三，政府是环境政策、制度的制定者与

财政资金的支持者。农村环境管理的各项政策、制度都需要政府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来制定与

执行，同时，财政资金的支持是维持农村环境管理工作持续推进的重要动力，需要政府从国家与

制度层面上来予以重视。
从农民自身的角色来分析，内发性治理则是一种村民自治的表现。首先，在政府管理与村

民自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厘清政府与农村自治组织的职责，精简农村承担的行政性事务，切

实减轻农村组织的负担。使得农村自治组织有更多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与自我监督的灵活

性，提高农村环境治理的效率。其次，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环境管理组织的引导下，需要建立

完善的农村环境管理机制。通过农民的共同参与讨论、修订和遵守村规民约来形成良好的环境

自治机制，健全农民协商机制，推行相应的议事会、恳谈会等制度来共同商议环境治理方案。
因此，地方政府从“全能支配型”向“有限引导型”角色

［18］
转变的同时，农民作为农村社会

的主体，在环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保持政府环境管理与农民自主治理之间的平

衡，是实现农村环境内发性治理的关键内容之一。

五、结论与讨论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抓手，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

作用。乡村振兴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让农民过上美好生活，能够找到一

条符合农村特点的发展道路。生态与环境保护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当

前农村环境污染的现状，实现农村的生态宜居与农民的安居乐业。
概括环境内发性治理的特点:一是农民发挥自身主体性作用，实现“治”“用”结合。在农村

社会中，通过各类地方精英的组织与领导，大部分农民都被组织起来共同应对环境与经济对立

发展的问题。农民充分利用日常生产生活的实践经验进行最有效的环境治理，同时也优化配置

各类可利用的废弃物，实现循环利用的目的。二是实现农民自治与政府管理之间的平衡。乡村

振兴需要实现乡村社会的治理有效，这就离不开农民对农村生态与环境的管理。这种管理需要

在政府主导型治理方式下充分发挥农村自治组织的主动性，实现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结

合。三是体现“中和位育”的治理理念。农村环境治理正如鸟越皓之所说不能为了治理环境而

不顾当地村民生活需求，应在环境保护与农民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环境内发性治理是人

与自然、人与生态、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集中体现，代表了一种“折中”的环境治理方式。
乡村振兴并不仅仅是农村表面村容村貌的干净与整洁，而是要回归到乡村生活主体，在农

村经济、社会、文化等背景中去思考与创新环境治理手段。农村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社会工程，

与经济发展方式、社会结构变化、地方文化传承都有着紧密联系，需要全面、系统地去思考具体

的环境治理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农村环境治理也需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从

乡村生活的现实情况出发来进行建构与完善。
综合来看，农村内发性治理本质上是环境管理权力结构的改变。在 国 家 简 政 放 权 的 背 景

下，地方环境治理更具灵活性与自主性，不再按照政府主导型治理方式单一地下达环境治理任

务。同时，农民的自我意识在现代化进程中有较大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具有自主判断力，学会与

政府权力进行周旋、协商和抵抗，寻求在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中保持自身利益与权力控制之间的

平衡。因此，环境内发性治理在不排除政府环境管理权力影响的同时，利用相应的政策机制鼓

励农民参与环境治理，充分发挥农民自身的主体性作用。能够在政府环境管理与农民自主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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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找到一个平 衡 点，结 合 传 统 文 化 和 现 代 科 技，形 成 符 合 农 村 生 产、生 活、生 态 特 点 的 治 理

机制。

致谢 : 在此，特别感谢王晓毅老师的悉心指导。文责自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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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constructing Ｒelational“Ｒural”: The Ｒelational Turn of Substantialism Viewpoints on Ｒural
Development and Its Practice Context
WU Yuefei
Abstract: The main clues that run through rural studies are not only agriculture，rural areas，and peas-
ant issues ( the“three rural issues”) ，but also the related overall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processes
in a deeper level． The“rural”has been a highly controversial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for quite a long
time． Some existing assumptions and conclusions on r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now urgently need to
be critically scrutinized and challenged，particularly in the era of open transition of global countryside．
The relational turn of substantialism viewpoints on rural development has provided a relational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redescrib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rural． The key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lies
in reconstructing a relational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targets no longer simply concentrate in“hu-
man”or“object”，but contain multiple spatial relationship in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such as urban and
rural，local and global，human activities and natural social systems．
Keywords: Ｒural Development; Substantialsm; Ｒelational Turn; Practice Context

The Space of Ｒitua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Ｒural Publicity: Based on the Survey of Hakka Vil-
lages in Gannan，Jiangxi Province
ZHENG Qingjie
Abstract: The declining rural industry，the social scattering，and the cultural disintegration caused by
the rural hollowing out have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for the development． Within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it is proposed that effort be made to prosper and flourish the rural culture． The spatial a-
nalysis path can provide a structure and relationship path to construct the rural social order and publici-
ty． The study found that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rituals can help to effectively re－integrate the society be-
tween individuals，families，clans，villages and provinces，and then construct the publicity of social
networks of space． The multi－participants in the sacred space and secular space of the ritual，institu-
tional space，and folk space are exploring the action boundary and cooperation consensus in the game
practice． Therefore，the spatial flow of folk belief rituals and the game consensus of multiple participants
can make a joint effort to promo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ocial publicity．
Keywords: Ｒitual; Spatial Mobility; Ｒural; Publicity

Study on the Social Mechanism of Endogenous Governance in Ｒural Environment
JIANG Pei
Abstract: Ｒur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ve long been an obstacl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 If the rur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not well handled，rural revitalization cannot be dis-
cussed． Through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Zhejiang Lijia Village and based on the related academic theo-
ries，the concept of Endogenous Governance in rural environment is formed． The concept holds that the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hould reflect the governance concept of Zhongyong Culture(Moderation
and Mean Concept) ，give full play to the subjective role of farmers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and
the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hould return to the main body of rural life． Only by mobilizing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an we find 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ath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farmers' production and living． While protecting the rural en-
vironment，it can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needs of farmers' lives．
Keywords: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Ｒural Environment; Endogenous Governance; Government－led Gov-
ernance

On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Village Governance: A Poli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Materialism
DU Peng
Abstract: Village politics has independent research value． Through the evolution of ethical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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