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

-1-

社会组织嵌入韧性乡村建设的逻辑与路径*

李南枢 荣何 山

摘要： 村 村 ， 对 ，韧 建设是促 乡 振兴的重 求 不同空 度加 握 以提高性乡 进 要内容 要 间与时间维 以把

村 对 、 力。 权 权 村乡 险时回应 复与适 的公 治理 模式在韧性乡 建 中 面面 风 恢 应能 传统 与私 自治 设 均 临不

，同程 而 组织 入能度的困境 社会 嵌 更好地 村 ， 村提升 性乡 建 效 与 农民需求 保乡 善治的韧 设 率 满足 确 可

。 村 、 、 。但目前韧 社会 存在公共性 性 内生性 足等困持续性 性乡 建设中 组织 专业 不 境 国世界各 通过明

、位 构建多元确角色定 途 、 村 。径 善 度 等方 会 嵌入 性乡 分析 践与总完 制 保障 式推动社 组织 韧 建设 在 实

结 村各 韧 建设国 性乡 ，未来经验 础上 应提升基 村嵌入韧性社会组织 乡 建设 、 、化 专 内生化水制度 业化

， 本 小 大 ， 村 。平 社会组织 入的成 益最 化 从 广泛社会资源参 韧 乡实现 嵌 最 化与收 而调动最 与 性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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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四五” 划明确要规 求“ 村 ， 村坚 农 优先发展 面推进乡 振持 业农 全 兴”。近年来， 然灾害等自

， ， 村 。 本频发 随人口老龄 社会经济 题 使得 冲击下更 别是 次突发性事件 并伴 化等 问 乡 在风险 显脆弱 特

新冠肺炎 对 ， 村 、情 中 区卫 施 专业 员稀疫 应 农 地 生服务设 不足 人 缺导致了 、 染 、防疫 查 传 源 断筛 阻 病

力 ， 了 力 （患 等方面能 限 暴露 应急 性 曹舒救治 有 能 的薄弱 米和 乐平，2020）。 对想即 确定韧性思 面 不

扰 ， ， 大 ， 对 力（性 动 主 索适应性 整途径 扩 并降低 风险应 的弹性与 复 曼动探 调 避免风险 耗损 增强 恢 能

耶纳等，2015）。 ， ，然 性 与实 多围 展开 各地而 现有韧 研究 践 绕城市 如 “十四五” 划规 提 设韧仅 出建

， 了对 村性城 忽视 韧性乡市 建设 划。 ， 村 、 、事实上 乡 施薄 口外流严重 思潮的规 面临基础设 弱 人 多元

，对 。冲击 诸多困 险冲击与 的需求更加迫切 时等 境 抵御风 事后恢复 同 ， ， 较究 相研 发现 于 的自上而下

，干预 略 社传统 策 会组织
①

村 （嵌入 能提升 性 建 率与满足 民需求更 韧 乡 设效 农 Salvia and Quaranta，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村集体非经营性资产运行法律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CFX039）、中央高校

基本科研经费项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前沿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21CDSKXYFX009）、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

项目“西部开发新格局中促进建筑绿色转型法律机制研究”（项目编号：CYB20057）的阶段性成果。

①
本文所指的社会组织是在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具有特定的组织

目标、一定数量的组织成员及制度化的组织结构与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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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应当明确 对 势峻的内外面 严 形 ， 嵌入 好社会组织 能更 地 ， 村巩固脱 坚成果 完 韧性乡贫攻 善

， 村 。 ，本 村 ，促进乡 振 以社会组织嵌入 性 建 视角 系 析框治理体系 兴 因此 文 韧 乡 设为 尝试构建 统分 架

，并实 优化 期为现路径 以 中 村韧 乡 提供有益国 性 建设 参 。考

二、韧性乡村的概念厘定与建设内容

对 了 。韧性思想 灾害与社 等问 供 理论指导 决方案 近为应 自然 会经济衰退 题提 与解 年来，随着 村乡

，的推进振兴战略 将 村 ，与乡 发展相结合 研 日 多 如 韧 角推 城乡韧性思想 的 究 益增 基于经济 性视 动 融合

（展 李 恒发 玉 等，2021） 村 （ ，及 人 环 治中的韧 治理 鄂施璇农 居 境整 性 2021） 。 ， 较于逐渐等 然而 相

， 村 议， 未 ， 村明 市建 性乡 的概念 争 其建设 容亦 厘 效推动韧确的韧性城 设 韧 仍存 内 清 难以高 性乡 建设

。的深层创新与普及

（一）韧性乡村的概念厘定

韧性（Resilience）一 来词 丁语自拉 “Resilio”，即“ 本来回归 ”。19 纪世 中叶，伴随 西方着 工业

， 一 ， 力 力。展 韧 词被广 应 于 学 用以描 金属在外 作 后的复原发 性 泛 用 机械 述 用下形变 能 20 来世纪以 ，

扰 ， ， 、解决 社会面临的 定性 动 韧 概念被 于社会科 成工程韧性 生态为 现代 不确 性 广泛应用 学研究 形 韧

、 三 。性 化 种观演 韧性 念 其中， 程 是指 统遭 后能 持自身 定 恢 初始状态 能工 韧性 系 受危机 维 稳 并 复至 的

力，强调建设 质系统以 害坚固的物 抵御自然灾 （Pendall et al.，2009）。 大而 生态学家加拿 Holling（1973）

将 学生态 知识 ，引 韧性概 性系统是入 念 认为韧 由 杂 ，摒 了体构成的自组织 体 工 性的多元主 复 弃 程韧 单

一 ， 。生 性思 但工性 形成 态韧 想 程韧性 ，与生 韧性皆 为 在 的系统 即 系统在遭受态 认 存 均衡 以 破坏后回

。归原始状态为追求 随着研究的 ，深入 演化韧 论指出性理 ， ，并 存在永 状态 韧性不 恒的均衡 系统在动

， ，态过程中会不断 生 化 险充 性 确定 韧性产 变 因风 满不连续 与不 性 亦具有 杂 ，复 与 线性的 征 性非 特 韧

必并不 然回 初始状态系统 归 。该理论 力 对 （系统的适 以应 环境变化强调 应与改变能 外部 Walker et al.，

2004）。

20世纪 80 来， 、代以 伴随 去工业年 着 化 逆城镇 势， 村化等趋 乡 社会多元化与经 非地区呈现 济 农

势化等态 ，所面 与 增临的风险 日俱 。Adger（2000） 村首 将韧 引入 社会领次 性概念 乡 域， 村强 乡调 抵御

扰 力， 村 。外部 动的 成为韧性乡 始 但能 研究的肇 Adger（2000） ， 村 ，认为 资源 性 在乡 具有自然 依赖

经历自 害然灾 扰动时， 村 本 大韧 思想要 能结构不 化性 求乡 基 功 发生重 变 。申言之，Adger（2000）应用

“扰动— 应回 ” 村 杂工 性逻 与 环境 复的 程韧 辑解释乡 外部 间 的 程交互过 。 村 、韧 乡 受到 然 源性 自 资 经

、 ，基础 工程 施等客观条 与限制济 设 件的影响 理 力，发生 被动反应能 础设施不应关注风险 时的 如基 发

大生重 变 原有稳定化并恢复 状态 力的能 （Firdhous and Karuratane，2018）。 ，受此影响 部分学 认者 为

村 力 村（韧 即指 击 有保 功能 结构 整能 的性乡 在风险冲 下拥 持 正常和 完 乡 Wilson，2010）。随着研究的

， ， ，深入 被动 应模式受到 为过于依 学为 的工程学而 主体的能 性 难回 质疑 被认 赖以自然科 基础 忽略 动

村 对 力（以 乡 应 风险 程与能完整反映 的真实过 Imperiale andVanclay，2016）。 ， 村 一事实上 乡 定是 数

， 村量 居住 性 设更主体 的区域 韧 乡 建 需要 ， 村关 的主 能动性 韧 乡 会注主体 观 即 性 是社 —生态系 的组统

成部分， 村 本 对社会主体 乡 基 结构在风险需要发挥 功能以实现 功能 应 中保持稳定（Perz et a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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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由 有 村 ， 村 力学 性乡 是特 间内社会系统的 和 靠 民集 的 御者认为韧 定地理空 总 依 乡 居 体与个体 能 抵

（风险 Markantoni et al.，2019）。Wilson（2012） 村 ，首次 韧性 论置于 性 建 质疑乡将演化 理 韧 乡 设中

村 必 ， 。 ，在 到风险冲击 回到初始 均衡 线性的演化 由此受 后是否 须 状态 强调非 与非 思维 有学 提出韧者

村 村 ， 执乡 在遭遇 够通过集体协作 变 更 性的 非 回归 有功性乡 是指 风险后能 转 为 具韧 新系统 而 着于 原 能

（结构 ，张诚 2021）。

， 对 村 义 ， 村 对体而言 管 同 韧性乡 定 同 但都承认 确定性并 险的总 尽 不 研究 不 风险的不 重视乡 应 风

力能 。 别只在区 于 力 ， 村 力， 村关 同的能 与 果 如工 调乡 的被 生态韧性重视乡注不 效 程韧性强 动反应能

对 力， 村 ， 村 。 ，体 主 能 演 注 适应 期待 为更 韧性的 系 事 风主 的 动应 化韧性则 重乡 性 乡 转变 具 新 统 实上

， ， 村 ，险冲击 仅破坏原有 亦会影响 系网 乡 社会结构 于城市不 物质环境 原生社会关 络 且 不同 它 有更具

， 村 对 。 ， 对 杂强 缘关系 主 应 风险的重要维 并 主 风险 现的宗族血 体性是乡 度 且 体在 应 中会呈 复 化变 ，

，不 主体 身需 与认知 差 互 会存在同 出于自 求 的 异 动时 ，非 性等特征线 ，即 互作用 使主体间相 得整体不

，是简 部分相加之 是出现不 于再 单的 和 而 同 “线性叠加” 。益或亏损的增 ， 一初始状态仅是因此 回归

， 。 ，本 村 义种 初 理 践中 旋 系统 进 结 研究 将韧性 定 风最 的 想 实 会呈现螺 式的 改 合相关 文 乡 为 险 击冲 背

， ， ，景下 有通过发挥 能不断调 使系 着恢复路径 新平衡状 以提高具 主客观功 整自身结构 统沿 达到 态 面

对 、 力 村。回应 恢复 的乡风险时 与适应能

（二）韧性乡村的建设内容

村 ， 。 村 对在厘定韧性 概 后 确其 以 实践 有的 建设 究多集 于乡 念 需明 建设内容 指导 现 韧性乡 研 中 应

（ ，自 害的韧性 设 例如颜文 林然灾 建 涛和卢江 2017）。 村 ，从韧性 韧性 的目的是抵乡 概念可知 建设 御

险风 ， 一而自然 害仅是灾 风险之 ， 一 村单 自然灾 为综合风险视角 符 韧 建设由 害视角转 更 合 性乡 的需要。

， ， 村 村时 明确 何实 法脱 时空关 而 在 险实质是 社会经济实 域的同 应当 任 践都无 离 系 存 乡 风 乡 践中各领

（ ，不确 的破 状态 宋宗宇 南枢定性所导致 坏性 和李 2021）。 ，在物 学中 时 都是表现理 间与空间 物质运

， ， （ ，变化的概念 空间 物 运 方位 时 是物 运动 顺序 朝和动 是 质 动的 性概念 而 间则 质 的早晚 荣 2014）。

自 20 纪世 80 来， ， 。代 会学研究 断取得时空 关成果 其 最为 吉登斯年 以 社 不 结构的相 中以吉登斯 典型

（1998） 一强调 社会实践 主体互 的时空范任何 与 动均在 定 围内发生， 类 必人 交往与互动模 须 时式 与 间、

来 。 ， 村 来 。间融 因 性乡 设需 虑时 因素带 影空 合起 考察 此 韧 建 充分考 空 的 响

， 未来 ， 才 采从 维度看 风 是 存在的不 但不确定 着只 风险发生时时间 险 确定因素 性并不意味 有在 能

， 。 ， 采 划行动 在风 发生前 资源整合 规避 因此 学者将 行 的 维度取 险 亦可通过 实现风险 取 动 时间 分为两

：一 ， 未 ， 、 来是 时期 风险 的稳 状态 此 需 通 范化 标准 的行动 提升种 常规 即 还 发生 定 时 要 过规 化 资源整

；二 ， ， （ 杰效率 是非 风险 或正在发生 则需要强 适应性 失 王 和曹合 常规时期 即 即将 此时 调 以规避损 兹

，纲 2021）。 ， 、大 ， 了传统韧性实践的 究 献 关注 的 灾害 件 而 统然而 研 文 多数 系统突发 型的 事 忽略 系

、 小 、 （ ，渐 的 微 的 累 变 文涛和卢 林进 积 的 化 颜 江 2017）。 ， 村因此 韧性 仅应关注乡 建设不 非常规时

对， 力， 对 村 、 力的突 件应 更需要 常规时期 治理能 民的适应 造 培育及期 发事 增强 的 通过 乡 居 性培育 创

， ， 村 。社会网 建 等 渐进 建 保乡 治的络 构 实现 式的韧性 设 确 善 可持续

， 必 一 ， ， （从空 维度看 险 在 间中产生 有明显的空 有空间基 李间 风 然 定空 带 间特质 具 因 宋宗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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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枢 2021）。 ， 长 ， 一、 村时 空间概念 突破由 宽 组成的 随着传统 乡 空间同 早已 高 客观形态 单 封闭的

， 、 村 。 ，结构被打 多 流 乡 空 加 的多 性 以 生的 能场所 标 韧破 元 动的 间亦会增 风险 样 风险发 可 为 准 性乡

村 划 类：一 ， 又 划 。建设的空 维度可 分为 观两 是宏 分为 空间与虚拟 物间 宏观与微 观维度 其 可 物理 空间

， 、 涝 。理空间 能够看 到的场所 震 洪 等常规自然 害 发 物理 工即 到且触摸 传统的地 灾 均 生在 空间 而人 智

、大 术 了 ， 、数据 数字 起塑 独立于 理 间 拟空间 其 存在数据安 沟等风能 等 技 的兴 造 物 空 的虚 亦 全 数字鸿

， 村 来 。二 ， ，险 设带 验 是微观维 以分为生 空间与 其存在于为韧性乡 建 新考 度 可 产 生活空间 物理空间

， 村 。 村 、与虚拟空间中 构 乡 产 的空 产 是乡 经济 动 配 与整合 空成 生 生活 间载体 生 空间 各 要素流 置 的 间

， 村 ， ，集 但乡 亦存 土地资源粗 客观短板 济固 脆弱性 生产 仍面临合体 在 放利用等 加之农业经 有的 空间

（ ，可 续发展 战 王成等持 的严峻挑 2021）。 村 ，是乡 居民居住生 的 域 户籍生活空间 活 区 但在 制度改革

对 双 ， 村 、 ，及 美好 活的 重作 下 乡 生 空 亦 人口流失 重 利益冲突 境人民 生 向往的 用 活 间 面临 严 加剧等困

。增加社会治理风险

， 大 村 本 。 ，将时 度与空间维 合观察 可 体总结 建设的基 规时期 需要间维 度融 以 出韧性乡 内容 在常

增强 同 间 险预不 空 的风 防建设， 村效 乡 社 经济有 处理 会 问题， 善公 服务完 共 ， 村确 乡 治 持续保 善 的可 。

， ， 村 较大 ， ，物理 间中 已有研 国农 基础 缺口 基础设施存 重差距 如空 究显示 中 设施仍存在 城乡 在严 农

村 ，交通基 有待完善础设施仍 全国仅有 21.5% ，的乡镇有高速公 出 口路 入 8.6% 车 （镇有的乡 火 站 陈宗

，胜 琳和朱 2021）。 对 、 ， 村 、面 态危 灾害 风险 要 乡 强 建筑 生命 工程等韧性生 机 自然 等 求 加 绿色 线 基

对 力。 ，建设以增 虚拟 中 自础设施 强风险应 能 空间 2019 布《 村 》 来年中央 字乡 发展 略纲要发 数 战 以 ，

术 村 ， 。 对 、融入韧性 发关注 如数据分 能 测 发生 据 数字 沟等数字技 乡 建设引 析 预 灾害 概率 面 数 安全 鸿

力， 一 村 。 ，压 应 步加强 字 建 时 虚拟空 亦依赖物理风险和 进 数 乡 设 同 间 空间中 5G 、大 心站 数据中基

等“新基建” 。 ， 村 ， 、 、设 生 间中 为避免 济风险 需 通过特 特色手工建 产空 乡 经 要 色旅游业 业 电商等

村 ， 村 。 ， 村 。多种方式促进乡 济 展 乡 经 活 中 乡 基于 地缘 熟人社经 发 提升 济韧性 生 空间 是 血缘与 的 会

村 较 力， 大 ， 村乡 民 强的归属 与凝聚 在社 度加 的背 建乡 网络能将乡居 拥有 感 会治理难 景下 通过构 社会

村 。 ，整合为更 韧性的 规时期的 基础上 风险发生 的 常 期亦社会 具 整体 在常 韧性建设 时 非 规时 需增强韧

大 ， 大 对 力，性 以最 发挥 间的 能 避免 险 并 风险应 增 主体的恢复 使建设 化 不同空 功 风 扩 通过 强 与适应能

村 。 ，乡 在回 后能 为更具韧性 系统 例如 理空间 施能有效 灾害归常规时期 转变 的新 物 的基础设 抵御自然

大，风险扩 虚拟 间空 大数 测的 据预 村 、 ，能 灾 系统 速启 次生 害发生 概 生确保乡 防 救灾 快 动 降低 灾 的 率

， ， ，间的经济 性能推动复 复经济发 的社 络构建将增 体间联系产空 韧 工复产 恢 展 生活空间 会网 强个 有

村 。助于组 参与社会织乡 群众 救援

， 村 对 ， 村 ，韧性乡 建设需要 同 间 间维 握 相应 施增 时空 性可见 不 空 与时 度加以把 通过 措 强乡 的 韧

村 对 、 力 。方能 障 在 应 中的回 恢复与适应 升保 乡 风险 应 能 不断提

三、韧性乡村建设与社会组织嵌入的逻辑耦合

“嵌入”概 兰尼念最早由波 （2007）提出，用以分析经 社会活动济与 。 兰诺维格 特（2007） 一进

了 ，展 嵌入理步发 论 认为 ， ，人行为紧密嵌入 际 系 并指 社 经济 为时个 人 关 网络 出在分析 会与 行 需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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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行 者在社 文 与 上的嵌入动 会 化 制度 性。嵌入最初是 来用 ，府与社会 府通 私形容政 相连接 即政 过与

门 力 ， 。人部 保持 与互动从 重新整 社会 量 实 会治理规则构建 年联系 而 合与组织 现新的社 近 来， 社因 会

， 力织多 主 公共 务或 理框 内开展 业 务 性已成为 察社会组织组 在由行政 导的 服 社会管 架 专 服 嵌入 考 行动

， ， 、 。 ，要因素 但 是多 的 包括制度 服务行动 面等 申 组织嵌入的重 此种嵌入应 方面 层面 层 言之 社会 韧

村 ， ，设不是简单参与 是 有 性与 范性乡 建 而 具 空间 时间性的 畴 社会 织是 组 、 、在 间 虚 空间 生物理空 拟

、空 生 间及产 间 活空 常规 期时 与非常规时期 ， 。的完整深 其予 度化范畴 度嵌入 并将 以制

（一）公权治理模式与私权自治模式的不足

， 权在没有 组织嵌入 语境下 介入社会 的 依据行政 程度 ， 村 划 权韧性乡 建设可以 为 治强弱不同 分 公

权 。私 自 式理与 治两种模

1. 权 。理模公 治 式 权 权力 村 。 ，公 治 即政 运用公 赋 的 韧性乡 建 物理空间中理模式 府 众 予 主导 设 绿

、 术 ， 来 本。 村生命线工 础设 高标准依赖 支撑 最终 高成 而 础设色建筑 程等韧性基 施的 高技 带 传统乡 基

施建设 ， 权 大 。 ，自筹资金为主 若 乏 介 极 增 济 并且 性基 具有以农民 缺 公 入将 加农民经 负担 韧 础设施 正

，外部性 征特 因市 的场中 “经济人” 村 大 ，韧性乡 建设 个人利益 整体 易出在 中仅关注 最 化而忽视 利益

现“ 车搭便 ” ，机行为 存等投 在“市场失灵” 。 庇 力国经济学 当市场 量无法满 社问题 英 家 古主张 足 会

， ，公 要时 行 或转 支付 确立 府作为 控共需 由政府进 管制 移 如通过 政 监 者 ， 力与 者 运用强 矫正个惩罚 制

，体理 集体非理性产生的 性 就 义抑制 主能有效 机会 行为， 本 本从而 产真实成 社会总 衡使生 与 成 达到均

（柯武刚等，2018）。 ， 权 。治理模式亦存在 足 在然而 公 不 如 空间生活 ， 权 公 托政 行中 因公 由 众委 府

，双使 法理 的方形成 上 委托人与 理代 ， 、 权 ，双系 但信息 垒 授 不明等 发代理人人关 壁 因素易诱 风险 方

落缺乏 并 入可能 互信 “囚徒困境”。 村干部的频 调换驻 繁 就 ， 村托效果的 且驻 干部易导致委 不连续性

， 村 。 ， 权 较多不具 原 民 份认 入 活空 同时 虽然 有 强的 控 惩有 住 的身 可 难以深 乡 生 间 公 治理 具 监 与 戒能

力，但易产生 高的协调极 、组织、 本成服从等 ，而随着农业税取消、 村乡镇 撤销等农 改国库 革的深化，

本 一 （乡镇 府难以 成 以延续政 承担高额 单 化管理 杜智民和康芳，2021）。 ， 村并 由 韧 建设且 于 性乡 绩

效的 较 ，量 高 特 是测 难度 别 中国 ，辽阔 同地域 不 类型 村乡 在 元存 多 化 ，建设需求 价值观念 韧的 与 性乡

村 ， ，难以明确 核指 方政府作为 行动者 同 存在建设 为具体的考 标 地 理性 样 “政府失灵” 。可能的

2. 权 。私 自治模式 ， ，主治理理论认为 在 定 度 保障 相 赖的 托人自 特 制 供给 的基础上 互依 委 可以自

行组织公共资 的 度源 调 交由代理 管理而非 人 ，从而实现 长理并取得自主治 期共同收益（曾哲 泽中和周 ，

2018）。 村 ，较 ，乡 社会多 缘与地缘 织的熟 城市拥有 的人际关系 具有 强是血 交 人社会 之 更为密切 更 的

力， 对 扰 势， 。 ，群 属感 应 动时 有共 的先 优 与自 治 论 合 并且体归 与凝聚 在 外部 具 同协作 天 主 理理 相契

，利 相关者理论 利益是益 认为 共同 村韧性乡 建设的 （内生动能 王成等，2021）。 、防灾 恢复重建减灾

村 ， 对 村韧性需 社会主观 合 而利益相关者 通 韧 外部 做 极响等 求依赖乡 意愿的配 能 过 性乡 环境变化 出积

，有效应 提升 。设效 农民建 率 是 村 ，性 的 利益相关韧 乡 直接 者 ，因而 可通过 主观能动发挥农民 性培育

本， 村 力。 ， 村社会 而提高乡 抵 险能 但是 性乡更多 资 从 御风 韧 建设 权 。治模式亦 实际的私 自 存在缺陷

， 权 、 甄 力上 私 自治中 不 主 取 传 息因 同 体获 递与 别信 的能 存在 ， 对 ，异 客 在信 不 称问 即差 观上存 息 题

势常 有信息优通 由具 的一 势 。 ， 势 对方向信息劣 息 然而 信 内容方传递信 息劣 方 信息 的 题问 ，难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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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导致 优势方 愿用威 成更 胁信号达 “合作”，即借 力 对 对 择量 比迫使 方选 自 的 动各方间 己 行 策略。

例如， 品传统农产 场的市 流通 、 、 、 ，会经 者 经 商 批发 场 市 个中间环 而过生产 销 市 超 等多 节 多数农产

品存在 域性区 、季节性与 等易腐性 特征， 本， 对民为快速回 产成 在市 流通中 不 称农 收生 场 往往因信息

而利益受损（ ，胜等王 2021）。 ，并且 因此种 作 非合 并 基于由 ， 力共 社 则 而 方 量识产生的 会规 各 在发

， 。 ， 力 对过程 是不断 动 合 有极强的 稳定性 简言 各方实 相 的稳展 中 变 的 作具 不 之 只有在 均衡时合作 定

才 。 禀能得以保障 体 赋天然 在不均性 但个 存 衡性， 将丛林状 人需要 态下的私 “威胁”转变为真 的正 合

，作 而纯共识 粹的 权 。治 难以 现私 自 显然 实

（二）社会组织嵌入——第三方协同治理的逻辑耦合

权 权 村 ，二公 私 自 在韧性 建 中 临不同程 的困境 者仍 程韧性与治理与 治 乡 设 均面 度 停留在工 生态韧

。 ， 村 ，主客 角 事实上 韧 建设产生 效益属 性和非排 共物品 难以明确性的 体视 性乡 的 于非竞争 他性的公

权 ， 权 权双 ， 一 。主 使 与公 状 有存 仅靠 单 主 难以可 续 进利 体 得私 重失灵的 态时 在 特定的 体 持 推 随着公

大， ， 对 ，民团体 断壮 贝克的 理论认为 害性 发性不 风险社会 面 风险的危 与突 “有组织 负责任的不 ”问

需通过题 共治形式“再造政府”加以解决， 三 力 权 权即引入第 方 量推 公 私 作动 与 的合 （芦恒，2019）。

， 村韧概言之 性乡 建设 一 权 权 ，能依 公 治 或私 自 而 社 织嵌入不 靠单 的 理 治 需 会组 以 ，现社会共治实 即

村乡 中在韧性 弥合 权 权 ，断裂公 与私 间的 形成“政府—社会组织— 民农 ” ， 势的联动 络 引导网 各自优

。挥发 党的十八大 来，以 一系列 政策都明文中央 ，指出 会 织社 组 是 国中 力 ，《 村社 重 乡会治理的 要 量

振 促进兴 法》 求支亦要 持、规范 村和 导 社 织发展引 农 会组 ， 村为 会组织嵌入 设提供正社 韧性乡 建 当性。

一 ， 力。 村 ， 本会组 入具有内在 性乡 建设 各主体 行动者 其方面 社 织嵌 动 韧 中 作为理性 合作 质上是

了较 择，为 高收益而做 的 为 因出 行 选 但 “ 车搭便 ” 义主等机会 行为 ， 村存在 体缺 韧性 建设个 乏参与 乡

力。 较 ，的 益 相 府官僚制 级的效率低 织扁平化 足基 现状使其在利 动 于政 层 下 社会组 的结构与立 层的 风

对应 中险 能更 灵活高为 效地 政策贯彻 意图， 对 式的社会网络或 或通过非 抗 强 弱地 同农将不 民个体 结联

来起 ， 对 力， 、 、风险 中加 共同 动与集 决 的 作为桥梁 纽带实现政 民在 应 强主体 行 体 策 能 并 与 府 企业 农

， 对 议 ，等不同 互动 各主体通过 话及签署 等形式 最终实现 利主体的良性 推动 协商 协 建立信任 整体共同

。 ， 弈 ， 村 ，益 并且 社会组 与 他 主体 定 规则 范韧 设中 主体的 动织 其 参与 通过博 制 相关 规 性乡 建 各 行 从

而 自主治理 可预测性与实现 的 稳定性。 时同 ，社会组 精神 动织受志愿者 的推 ， 村在韧性乡 的制定政策 、

执 势，行 监督中 优和 具有道德 可以有效避免“ 体行动困境集 ”与“囚 困徒 境” ， 大的 最 化产生 保障公

。利共 益

一 ， 势。 村 ，也 术 ，方面 会组 具有 部优 韧 乡 设 是治理问 是技 问题 不另 社 织嵌入 外 性 建 不仅 题 同空

较时间的韧 参与 有 高的知识间与 性建设要求 者拥 。如物理空 的韧性 建设需要储备 间 基础设施 参与者掌

，握相关专业知识 ， ， 较 ，民 体 达到 万 社会 织通 好的 业素养 以农 个 难以 政府亦非 能 而 组 常具有 专 可 集

中 主体不同 的 势 一 ，优 弥补单 主体 的局限 以以 资源不足 更好地 村韧性 设的科学性 主性兼顾 乡 建 与民 。

， 米村例如 国台湾 在中 南投县桃 1999年的地震中 80% ，屋被摧毁 台湾新 乡的房 故 教 会文 基金 等社会

在 空间 助组织 物理 帮 灾民 ，房屋 在自主 建重建 并 营 程过 力，断加强因 害冲击分散 聚 推中不 灾 的社区凝

动生产空间 ， 村（活空 重建 形成灾 具韧性的与生 间的 后更 乡 岳经纶和陈泳欣，2016）。 ，同样 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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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织嵌入 “枫桥经验”的 要 容重 内 。 村现有枫桥 镇两 会级社 组织 280 ， 、余家 分为 善 纠并 公益慈 纷

调解、文 教化 育、行 会业协 、 大类社会治 五安 ， 矛通过提供 有效化解 护社 安公共服务 社会 盾与维 会治 ，

村 了 （ 杰在韧性乡 中发挥 关 作用 王建设 键 和曹兹纲，2021）。

， 村 ， 村可见 社会 是韧性乡 建设得 实 的 保障 建 内容 求不组织嵌入 以 现 重要 且韧性乡 设的 要 同社会

， 。组织 挥专业 能 供 服务 根据 会组织发 功 提 专业 社 的不同功能， 划以将社会可 组织 分为三种：经济型

， 、 、 ， 村 ， 、会组织 包括 协会 商会 金会等 乡 建设提 源 如在物理空间 拟社 行业 基 其为韧性 供物质资 虚

间空 韧性 ；建设 金 化型中提供资 等 文 会社 ，组 教育织 包括 织组 、医疗 生 织卫 组 、 ，组织等 其 韧科研 为

村 、 ， 、 术、性乡 建设 咨询 志愿 资源 生产空间 生 间建设中 供技 组提供专业 服务等文化 如在 活空 提 织协

；社团型商等 社会 ， 、 、 ， 村 ，括妇联 工会 科协 其 韧 建设 资 确保 济组织 包 等 为 性乡 提供规范 源 如 经 型

织社会组 与 化型文 社会 。 村 ， 大组 嵌 稳定性 结 韧性乡 建设 致梳理出 入韧织 入的 合 内容 可以 社会组织嵌

村 本 （的基 框架 见性乡 图 1）。

图1 社会组织嵌入韧性乡村建设框架

四、社会组织嵌入韧性乡村建设的现实困境

《 （国社会组 报告中 织 2020）》 ，显示 截至 2019 ，底 全国共 织年 有社会组 86.63万个（黄晓勇，

2020）。 ， 类 村 了 ，不 否 各 组织 善 程中 挥 积 是公 服务的 供 与可 认 社会 在推进乡 治进 发 极作用 共 提 者 社

利益的倡 者会 导 。但研究显示， 村建设韧性乡 中 未成 元治 局尚 形成熟完善的多 理格 （王 和杜海峰薇然 ，

2021）， 会组织社 嵌入仍 、 、 。在公共性 生性不足等困境存 专业性 内

（一）社会组织嵌入的公共性不足

共 包 共利公 性 含公 益等内涵。 力 ，社 织是 会自 重要 式及社 量 重 体 其具有会组 社 组织的 形 会 的 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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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 （ 小达公共利益 服务等功 社会 的根 属性 韩表 提供公共 能 公共性是 组织 凤 苗红培和 ，2016）。韧

村 本 村 ，乡 建设 险冲击下 重建与适应新状 的 程 是性 是乡 在风 完成自我 态 过 特别 常规时期 性 中的韧 建设

， 村 ， 村 ，会网 将培 乡 中不 主 的 共生关系 节乡 居民行 重塑社会社 络建构 育 同 体 互惠 调 为方式与 系统 是

村 心 。 村 ，乡 建 核 要素 社会 因其公共 可以充 居民 是社 构中的关键主韧性 设的 组织 性 分联结乡 会网络建

。 米村 了 ，体 桃 性 中社 效 居民 会网如 韧 建设 会组织有 协调 社 络 增强了 村 力， 了 村乡 生 完成 乡 风命 在 险

（冲 的再组织 创造式转变击后 与 颜文涛 卢江林和 ，2017）。 ， 村然 组织 韧性乡 建设而 当前社会 嵌入 存

权力政府的 边 模糊在 界 的问题， 权力 ， ，表现为政 社会组织难以保 自 性 立性突出 府公 扩张 持 主 与独 嵌

权力 。 力，与 亦由 共利 变为 府 指派 共 不 导致社会 织缺乏活 无入领域 边界 公 益导向 政 公 性 足将 组 法有效

。现嵌入目实 标

一 ， 。 一组织 获取上存在 路径依赖 源依赖 织之间的 为 组由方面 社会 资源 政府 资 理论将组 联系描述

双 ， 一于资源交 而 生 关系 需换 产 的 向 当 个组织 要从 一另 个 织获组 取生存 ， 对资源 前者便 者 生时 后 产 了

（卢素文依赖 和艾 ，斌 2021）。 心 ， 、在公共服务 给机制中 政府 是平等互利的多中 供 社会组织与 理应

。自主的关 但在独立 系 “ ，强 会政府 弱社 ” ，模式下 会组织事实上形政府与社 成“ 对非 依称 赖”，即

对 大 对 。 ， ， 来社会 的 于政 社会 依赖 如 研究 示 会 最主要的 入 源即组织 政府 依赖 府 组织的 例 显 社 组织 收

， 来 来 一 ， 类 来 一政府 源在多数 部收 中占到 半左 各 资金 源 排名第资助 该项 社会组织全 入 源 右 在 中 （孙

发锋，2019）。 组织在接 源支持社会 受政府资 的同时，亦会 ，牺 社 织的 性 立性牲 会组 部分自主 与独 催

，生社 官僚 延缓社 组 去 化改革的 伐会组织 化 会 织 行政 步 ， 村 。进而限制 性乡 建设和束缚韧 工作的开展

一另 方面， 会组织社 在 权力嵌 围上受到 府 制约入范 政 。 采层级政府国内不同 间通常 取“层层发包”

， 力，模式运行 层 府 上级 压基 政 面临 指标考核 在 量考 力社 组织 务能 愿意鼓 社 组 入会 公共服 后 励 会 织嵌

村以解决 性乡 建设中韧 面临的政府自身 ，困境 形成“借道” ， 义 （机制 明显的工具 向具有 主 倾 黄晓春

周黎安和 ，2017）。 ，又 心府既希望 组织的协助治理 能 社 织在 服但基层政 发挥社会 功 担 会组 改善公共

权 ， 。局的 时挑 威 影 社会稳务格 同 战政治 响 定 ，由此 采基 府试图 取层政 “ 义衡主平 ” ，加强管制 其与

会组织社 。形 不平 系成事实上的 等关 ， 对 ， 汉例如 在新 炎疫情应 武冠肺 中 市慈善总会将接收的社会捐

缴市财政款上 ， 一由政府 用 疫 控统 于 情防
①
。 对 ， 一虽 风 效率 政府 与使 社会然为保障 险应 由 统 分配 用

一捐 资 具 合理性赠 金 有 定 ， 门但 会组织并非社 政府部 ， 本 二政府 身是 主体且 第 次分配的 ，而 间捐赠民 、

慈善事业 三 ， 对 二 ，等是第 次 配的重 第 次分配 充 由政府作为主 直 分 导致分 要内容 是 的有益补 体 接 配将

政府 判 又裁 运动既当 员 做 员的局面出现。

（二）社会组织嵌入的专业性不足

对 权力 ，面 政 资源依 与 府 模糊导致 社会组织公 问题 学者 颈的府 赖 政 边界 的 共性不足 强调突破瓶 关

权力 ， 权， （ ，是 下放 不断 社会组织 治 形成 的政策框键 提高 自 鼓励发展 架 周庆智 2016）。但即便更为

， 村宽松 制 环 现 韧 中 组织 入问的 度 境出 性乡 建设 社会 嵌 题也未 。 ，而解 其原因 前 会 的迎刃 究 当 社 组织

专业性 存在诸多问亦 题。 体现专业性 为社 利用 资源向特定 提供产品 服务的会组织充分 社会 目标 和 素质。

①
王亦君、韩飏，2020：《武汉慈善总会回应“捐赠善款上缴财政”质疑》，《中国青年报》2月 13日0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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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力 。 村 术会组织自 务能 有待加强 韧 乡 设 广泛 技 风险 御其 社 身专业服 性 建 需要 运用现代 提升 抵

。的 强度 论精度与 无 是 、 村、物 空 的 设施 虚拟 间的数字乡 的经济韧理 间 基础 空 生产空间 性还是 空生活

， ， 。间 会网络建设 要社会组 拥有专 与技能 形 式的嵌入网络与 构 社的社 都需 织 业的知识 成全链条 结 但

：一织嵌 下 是社 组织 识不会组 入面临以 困境 会 服务意 强。当前多 社 组 处于低水 发展数 会 织仍 平 阶段，

对 村 、 ， 、 、如 乡 建设中 挥自 能缺乏研究 索 社会责 意识 社 识何在韧性 自主 有效发 身功 与探 任 会公益意

， 村自我发 有所局限 如青田 农 生展意识均 县 卫 协会门诊部 ，严 胁人 生命 全使用假药 重威 民 健康安
①
。

二是 会组织 业 能社 专 技 不足。 才社会组织 业人 培养机专 制不健全， 、 一相应的奖 列管惩 晋升等 系 理措

， 、 、 ，也 ，施不完善 致 织体系不 全 职责 工不合理 的人员流动 严重 弱使组 健 不明确 分 造成频繁 削 了社

力（会 嵌入组织 能 陈成文和 平陈建 ，2020）。

二， 。 ， 米村其 会组 服务 制度供 不 制 社会组织 入的重要保 性建设社 织提供 的 给 足 度是 嵌 障 如桃 韧

中 过制当地政府通 定“ 区营造条例社 ”来 权 （社会组织 入的相保障 嵌 关 利 涛和卢江颜文 林，2017）。

， 《 》 村 。制度供给总体不 旧 的 团体 条 规范 难以 性乡 设需求但当前 足 有 社会 等级管理 例 等 已 适应韧 建

一 。 ，社 组 入缺乏可 作性 现行制 为原则性是 会 织嵌 操 度规定多 表述 如五 （ 、 ） 村委 局 兴相关文部 乡 振

件 到中提 “支持社 组织提 服务会 供专业化 ”
②
， 一 。二但具 则 直缺位 是社会 织 与 标体操作细 组 参 缺乏

。准指引 例如，对于 村韧性 础设 绿色 筑作为 基 施的农 建 ，目前 仅仍 有 2013 布年 与城乡建 部发住房 设

的《 村 计农 居 能设 标准住建筑节 》和《 建设绿色农房 导则（试行）》两份标 件准文 ，缺乏地 性考量域 ，

， 术会组织嵌 目性与随意性 在 选 上易导致社 入呈现盲 技 取 步入“高”“新”“尖” 砌堆 ， 成误区 造 资

浪费 与农 需求 节源 并 民实际 脱 。三是社 组 监 制不完善会 织 管机 。 据民政部根 《2020年 发展统民政事业

计公报》，2020年 查处 组织违法违 件全年共 社会 规案 6935起，行政 罚处 6707起。应当明确， 会组社

， ，织嵌 效监督以防止偏 公 性 但当 部 自律 制 外 会监 机制尚入需要有 离 益 宗旨 前组织内 缺乏 机 部的社 督

未 ， 门 。成 府 部 亦因人 不足监督有形 政 管理 员 限

（三）社会组织嵌入的内生性不足

村 、 村 力， 村特征 内化 社会 嵌入韧性乡 的重要助 生性能 会理解乡 农民需求是 组织 建设 内 促进乡 社

互动与信息共享，是社会网络构建 关的 键。然而， 村 力有社 是 设中 外生现 会组织多 乡 建 的 性 量。 此由 ，

， 力， 。鼓 社会组 吸 农 与 是提高 民群体凝聚 组织嵌入 但励 织 纳 民参 农 推动社会 的重要方式 改 放后革开

村乡 社会中 ，体利益地 凸显 并 体利益相个 位 日益与集 ， 村分化 乡 、 子会呈现关系陌生 个 原社 化 体 化等

势趋 ， 一进 步加剧 会 嵌入社 组织 的难度。

一， 。韧性 求多样 前其 农民 需 当 国中 村 村 。 ，于传统型 向现代乡 深 变革期 例正处 乡 度转型的 如 乡

①
参见青田县农村卫生协会门诊部使用假药通草案（青市监案字〔2015〕237号），https://www.pkulaw.com/apy/9445d6e6deb7c

9d2544e0b2d2ba7598ad5a43fd6b87e96d6bdfb.html。
②
参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切实加强就业帮扶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26号），http://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zcfg/gf

xwj/jy/202105/t20210507_4142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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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耕 ， 村 村 大 。式已 统的家庭农 渠道就业 型 数字 使得乡 价 巨 转变生产模 由传 向多 转 乡 建设亦 值观经历

， 村 来 ，但风险与 展 存 为乡 挑 随发 并 转型 带 全新的 战 伴 着 有内 业和 业体系原 生型产 就 的瓦 与 文解 多元

化的 ， 村 大冲 乡 生产生活 更击 空间面临 的 。 村 类 一，韧性 性乡 中社会组织需求 现有韧 建设 型单 功能主

村要 中在乡集 文化娱乐供给 ， 村与救 障上 能满足韧性 多援物资保 乡 元化 较 （的社 缺需求 会组织 为 乏 陈

，承新 2019）。 ， 对 ， ，时 现 环境 社会组 嵌 有 制 更难以 应农民多样 如同 有制度 亦 织 入 所限 适 韧性需求

《 染传 病防治法》第九 社会 参与方式限条将 组织 制为“宣传教育、 情报告疫 、 和捐赠活志愿服务 动”。

二， 。组织程度减弱 随其 农民 着改 开革 放的 ， 对 村深入 经 附农民 乡 的 济依 性 ， 村渐降 会逐 低 乡 社

流动性 ， 力日益 剧 民 量难以加 农 个体 被 。一 ，效整合 方面有 部分地区 村 力乡 自身吸 劳动引 不足使得 力

外流。 计 布 《国家统 局公 的 2020 》 ，农民工监 调查报年 测 告 显示 2020 外出农民年 工达 1.69 ，跨亿人

省流动农民工 达亦 7052 人万
①
。大 村人口 农 体与 社会 嵌规模 外流使得 民个 乡 网络脱 ， 一进 降低步 了农

组民 织化 。 一 ，计划 村大另 方面 生 政策使得传 庭与家族程度 育 统的乡 家 网络趋向于“三口之家” 小的

， 村家庭模式 传 社会以家 为支撑 构统乡 族 的组织结 的松散亦削弱了 。 ， 村民组织程度 由此 前 社农 当 乡

临利 巨会面 益整合艰 、 ，行动 难等 剧集体 困 问题 加 了 。社 组织嵌 难会 入 度

三，其 农民共识形成 难困 。 一 ，共识即为 设目的而 成的 观念与认识达到 定预 有意识地形 共同 其生

必成 须依赖 多数个于 体的参与。然而在农 度减弱的民组织程 背景下， ，轻 不 流年 人 断外 村乡 形成以老

儿 ，人 主的 口结童为 人 构 意见致使 。 ，达渠道 以 通表 难 畅 并且 义 ，与强调普 主 的科学理 民遍 性不同 农

， 对 ， 一的理性 建立 实生活的密 察和反复 考之上 性使他们 事是地方化的 在 现 切观 思 农民的理 在 些公共

择务中选 规避。 村 ，农 层 治 在职 更 层政 的下 使得 共产品 给 够基 自 组织 能履行上 像基 府 级机构 公 供 不 精

， 村 。 ， 村农民在韧 乡 建设中缺 同时 乡 精准 性 乏获得感 英 农民虽可能是 共识 ，的代表者 但其 具有宗更

、 ，族 庭等特 成信任撕家 殊利益 造 裂并加剧农民共识形成难度。 ， 村由 社 织嵌 建此 会组 入韧性乡 设难

以寻 准确得 的农民共识。

五、社会组织嵌入韧性乡村建设的国际经验

年近 来， 村韧性 建 愈 到重视乡 设 发受 ，世 各国界 村 力通过鼓 织嵌入以 抵御励社会组 增强乡 风险 能 。

村英国支持社 织促进乡 济多元如 会组 经 化发展 力风险适应与 能 提升以增强 村 （乡 韧性 Roberts et al.，

2017）。 ，由此 界 国世 各 村 了丰 ，会组 性 设的 践中 经验 符合在社 织嵌入韧 乡 建 实 积累 富 在 中国 情国 前

提下 择 。得选 性借值 鉴

（一）明确社会组织嵌入韧性乡村建设的角色定位

国外研究 心 ，普 会组织是 理的 环节 如涂尔遍认为社 多中 社会治 关键 干（2000） 《 》社会分工在 论

中指出， 本 。 村等次级群 社会结构的基 要 特 是 性乡社会组织 体是构成 素 别 因韧 具有“ 部正外 性”，难

以实 市场现 “经济人” 大 ，主体 利益最 要 存的 化 求 在“ 场失灵市 ” ， 对问 信息不 称与 足亦题 内生性不

使政府面临“ 失灵政府 ” 。而社会组织 将个体吸困境 通过 收至 ， 了群体 仅搭建 政 间活动中 不 府与个人

①
参见《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gov.cn/xinwen/2021-04/30/content_56042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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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 更打通了 村性 建韧 乡 设的“ 一最后 公里”。 ，由此 世 国均界各 调社强 会组织具有 结个体联 与

公 生共 活的作用， 讨 ，能推 多主体就共 问题展开 此实动 同关注的 论与行动 以 现 民个体的农 整 发挥合并

协同 应效 。 ， 村 ，明确 角色定位 化将社会组织嵌 乡 理 是保 织社会组织 通过制度 入 治 网络 障社会组 嵌入

力， ， 村动 推 公共 理配 的重要 提 在 乡 建设中 到动 资源合 置 前 将 韧性 起 “四两拨千斤” 。纵览之效果 世

界各国， 村 三 （ 姗姗织嵌 性乡 建设的 定位主要 现为 种社会组 入韧 角色 表 模式 安 煜蓝 昕和 ，2019）：

一 ， 。 本 州是美 模式 即社会组织 政 在 治理 域 表 美 身是 各国的代理 是 府 社会 中部分领 的代 国 建立在

自 基础上 联治 的 邦制国家， 大权这种历史 景赋予社会 韧性建设 社会 与接受背 组织嵌入 更 利且易被 认可 。

“9·11”事件 国成立国 安全部 府角色后美 土 以突出政 ，但 传统不因与美国 符 判而招致 界学 批 。在之后

对的风险应 中， 国美 力 ，恢复 调政 的重 性 尝试 更 弹 合作框架 社会组织逐渐 强 府外 量 要 以 加 性的 将 纳入

（设管理韧性建 Waugh and Streib，2006）。

二 洲 ， ，二 。 洲是 式 即 与社会组织 会治理中 平等关 影响 如欧欧 的共生模 政府 在社 是 系 者相互 农业

村 （展基金农 发 EAFRD） 匮 、 对 力较在资源 乏 险 能风 应 弱 小的 村规模 庄发起“ 对 力变应 化能 ”项目，

村 对 力，在提 体和 体层面 动 风 能 政府旨 升乡 个 集 主 应 险的 在 中其 亦扮演合作者 ，要角色的重 如提供资

（持等金支 Steiner andMarkantoni，2013）。

三 本 ， ，的互补模式 会组织功 主要是 在社会治 共服务缺失 具有 充是日 即社 能 填补政府 理中的公 补

。 本 、 、 、质 会组 与 援救 境保 福利 区营造 国 事 领域的活 弥性 日 社 织通过参 紧急 环 护 社会 社 和 际 务等 动

本 门 ， 本 本 （补日 政府 而日 政府 购买 为日 社会组 供资金保 张豪部 的失灵 则通过政府 服务 织提 障 和张向

前，2017）。

（二）构建社会组织嵌入韧性乡村建设的多元途径

，管定位存 社会组织嵌入是尽 在区别 但 界 国世 各 ，治理 识韧性 研究的共 要求在平 多方衡 利益 基的

础上 村促成韧 乡 设性 建 中 、府 社会组 与农民的政 织 有效互动与 ， 。合作 为此 的多 径需构建嵌入 元途

一， 。 ，其 整体性 途径 整体 嵌入要 织不拘泥 节与领域 实现无 衔 的嵌入 性 求社会组 于部分环 缝 接 全

条式链 嵌入， 现即实 物理、虚拟、 产生 、生 空间活的全 与常规时期和非常 期规时 的全周 嵌入期 。由此，

各国 村 。建设中社 不再 于物资供给 域 如韧性乡 会组织嵌入 局限 等领 美国 府在政 绿色建筑等 村乡 韧性基

设中鼓励社会组 参础设施建 织 与监督、 证与认 评价， 发 专业 与民 现利 相关者 通通过 挥其 性 间性实 益 沟 ，

大 （提 设效率极 高建 心住 和城乡建设 产业化发房 部科技与 展中 等，2014）。 ，同时 各国亦 再将社会不

组 入集中在 后救援织嵌 事 与恢复 段阶 。以美国为例， 导其倡 “减灾、准备、响应、 复恢 ” 阶 与四 段参 ，

因 标 有别各阶段目 措施 ， 类 ， 对 杂 （励不 功能 社会组 共 行 应 风险的 性 孔娜娜鼓 同 型与 的 织 同 动 以 复 和

王超兴，2016）。

二其 ， 应性嵌入适 途径。 一化是 历史乡土文 在 定 、地域、环 世代居民境下 的生活状态、 式生存方 、

。思维模 凝结 乡土文化维式的整体 系着 习 ，民 俗与 关 影响 制约农 生活 社会伦理 系 并 与 着 村乡 建韧性 设

。 ，实践 为此 世 各界 国 村 ，识到社会 织提供公共 能忽略乡认 组 服务时不 需求 应把 民看 共服务的农 作公

“顾客”， ，采转变自身 色 取更需 角 具 对 ， 村 （的方式应 释放韧性乡 效能适应性 风险 真正 Janssen and

Voort，2016）。 如例 ， 洲 村各 的社 乡欧 层级 会组织在 建设 划规 制 中定 ，通过为 民利 表达和 效农 益 有 参



社会组织嵌入韧性乡村建设的逻辑与路径

- 12 -

与 组织化途提供 径，激发农民参 积极性与决策的 ，并 组织 度提升农民的 化程 建立起社 织会组 与 村乡 的

切联系密 （赵静和 晶娟冀 ，2017）。

三， 术 。 对 村 ， 村 术其 技 径 面 乡 组织程度 弱 困 字乡 数 应用 社会性嵌入途 减 等 境 数 建设中的 字技 是

村 。 术入韧 乡 建设 重 手 字技 能有组织嵌 性 的 要 段 数 效缓解 ，社会组 规模和场 社会织嵌入的 地限制 拉近

与农民组织 的距离， 村在韧性乡 设中通 开协商如 建 过网络展 ，能 便捷的协商流程 召 渠提供更为 与 集 道。

， 采 、 、 村 ，时 通 分 估与 馈等 有效 补韧性 信 空 带 提高信 精度同 过数据 集 析 评 反 方式能 填 乡 息 白地 息 ，

大扩 搜集 ， 较大 ， 布，产生 误差 实时 与信息及时 保相关主 根据风范围 避免 并通过风险 监控 发 确 体 险实

情做 判出准确 断。 术会组织嵌入中数 技 应 高度国际上社 字 的 用被 重视， 至如截 2018年，97% 洲欧的 社

会组织拥有 己的自 ，站 其中网 86% 容 动兼 移 设备，59%接受在线 赠捐 并通过消 捐赠者沟息应用与 通
①
。

（三）完善社会组织嵌入韧性乡村建设的制度保障

以Coase（1998） ， 必 对 、的新 经济学家认 释社会现 或行为 产生影响为代表 制度 为 解 象 须研究 其

束作用的制度安支配或约 排， 本且 会 嵌入 度 求社 组织 身具有制 化需 。因此， 村在韧 设的 程中性乡 建 过 ，

力 耦 ， 轨 。完 的 度 各要素 合 织 保证发展 确 道善 制 将助 交 不脱离正

， 。 。首先 社会 规范体系 英 最早以立 形式给 织制度保 早构建完善的 组织 国是 法 予社会组 障的国家

在 1601 了《 》 《 》 。 ，年英国便制 慈 用 与 济 发 间慈 事业 国更 通过定 善 途法 贫法 鼓励 展民 善 此后 英 是

《公 法司 》《 业 蓄互助会行 与储 法》《友谊社法》《入户筹款法》《慈善筹款法令》《 款条街边筹 例》

一 。 本系列法律规 会组织行 日 亦早等 范社 为 在 1896 《 》 了 本法 中便制 织基 法律框架年的 民 定 社会组 。

， 本 了《 》《 》《在 基 上 建 特 活 进法 间法 于公 社团法 以 公此 础 日 构 定非营利 动促 中 人法 关 益 人 及 益财

》《 一 一 》 。团法人认 法 关于 般社 及 般财团 律组 规范体系定 团法人以 法人法 等法 成的

， 丰 。 村 ，其 定 富的社 组织激 性乡 建设 部性 激励措施旨 优 资 置次 制 会 励措施 韧 具有正外 在 化 源配

。 大 ，以 组 入 过 以政 补贴 主的激 措 会 府负担且 形成路径依促进社会 织嵌 去 府财政 为 励 施 加 政 易 赖 削弱

。 ， 。 ， 了丰会组织嵌 同时 组织因具有 性而存在 同激励 此 各国制社 入的公共性 社会 异质 不 需求 鉴于 定

。 ，励措施以保障激 的 持 例如富的激 励 可 续性 长 施 性税 制度 社会 织发展美国 期实 激励 收 以促进 组 。同

， ， 议，时 国 社会组织 立市场化资 制 如社会 签订 协 社会组织 承美 鼓励 建 金筹集机 组织与企业 合作 通过

、 、义 （ ，诺提供 品支持 务宣传等 企业捐款 陈成文 黄 腾产 专业指导 方式换取 和 开 2018）。

， 。 也形成 会 约束 施 各 到社 组织并 能 全 社会资源 公平分最后 系统的社 组织 措 国 认识 会 不 完 确保 的

， 。 ， 必 。配 其 法可能 因 是回 会期望与改 入环境的 要求 除 的亦面临违 此 强化监管 应社 善嵌 然 社会组织

， ， 了自我监 为保障社会资源 于 定 构建 督督外 英国 用 既 目的 普遍性监 — 性监合法 督— 门专 化监督—理

。 本 、 三 门 ，事会 督相互 接 四 监督体系 亦形成以政 第 部 为主 制 政监 衔 的 层次 日 府 公民与 体的监督机 府

、 ，过资格审查 登记等途 监督社 民可以查 织事业报告书与 研 告 评通 法人 径 会组织 公 阅社会组 调 报 等并

， 三 门价 服 劣 第社会组织 务优 部
②

对 ，通过 域社 组织进 专 监 保障社会 织行为符合不同领 会 行 项 督 以 组

①
参见《2018年全球非政府组织技术报告》，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8/0303/155636094.shtm。

②
日本的第三部门是指由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的以提供公共服务为目的的企业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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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 陈成公益认定 文和黄开腾 2018）。

六、社会组织嵌入韧性乡村建设的路径优化

对 ，面 现 境 在吸收实困 国际 ， ，益经验基 上 应当 制宜有 础 坚持因地 有 对针 性地增加社会组织嵌入

， 、 、 ， 本 小 大的 度 深 过提 专 内生 水平 会组 嵌入的 最 与 最广 与 度 通 升制度化 业化 化 实现社 织 成 化 收益

， 村 。化 从而 动最广泛社 与韧性乡调 会资源参 建设

（一）实现社会组织嵌入韧性乡村建设制度化

是增 会组织嵌入 性的关键制度化 强社 公共 。 共性不 会组织嵌 贝马斯所称的公 足使得社 入面临哈 “合

性 机法 危 ”， ， 对 。 ，乏秩 致 社会 织的 与认 度不足 见 有 上的参即缺 序认可 导 农民 组 接受度 可 可 仅 形式

， 。 ， 《 》与 不够 更需刚 支撑与保 快制 会组织法 并 地方规范 韧性远远 性的制度 障 为此 应加 定 社 完善 与

， 权 ， ， 。建 护社会组 益 实现信息可观 与 为 期 进 入 共性设标准 维 织的合法 测 行 可预 而提升嵌 的公

， 。 村 ， 一先 明 组织 入的角 定 韧 建设具有 型的公私协 主体首 确社会 嵌 色 位 性乡 典 作特征 任 的关系

，必 村 。影响 的治理行动 确韧性乡 设中的 结合变动都将 整体 须明 建 主体边界 国际 ， 社会组织经验 根据

嵌入强 不度 同， 类社 织嵌会组 入的 型 三分可 为 种：一 ， ，是辅 性嵌 设主 仍是政 社 组助 入 即建 体 府 会 织

入是为提 政府嵌 升 公共服 质量与效务提供的 率。二 ，嵌入 政府难以涉 领域由社 组是补充性 即在 足的 会

村 。三 ，织主 共服务以 乡 建设需求 是协 性 入 政府 织 体在导提供公 满足韧性 同 嵌 即由 与社会组 等主 性韧

， 一 。 ，建 开展 同合作 现 主 法完成的 性建设目标 在非设领域 协 实 单 体无 韧 应当明确 常规时期 设韧性建

， ，中 险的突发性 泛性 社会 织难以因风 与广 组 站在“ 一盘棋全国 ” ， ，的高 应由政府主导 社度 此时仍

组会 织嵌入 。是辅 在仅 助性嵌入 时期常规 ，性建韧 设中 应避免 一 心 义，府的单 主 法 架内赋政 中 在 律框

。予 会组织独立 性 在社 性与自主 生活 ， 杂社会 构建因其复 专业性难空间建设中 网络 性与 以全然由政府

完成，需要社会 性嵌入组织补充 ，而物理空间、虚拟空间与生产 则 社会 织协 入空间建设 需要 组 同性嵌 ，

村 力。共 增强乡 御 险同 抵 风 的能

， 。 村 才，其次 增加 会组织嵌入 施 韧性乡 善的 设备与充足 业人社 的激励措 建设需要完 硬件 的专 这

均 向高昂指 的 本， 。一社会组织 具有合理性 是经 支成 给予 资源支持 济 持。《 办 》社 助暂会救 行 法 规定

了“ 、 、财 贴 税 优惠 免政补 收 费用减 ” ， 一 、 、 ，等 励措施 进 明 励主体 程 内容 同时可激 应 步 确激 序 以

险机构参 摊机建立保 与的风险分 制， 计 门励保险机构 产品鼓 设 专 ， 类形成 层次多 分担机制多 别的风险 。

二 持是精神支 。 大 ， ， 对个体嵌入更广 社 结 他人 有 重要 影响 参与的 会 构中 的评价具 至关 的 可 积极 性韧

村乡 建设的 会 给予优秀 会组织表彰 定社 组织 社 等荣誉肯 ， 力提升其 会影获得感与社 响 。三 政治支持是 。

对 ， 大 、于 突出表现 社会组 及成员 可 政策制定并将其 荐 人 政协具有 的 织负责人 邀请参与 推 为 代表 委员

。人 是宣 支持候选 等 四 传 。 ， 类 大力 ，织资 有限导 宣 不 鼓励各 媒 宣传社会组社会组 源 致 传 足 应 体 织 特

势， 。利用社会 性与 性优 建立面 层的宣传 络别是 化媒体便利 灵活 向基 网

， 。 村最后 组织嵌入 施 社会组织嵌入 性 建 能因 益 而出完善社会 的约束措 韧 乡 设可 可期待利 不足 现

。 ， 、 、目标 会组 内部应 立 纷 机制 志愿 捐助人 受益 相关者通异化 社 织 建 纠 调解 者 人等利益 过该机制与

， 、 议 ， 矛 。 、组织 提出意见 建 期实现 盾 内部消 关人亦可 政机关投诉 检沟通 等 以 的 化 利益相 向主管行



社会组织嵌入韧性乡村建设的逻辑与路径

- 14 -

、 ，举 发 行 关基 定揭 由 政机 于法律规 对 社会 织违规 组 必 ， 、给 政处 如予以 缔 收予 要行 罚 取 没 违法所得

。 ，权 对 ，等 同 利受侵害者 关法律规 提起 诉讼 如社会 以相应目 进行时 可依据相 定 社会组织 民事 组织 标

，宣 赠人提供传吸引捐 资源 但 对续 资源的后 未 ， ，使用并 照 标 若无 的 理由 赠依 目 履行 法律规定 正当 捐

权 。 ， ，对人 取得 事赔偿 利 外 应颁行社 组织嵌入的 嵌入的不应享有 民 的 此 政府 会 操作细则 同领域颁行

，标准 如指引 对针 物理空间中 ，的韧性基 设施础 结 理环境与 制定建设标准以 范合不同地 社会风俗 规 社

。会 行为组织

（二）促进社会组织嵌入韧性乡村建设专业化

，共 题基 上在解决公 性问 础 类各 力， 村织还 提升专 化 在 乡 建设的 目标下社会组 需 业 能 韧性 总 “认

领” 采 ， 势 ， 村取行动的 各自 实现优 互补 度参与 以 优效率 乡自身应该 分目标 发挥 功能 与深 最 推动韧性

。建设的集体行动

一， 。 力，其 经济型社会组 经 型 组织 渠 金筹 能 降 组织 政府路织 济 社会 需发挥多 道资 集 低社会 的 径

， ， 。 ，依 如 支持社会 织嵌入能获 正面宣传 资源 具有可行性 企赖 企业 组 得品牌的 向企业获取 支持 并且

， 、 术 ，也业支持 仅可以 社会组织 口 亦能为其提供 织 营 管理 将不 有效解决 的资金缺 组 运 财务 等技 支持

，社会 公益 励企增强 的 氛围 激 业履行 。 ， 村社 责 同 济型社会 织需在韧性 发挥其专会 任 时 经 组 乡 建设中

势， ， 术对 ， ， 村虚拟 建设中 推动 数字技 接 建高效 台 完善乡业性优 如在 空间 城乡 搭 数字化平 数字化信

采 、 ， 、 斗 术对 村三 计 ，息的 集 整合与更 通 网 定位 乡 间进 精确 险发新 过 络 北 服务等技 维空 行 算 在风 生

， ， 少 。 ，时能精 监 农 资源现状 保防灾救灾 启动 减 灾 此外 化平台准 测 民与 确 系统快速 害链式反应 数字

长，亦能 社会组织 身成推动 自 ，使 织管理不 检 而是通过实时 据 析 社会得社会组 再依赖年 数 分 评估 组织

，展的发 状况 力 本，不仅 降低 人 成能 评估的 更能 ， 、有效 升 估 信度和效 通过治理模提 评 的可 率 式 手段

， 。效能创新 织健 展与 推动社会组 康发

二， 。 村 村 ，其 文化型 组织 韧性 建设最 乡 社会深 关系的调整 提升 民社会 乡 终需依赖 层结构和 农 个

体的 对 力险应风 能 。 米村的 如桃是其中 关键 建过营 程 村 了 习会组 为乡 居 提 自 以改造环中社 织 民 供 主学

， 对 了 村 （的机会 通过 个性化重 理空境 房屋进行 建重塑 乡 物 间 文涛和卢江颜 林，2017）。 虚拟空间以

， 村 、 术门设为例 老年人因 技 槛等建 乡 中部分 网络诈骗 问题对 术 ，数字 有 难 需要 会技 畏 情绪 文化型社

对 训 。 ， 村 术 才 ，其进 适当 除数 鸿沟 并 虚 空 数字乡 建 需要数字技组织 行 培 以消 字 且 拟 间的 设 人 支撑 文

、 村 ， ， 村化型社会 过高 研院所等与 民保持联 实现产 发展 为乡组织可以通 校 科 乡 居 系 学研协同 定向培

育 术 门 才掌握数字技 的专 人 。 ， ， 村此 在 冲击 除 经济 社会 与生 生活秩外 风险 后 韧性乡 鼓励 型 组织参 产

重 外序 建 ， 需要文化 社会组织同样 型 开展 心 疏导与援农民 理 助， 划提供 规 咨询并为政府 政策 ，扮演“民

智库间 ” 。角色

三， 。社团型 社团型其 社会组织 社会 一 ，进 步增强规范建 并 调 社会 为组织需 构 协 不同 组织行动 社

本 。 ， 、 、 ，组织 入降 提升 率 在组 运 上 建立健全 会组织公开 等机制会 嵌 低成 与 效 织 行 应当 社 诚信 自律

， 。 ，定 组织 评估 并完善 与退出机 在组织 建应急专 织孵化平期开展社会 运行 惩戒 制 服务上 搭 业社会组

， 、 训， ， 对 。 ，台 开展 员 务 培 提 织 技能 强针 效性 组织协 上 重成 业 指导 高社会组 专业 增 性与时 在 同 注

， 门 ，力 村 。 ，枢纽型行 机构 建立专 现韧性乡 业全 式参与 同时 险培育 业 协会 求实 建设的全行 链条 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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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双 权 权，应 中 社 型社会 政府间实 交流并保障公众 表 与 实现团 组织需与 现 向信息 的 达 知情 社会资源

， 、村 ， 权力 ，的 管理 括秩 民安 等 并以 督 身 保政府 的 理合法行使高效 包 序维护 置 监 者 份确 合 尽可能遏

， 。制与消除 现实 从而实现风 避风险发生的 诱因 险规

（三）推动社会组织嵌入韧性乡村建设内生化

（斯科特 2012） ， ， 杂为 国家 清晰且简 制度实现既定目 但 实 复 多认 尝试运用 化的正式 标 现 往往是

， 罔 村 ， 。农 性质 文化 能导 治理失 与 源 过去社会 织嵌入中农元的 若 顾 社会 和 网络 可 致 灵 资 浪费 组 民是

， 。 来 ， 对 ，的接受者 织内 不足 现实 看 组织不可 掌握治 有信息 在被动 致使社会组 生性 社会 能 理 象的所

村的背景下需要深 乡 提 别于有限知识 入 并 供有 常规“ 治科层 理” ，有益 异 即的 变 “ 治理适应性 ”（王

，辉 2021）。 ， 对 村 ，同时 险 主 亦要求韧 乡 不能过于 资源 社会 仅是风 的 动应 性 依赖外部 组织嵌入不 进

村， 村，乡 更要融入 成入 乡 形 “内外相 合融 ” 村 。的韧 道路性乡 建设

一， 。 村 。 较其 社 入生产空间的内 化 好 产结 乡 风险 经济会组织嵌 生 良 的生 构是保障 抵御 的 基础 相

于城市， 村乡 具有 特 生 素与消费 化独 的 产要 文 ， 村实现乡 产 发展业内涵式 ， 村能有 济韧效提升乡 经 性。

一 村 。发展乡 特色 社会组织是 产业 应 村 ，根据乡 实际情况 帮助农民 村 禀乡 资源 赋发展特 优充分运用 色

势 ， 、业 规模产 形成 化 集约化发 局展格 ，并 索探 一二三 。二 。产 发展 式 是提 精 服 会业融合 模 供 准 务 社

村 ， ， 。组织根 乡 产业发展 配置生产 避免 资源浪费 同 导外部企 与乡据 需求 精准 性服务设施 公共 时引 业

村 力 ， 二 。三 本 。 对 村内 加强 者分 分散经济风险 是 育 企 社会 强生 量互动 工合作以 培 土 业家 组织应加 乡

训， 力， 术 ， 村经营 体的 其经 管理能 助 掌 技 新方法 其成为乡 经 中坚各 主 培 提升 营 帮 其 握新 使 济韧性的

力 。量

二， 。其 入生 间的内生化社会组织嵌 活空 ，网络建构 生活空 设的重要 前社会 是 间韧性建 内容 但当

。农民组织程度 弱 共 成困减 且 识形 难 对 村 权、 权织 分尊 农民 建设 决定 控 和社会组 应充 重 韧性乡 的 制 享

权有 ， 对 对体问题或 策与农民群针 具 政 体反复 话、协商与合作， 各主 益最终平衡 体利 ，形成集体行动。

同时， 本， 本 ， 村 ，努力为降 协调成 多 地社会 化乡 公益组织等 员 现 的再低 应建立更 组织 如孵 动 实 农民

， 村 力。 ， ，育 乡 的 在动 确 价 认同的 现 伴 色转换 是 质组织化 培 韧性 内 应当明 值 实 将 随角 物 形态与意识

双 ，重变革过形态的 程 将“客体化” ， 对 村的农 新置于主体 形成 韧性 建设的 归属民重 地位 乡 目标感与

，感 最终 村 对 ， 对乡 应 风险的社会 络 进 在风 互 助将完善 网 促 农民 险应 中的 帮互 。

三， 。 。其 会组 物理 间的内 化 理 同样要求 会组织嵌入社 织嵌入 空 生 物 空间 社 的内生化 自然灾害等

风险冲击将破坏 村有乡原 物理设施， ， ，社会组织 精英身 下 完全照 设思维 不仅若 以 份居高临 搬城市建

村 ， 。 村 ，不符 乡 设 亦与 脱 乡 建 为例合 建 实际 农民需求 节 以 筑 村乡 建筑不仅 农民安 立 与 生是 身 命 生产

， 、 。 ， 、 、 、活的基 更承载乡土 特色与传 幅员 存在荆楚 徽 南 巴渝等础 气息 民族 统文化 中国 辽阔 派 岭

， 对 计， 。 ， 村种地域 若缺乏针 得传统建筑文化 法 续 乡 物多 建筑形式 性设 将使 无 延 因此 理 仅设施不 具

抵御 险的有 风 功能， 村 ， 。是乡 化肌理 地 文 传承与发 需要社会组 分重视更 文 与 域 明的 展 织予以充

， 。 ，其 嵌入 空间的内生 拟空间建 能有效 利益表达 道 推四 社会组织 虚拟 化 虚 设 拓宽农民 与监督渠

， ，动信息公开 共 打 去信与 享 破过 息壁垒 进促 对 ， 大社会 织的 认可 社会组 与 民农民 组 信任与 扩 织 农 互

， ，的方式与 径 实现不同 从线下到 交流动 途 农民主体 线上的直接 互动 提升 ，农民组 程度 激发 民织化 农



社会组织嵌入韧性乡村建设的逻辑与路径

- 16 -

心 村 热 ，关 韧性乡 的 情 村培育韧性 识乡 建设共 ，增进 村 ，韧性乡 建 中 民 与感 是设 农 的参 与获得感 增强

。社会 织嵌 化的 要内容 会 织组 入内生 重 社 组 应 对 村 ， 村 ，乡 特点 研 适合乡 环境 品 让更多针 发 的数字产

村 村 。数字 便利性乡 居民享受 乡 的

七、结语

村 ，构筑 合理的社 组织嵌 建设路径 会中高效配置资科学 会 入韧性乡 是风险社 源、保 人 益的障 民利

必 。 心 ， 村以 为中 念指 会组 嵌入韧 乡 设然要求 在 人民 理 导下 社 织 性 建 的 、度化 专业 与内生化的制 化 目

村构筑韧性 体的均是 乡 建设共同 ，做到“ 短板补 、堵漏洞、 项强弱 ”。因此， 村韧 乡 建设性 需要政府、

农民与社会组织三 的共同参与者 ， 。 ， 村以实 公 与 的帕 但 认识 韧性 更现 平 效率 累托最优 亦应 到 乡 建设

，需 到因地 宜做 制 即对处于 同发展阶 的不 段 村乡 采 ， 本 小应 取不 升措施 方 成 最同韧性提 能实现建设 化

大 。 ， 村，收益最 化 以 韧性为例 以农业 乡 应提升 性以保障其在经 风 发与 经济 在 为主导的 经济多样 济 险

力的恢生后 复能 ； 较业 度在工 化程 高 村乡的 ， 。 ，则 完善 市场竞 机 应 确 社会组 是应建立 的 争 制 当明 织

权 权弥补公 与 关键私 不足的 ，需要增加 村韧性 设的广度与其嵌入 乡 建 深度，调动最广 社会资泛 源参与，

村 ，能确保乡 持续 推动中国之方 善治的可 治步 。更 段入 高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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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and Path of Social Organizations’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lientVillages

LI Nanshu HERongshan

Abstract: Resilient village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ch requires grasping different

spatial and temporal dimension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sponse, recovery and adaptation capacity of villages in the face of risks.

Thus, the traditional public governance and private autonomy models face different degrees of difficulties in resilient rural

construction, while social organizations can better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resilient rural construction and meet the needs of

farmers, so a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good rural governance. However,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lient

villages are plagued with public, professional and endogenous problems.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promote the embeddednes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lient villages by clarifying their roles, building diversified ways and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prote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ractice and summary of the experience of resilient rural construc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it propose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endogeniz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resilient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future, to minimize the cost and maximize the benefit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so as tomobilize thewidest range of social resourc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lient villages.

Keywords:SocialOrganization; ResilientVillage; RuralRevitalization; SocialCo-governance; DigitalVill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