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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空心化”还是“空巢化”？*

——当前中国村落社会存在形态及其演化过程辨识

马良灿 康宇兰

摘要： ， 村落学者认 中国 会部分 为 社 是“ 心空 化” ，社 亦 在会 即 城镇 、市 口化 场化和人 大 模规 外

，村落 、 、 、 。等 动下 社 将 入 缺失 人口 减 资源衰竭 和社会解流 因素驱 会 陷 主体 递 组织衰败 组的困境 最

终，村落社 农民将在现 进程中逐 走向终会和 代化 渐 结。“村落 心空 化” 者所秉持 代化的 值论 的线性现 价

、立 城场 乡“相克” 二 村落 大 村落的 观 和 论 多 社会 经元 念 终结的 调同当前 数 的 验事实 势与变动趋 不相

吻合。 此因 ，应当用“村落 巢化空 ”来概括村落社会存在 态及形 其演化过程。“村落 化空巢 ”突 乡出城

， 来 村 。 ， 村互动与城 成共生 主 城市繁 乡 衰败 它 口流动 现周 性乡相 张 荣不应带 表明 农 人 呈 期 “ 巢离 ”

与“回巢”双 ， ，大 村落 ， 。村落重 征 化 数 但不 终 以新的 在 态特 在现代 进程中 多 非 会 结 还会 存 形 延续

，也振兴既是 能的 是可 必需的。要全面 进推 村乡 振兴，需破除“ 、一分治 策城乡 国两 ” 二的 元结构实

一 ，城乡 体 需 展新型 实现现 发 集体经济 村落社会 ， 夯 村 。创新社 治理 乡 兴社会 础组织化 需 会 实 振 基

关键词：村落 会社 心空 化 巢空 化 村乡 振兴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在 面全 实施 村乡 略进程振兴战 中， 对 村落需 前当 存在形态社会 对其演化过程 晰的认识及 形成相 清 。

答只有明确回 “ 村落 一中 会是 个什么国 社 社会”，才能认清当前村落 本 势社会的 变动趋质特征与 ，从而

大 ，理解广 民在 型 会中的 实 运 遭更好地 农 转 社 现 命 与时空 遇 进而 村 、好 把握 振 会基础更 地 乡 兴的社 可

行 径路 。 ，对村落标方向 因 社会存在形与目 此 态及其演化 ，过程的深度理解 是深入 村乡 建设行动实施

村 本 。面推进乡 兴战略 践的基 前和全 振 地方化实 提 村落 ， 对会发展 以可 从 种程度 与中国 社 何 能 某 上 这

一问 知题的认 直接相关。 村落中国 社会 在存 形态 其演及 化 程 是 指向的过 既 理论 重 课题要 ，对 一这 问题

辨识展开学理 又直面社会变迁 村落 ， 。的 社 展困境 从而 重要的实 价值中 会发 具有 践

对 村落基 国 社会存 其演于 当前中 在形态及 化 程过 与 展 境发 困 ，一 了的认 些 者 国识 学 形成 中 村落社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复合型农村社区组织体系建设问题研究”（编号：21BSH095）的

阶段性成果。



是“空心化”还是“空巢化”？

- 124 -

会是“ 心化空 ” 会的 断社 论 。“村落 心空 化” 村落 较为当前 解 会 频次 高成 理 社 使用 、 较影 为广泛的概响

。 知网的信念 在中国 息检索平台上，输入“ 心化空 ” 一 ，这 主题词 索到近可检 5000篇 文献的 料。资

。 一括所出版 作 这 概 似乎 经这还不包 的相关著 念 已 对为成 村落当前 国 会中 社
①

、 势态存在形 演化趋 及

其 途命前 运的盖棺 定之语论 。 一 、一似 可 为 个前置 般化和它 乎 以作 性 无须质疑 范性概念的规 来 。使用

然而， 谓所 “村落 心空 化”， 部分学者基 身的价值 场和认是 于自 立 知偏好， 类 村据某种特依 殊 型的

落 一会所呈 的部 经 事实而 构 种社 现 分 验 建 的 片面 。 一 大 村落的 念 概念 能 释 多数化 描述性概 这 不 有效解

。会 存 态及其前 命运社 的 在形 途 它在为人们理解村落社会存在形态 势 一 术 力动趋 定学 洞察及其变 提供

的同时，也存在明显 认知偏的 差。 尤 一多学者 其 学者在 究和 知当前很 是 些青年 研 认 村落 会时社 ，将“空

心化” 一 ， 一 议为 作 争 前置作 种定论 为 个毫无 的 性假 范化概设和规 念来 。使 这 识用 种认 对有可能 时新

期“三农”工作 抉择 行动取向的政策 与 产生误导。 ，此 在因 全面推进 村 ， 对 村落乡 振兴 下 应 中国背景

会存在社 形态 演及其 化 、过程再反思 再提炼 。与 概括再

“村落 巢空 化”， 大 村落从某种 度 能 国 的 在形程 上 呈现中 多数 社会 存 态及其演化过程， 对是 前当 中

村落 、 。国 所形成的 统化 形象化 的认知观社会 系 和合理化 念 从“村落 心空 化”到“村落空巢化”
②
的

认知转向，其 含着间蕴 对 村落中国 会社 的存在形态 其及 了 本演化过 发生 根程的理解 性变化。 者 从笔 将

、城乡 系 口关 人 流动、 济经 与社会 、 ，系 策导 等关 政 向 维度 就是“ 心空 化” 是还 “ 巢空 化” 题进行问

， 较 村落辨 以期 好地理 国 社会存识 解当前中 在形态 ，演化 进而及其 过程 探寻“村落空巢化”背景下乡

村 兴的振 可行路径。

①
本文研究的村落社会，是指那些社会风貌相对完整，社区自然、文化、行政与社会边界较为明确，村社集体产权较为

清晰，村庄经营有一定农业、实行农工互补的生计模式，人口与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乡村组织结构相对完整的村落社区。

各类转型社区，如工业型超级村庄、城中村、城边村、因政府政策驱动而形成的村改居社区、集中安置社区、各种大型

移民新村等，不在本文讨论范畴。这些转型社区大多是没有农业经营活动的社区，村民也很少有承包地，很多社区已经

失去村集体土地，村庄形态过于复杂，成员结构缺乏稳定性，在性质上已完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村落社会。

②
在对当前村落社会存在形态的认知中，除了“空心化”的学术观点外，一些学者借用 20世纪 60年代日本乡村社会研

究中形成的“过疏化”概念，来认知中国村落社会的基本存在形态。他们认为，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乡村社会

一样，当前中国村落社会也处于“过疏化”状态。笔者梳理相关领域的研究资料后发现，“过疏化”的概念意涵更接近

于“空巢化”，是同“空巢化”相关的从属概念，“空巢化”在概念范畴上涵盖了“过疏化”。因此，可以将“过疏化”

纳入“空巢化”的讨论范畴。同时，“空巢化”符合汉语表达习惯，更易于理解和把握，而“过疏化”则是源于日本的

外来词汇。当前中国村落社会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乡村社会相比，尽管在现代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进程中人口

乡城流动形态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两者所处的时空背景和制度体系不同，包括驱动人口乡城迁移的动力机制也存在差

异，简单地将当前中国村落社会视为“过疏化”社会，显然也会面临食洋不化的问题。关于村落“过疏化”问题的讨论，

详见田毅鹏（2006，2011，2012，2014）、焦必方（2004）、喻小雨和崔迎春（2018）、史艳玲（2008）、饶传坤（2007）、

乐燕子和李海金（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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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村落空心化”内涵及其对村落社会的认知偏差

词源上说从 ，“ 心空 ” 体走向 亡的 在 态是生命 衰 存 形 ，而“ 心空 化”强 生 渐调 命体逐 走 的向衰亡 过

程。《 汉现 语代 词典》中，“ 心空 ”作动 时词 其 义定 为“ 菜 心 长干髓部变 或蔬 中 没 实树 空 ”， 时作形容词

，是属性词 表示“东 内部 的西的 是空 ”
①
。 心 一 ， 一犹如老树 味着衰亡 社会生空 意 样 命体 旦空心，便

，会缺失 魂精神和灵 暮气沉沉， 逐渐 向将 走 结终 。学者 在们 将“ 心空 化”一 村落于 社词用 表征中国 会

的演 过 成所谓变 程而形 “村落 心化空 ” 或抑 “ 心 村落空 化 ” ， 一的认知观 时 其蕴含的 设是念 个前提假

村落中国 现代社会在迈向 化 家国 、新征程中 在 村农 徙 ，人口向外 流动的 逐步走向迁 过程中 将 衰败和死

。亡 依照 种观这 点，“村落终结”
②

村落 必 势。将成为 国 会 然中 社 演化的 趋

（一）“村落空心化”的认知演化逻辑

对在 “村落 心空 化” ， 术 了问 的认 上 历题 知 学 界经 “村落 心空间 化空 ”→“ 心口人 空 化”→“村

落 心整体形态 化空 ” 。尤 村落 心 判 ，的认知演 是 整体形 知 断化逻辑 其 态空 化的认 种程度上存在某 在着

村落 村衰亡与农 终结成 改变宿命民 为农 不可 的倾向。

，先首 村落 心 。 村空间 化的 知 念始于 文 理 这 要 地理 间 注乡空 认 观 人 地 学研究 些学者主 从 空 层面关

落 心 。 落 心聚 化 空 含两层意空 聚 化包 思：其一 村 布 心 ， 村是 庄建筑 空 格局 即 宅局呈现的 民新建的住 分

布在村 ， 村 心 布 ；外围 聚集在 的老宅和 屋被闲 形成外扩 构 局庄 庄中 房 置废弃而 内空的结 其二 指是 村农

区 宅地 住 的高 ，置空 率 即 村 ，工 持 性积 在进城务 的 民通过 续 累 城镇 ，房定居 将买 而 家老 的 屋闲置废房

弃， 村日积月累形成空壳 （ 春华杨 和 苇姚逸 ，2021）。 义上从这个意 讲，有 将学者 “村落 心空 化”界定

村乡转型发 进程中 农化引起为城 展 农 人口非 “人走屋空”，以及在 基地宅 上普遍“建新不 旧拆 ”， 建新

住宅向村庄外围扩展， 村 大导 庄用 规致 地 模扩 、 一基地管 无 的 良演化过宅 理 序 种不 程（刘彦随等，2009）。

“村落 心空 化”可谓在城镇化滞 的后于非农化 背景下， 落 村 划迅速发展的 建设与 后 庄规 和农宅 的 管理

矛的 盾所引体制 起的村 （围粗放 展而 部 败的空 形 分庄外 发 内 衰 间 态 异现象 力薛 ，2001）。

，其次 在村落 间空 心 ，一 来化基 上 从人口 素 层 知空 础 些学者 因 的 面 认 “村落 心空 化” ，问 亦即题

义 心 村人口结 空 化或农 流所 的构意 上的 人口加速外 导致 “村落 心空 化”。受城镇 和市场化化 潮浪 双的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746页。

②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2010）基于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法国传统农民的现代遭遇的认知，形

成了“农民终结”的论点。他指出，法国农民在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分工体系洗礼下，其长期形成的生产技艺、地方性

知识和基于社区伦理形成的互识社会关系，都在逐渐走向衰亡。在现代社会，农业文明将被技术文明取代，农民传统精

神将被技术理性摧毁，由传统所塑造的农民最终将走向终结。李培林（2002，2004）在孟德拉斯观点的基础之上，形成

了“村落终结”的论断，并用以表述 20世纪与 21世纪之交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城中村”逐渐走向衰落和消亡的过程。

“村落终结”观点的提出，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不小影响，并形成一种将其作为认知中国村落社会前途命运的倾向。实

际上，“城中村”代表的仅是中国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较为特殊的村落类型。“城中村”的终结并不能说明绝大多数

村落社会必然遭遇同样的命运。中国村落社会的发展前景应该有多种而不是仅有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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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 力重 壮年劳动驱动 农 青 和 村乡 不断精英 外流，村落社会蜕变为 谓所 “无主 熟 社体 人 会”
①
。人口

大规模 村外流使 落 少人 数量口 减 ，人口年龄 、结构 性 结 失别 构 衡， 。 ，口质量下 因此人 降 村落人口空

心 是化的实质 村农 人口大规模 村致外流导 落 。 来， 村逐 亡的过程 在 观点看 农 口渐衰 这种 人 大规模外流

一 必 势 ，然的趋 和 程是 种 单向的过 村从农 区地 ，流 的 口很难 回 更 再 出 质性出 人 再 流 不可能 为家乡做 实

。 ，对 ， ， ， 。献 流人员 言 乡 故乡 而故 则变成异乡 人变为陌贡 由此 外 而 他 成为 乡 曾经的熟 生人 依照这

， ，样的 在人口净流 景下观点 出背 村落社会 ，走向衰将 亡 农民 。面临终结将

， 村落 间最后 在 空 心空 化 心 ，一 采 一 ，人口 化 础上 些 者 种 的 突 强调与 空 基 学 用 综合性 观察维度 出

村 力 大 ， 心 ，劳 外流 不 形 人 化 而且农 动 的 量 仅 成 口空 村落导致 （社会的整体 败 陈家喜退化和衰 和刘王

，裔 2012）。 一 对维度这 于“村落 心化空 ” ， 村的认知更 合 更重视 人口加 伴随的为综 与 速外流相 落资

、 术、 、 才人 等资金 技 知识 源的大量 失 其所导 的流 及 致 村落 败衰 困境，如 村乡 组织在 员 龄人 年 结 上构

衡出现失 ，甚至 龄老 化 村 ， ， 村政 能在乡 基 得不到有效 政策难以 生活府职 层 发挥 各项 贯彻 乡 公共 无法

， 匮开展 公共服 源 乏务资 （ 杰，等 刘 2014）。 一 村落 心 ，视角强 态的空 化这 调 整体形 并将 村 口持农 人

续 流导外 致 村 心 、的 空 化 农 老 化 边 当农 民 龄 和农业 缘化视为 前“ 三新 农” （ 权题 体现 项问 的重要 继 和

长 ，友周 2017）。

种综合性 角看从这 视 ， 心 一 、 一 村落 ，空 化是 人口和社 体衰 程 它既涉及个集空间 会于 体的 整 败过

村落 心 ，也空间的空 包括人居住 化 口大规模 来 心 ，流带 的人 表现外 口空 化 还 为 村 、 、产业 织 理乡 组 治

以及 、 、 、 （会 结 务 等 面的 化 衰败社 联 公共服 文化价值 层 弱 断裂与 李 飞永 等，2014）。因此，“村落

心化空 ”不仅是 村农 少 村 ，人口减 和乡 的问题 而经济衰退 且 本城乡 发生根 性变 础上蕴含着在 关系 迁基

村落 、 、 ，社会 造 互助 认同与整 空前巨 是在 市构 体系 价值 体形态的 变 城 聚效应集 ，用作 下 村落社会因

（ ，口 而 可避 地 组 田毅人 急剧外流 不 免 走向解 鹏 2011，2014）。 力 村 力 ，在 市 和农 的推 用下城 的拉 作

村农 大 ，人口 量流失短时间内 村落 ，出 衰减 导致维系现人口数量 进而 村落社 构与居民 系的社会结 关 会

联结 ，道被破坏 民之间渠 即社区居 、 里之邻 间、村 村民 体与 集个 体 、之 互 瓦 于 任间 动关系 解以及基 信

村落 本 ，规 的 会资 式范 层面社 微 村落的 会 机制社 联结 断裂。随着 村 尤 大农 人口 其是 量 村农 壮年青 劳动

力向城市聚集， 大 村广 农 出现青年人地区 空、 业空产 、住房空、 凋敝组织空 态的社会 状 。在此背景下，

村落 亡和农 的终 成的衰 民 结 为必然 势的社 发 趋会 展 。 村落 ， 本 择终 中 民基 没在迈向 结的过程 农 上 有选

权利和空的 间（ ，李 林培 2013，2020）。

（二）“村落空心化”问题及其认知偏差

就一 学者有关些 “村落 心化空 ”的论断而言，他们对 、 、 村落乡关系 人 治理 前城 口流动 社区 与当

社会的整 态体形 和 一 ，对 村 较 。演化 程的认 偏差 乡 前 认知显 为悲 这 认知偏过 知存在 定 途命运的 得 观 种

一 村 （ 龙 小 ，可 会 唱 播 果 陆 和差 能 产生 种 衰乡 的传 效 益 陈 锋 2019），从而 对可能 级 府 推进各 政 正在 和

①
“无主体熟人社会”是吴重庆在费孝通的熟人社会观点基础上提出的概念，用于解释空心化村落的社会运作逻辑。他

指出，“无主体熟人社会”是“村落空心化”的直接后果。大量农村劳动力长期外出，使村落社区缺失了核心和主体，

丧失了灵魂。这种主体的缺失或不在场将导致村落社会解体，预示着村落社会的衰落和消亡。更多讨论详见吴重庆（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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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的施 村 村乡 建设行 兴战略产动和乡 振 生负面的 。响影 这是 ， 村落为依照这种 逻辑 既然 亡是因 认知 衰

必 势， 必 村 ？ ， 对然 那还有 要 因此 需的发展趋 振兴乡 吗 要 “村落 心空 化” 题 其认知 差 行问 及 偏 进 解构

判。批与

首先，“村落 心空 化”论者秉持 一是 现代化 思 模的 种线性 的 维 式
①
， 们将传统 现代他 与 、 村农 与城

市 二 对 ，立的两极 明的 将以牺牲乡作为 元 认为现代文 发展 土 明为代价文 ，村落 会最终 社会社 将被城市

所取代。 ， 、现代性 辑主 之 传统与 代在这种 逻 导 下 现 村农 与城市 ，间 城之 相互排斥 镇化的 进推 和城市

的 来繁荣 带将 村落 落会 体性衰社 的整 。 心 义城 中 主 的价值市 立场，正 这种线性 集中是 思维模式的 体现。

在“村落 心空 化” 来，论者看 城镇 类 ， ，化作为 迈向现 标志 意味 决裂 意 着在人 代文明的 着与传统 味 各

个 面同层 村落 镳。 ，社 分 扬 种会 道 依照这 逻辑 城镇 对 村 ， 村化 味着 市 空间的 压 味意 城 农 地理 挤 意 着农

人口大规模 来流带 的城市 化与外 人口过密 农村 ，人 味着口过疏化 意 农村 力 来 村动 单向迁移 农 人劳 带 的

力 本资 匮乏、 业生产 降低和农 要素投入 村农 产业 心空 化。最终， 村农 么走 衰要 向 亡，要么被 市城 没吞 。

， 市这样 城 崛起与村落 、失 市繁 与消 城 荣 村落 。为现代 进 中 逆转的历 潮流衰败成 化 程 不可 史

依照 ， ，这 代化的思 是社 展的主体种线性现 维逻辑 城市 会发 村落 末梢，是 演化的 它 要依附社会 需

，存在 是需 和于城市而 要被改造 被 对 。 ，也消 的 象 种 念不仅 行 城灭 这 观 盛 于 市 为农村 ，所接受 从而导

致 一 村 心 噬作为 文 的农 正 渐 以 为中 的观 所吞种 化观念 逐 被 城市 念 （文军和 东沈 ，2015）。 化进程在现代

， 、中 和情 维系的以血缘 地缘 理等 村落社会 弱化联结 ，乡土权 落衰威 ，社会 观共享价值 式微，原有的

生产生活方 与思 方 被遗忘式 维 式 。“村落 心空 化” 对 一者 出 立 面论 更加突 城乡关系 的 ，认 城 是为 乡之间

一种“相克”而非“相成”
②
、 此即彼非 或 二城即乡的 而非 择一 （ 东，旭的关系 赵 2022），城镇化意味

对 村 ，农 地 掠夺 意味着着城市 区的 村落 凋敝 。衰亡的 与

其次， 人口流从 动层面看，“村落 心空 化” 村论者 人口的 外迁更关注农 向 移与 村口迁移 导 的人 所 致

落终结。 村农与 人口在 乡 间城 之 往 穿返 梭、 可退的 际 况可进 实 情 相异，“村落 心空 化” 村论者 说的农所

人口迁移是指 村农 村人口完全脱离乡 （ 勇徐 ，2000）。大量人口外流导致农村 数量锐减人口 ，村落 会社

①
“线性现代化”是早期现代化理论的一种话语表达形式。它延续社会进化论的基本论断，认为人类社会变迁将经历由

简单到复杂、落后到进步、传统到现代的同质化演变过程，所有社会都将因现代化、市场化和理性化的进程而变得越来

越趋同。依照这种认知逻辑，发达国家将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图景，先进社会将为传统社会指明方向，现代都市将成

为村落社会的发展归宿。显然，这种线性思维模式对于多元化、多样化、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存在异质性的现实世界的认

知存在局限。

②
费孝通认为，相成与相克之间的张力影响着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命运。中国传统城乡关系在“农工一体”的经营模式

下，呈现为一种交流平衡、有机循环和相互调适的“相成”关系。近代以来，城乡之间的关系由相互融合的“相成”裂

变为相互对立的“相克”，城市不断向乡村索取资源，对传统乡村手工业造成毁灭性打击。解决城乡相克而促进城乡相

成之道，在于繁荣乡村经济，发展乡村工业，建立合作社组织，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运作。费孝通关于“相成相克”的

城乡关系论述，为其在改革开放后所创立的小城镇化理论埋下了伏笔并在此基础上充分扩展，对中国农村工业化与新型

城乡关系的建设产生了广泛影响。费孝通关于“相成相克”及新型城乡关系的论述，详见费孝通（2016）、李金铮（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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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弱化 村落 。 ， ， 。一走向衰败 人口学 人口 动 人口迁 是 个 概最终 实际上 在 中 流 与 移 两 不同的 念 般

， ，人 流动 的 的空间 移 象 流动既可 是人口而言 口 指 是人口 位 现 人口 能 从某地 也 能是人口流出 可 回流至

某地。而 ，人 移是指人口 个地区之 的地理 空间流动口迁 在两 间 流动或者 这种流动通常会 及永 性涉 久 居

，住地由 出 到 的迁 地 迁入地 变化 形进而 成 （ ，永久 迁 原性 移 田雪 2004）。“村落 心空 化” 者 为论 认 农村

了口迁移引人 发 农村 少人口数量减 ， ，村落 村结弱化 社 日常 交往的公共 不社会联 会中承载 民 生活 空间

断消解。 是但 ，“村落 心空 化” 了论者忽视 村农 人口发生流动的现象不 是仅 指农村人 向城市 单 流口 的 向

， 的动 更多 是指农村 ，口 城乡 间 动人 在 之 往返流 农村人 呈 的 期性的口 现 是周 外流和回流。

依照“村落 心空 化” ， 村的观点 农论者 人口的 村使得 地外流 农 土 “撂荒”现象日 重趋严 ，一些地

区 业延续 生产经营农 粗放式的 方式， 术 较少农业技 设施 入新型 和 投 ， 村 心产业空 问 凸农 化 题 显。同时，

村农 人口外流 村导致 落 力 本匮 ，村人 资 乏 中 、 ，置 年久 修房屋闲 失 村 自民 治 于由 村民参与 度不高程 而

难以维持 效有 ， 村 心 、运转 农 社会 空 化导致教 疗公共设施与 服务 育 医 和社会 利等资福 源短缺， 响农影

村 。 ，居民 最终日常生活 在 力种因 的 推动多 素 合 ，下 农村人 被口 倒逼 流外 ， ，恶 循环由此形成 性 村落

会 体并最 走 终社 面临解 终 向 结。 然显 ，“村落 心空 化” 村落论 的上述论断 某些 社会者 可能只是 发展演化

程过 ，中 现的特征所呈 但 大 村落 。于当前 多 社会的有悖 数 经验事实

最后，从政策导向 面看层 ，“村落 心空 化” 村落论者 持 亡的观秉 衰 点， 村落并 持 为坚 以 终结 归宿的

。 来，村落 必 势 ，策 向 在 们 亡和农 的 结 代化进程 然趋 和不可 代潮流政 导 他 看 的衰 民 终 是现 的 改变的时

。 ， ，是 步的 依照这样的 逻辑 国家 政府所 是要社会持续进 结果 认知 和 要做的 就 加速 对文明实现城市 村

落社 的完 渗 和会 全 透 对乡土 明文 的 。 、取 学 代 城代 这些 者在为现 化 镇 ，对和 唱赞歌 同化 市场化 的 时 村

落 一 义 。社 发展和农 的处境则抱 主 的态度会的 民 持 种悲观 如果村落 农民 结是不可逆 趋社会和 的终 转的

势，那么 村、 村 一 。建 乡 振兴 种不切实设 乡 将成为 际的幻想 从这种 点观 出发， 采无 取什么 策 施论 政 措

， 了村落 。 ， 大 村落 、举 不 亡和 民 命运 显 这 当 数 社会的 实形态或战略 措 都阻止 衰 农 终结的 然 同 前 多 真

势 村 。发展 国家正在 乡 振 略相背离演化趋 和 全面实施的 兴战

“村落 心空 化” 是只 对 村落当前的 乡关系城 与 在形态的社会存 、 ， 了村落面化认 遮蔽碎片化 片 识

会 总体性社 的 和 杂复 属性 性。村落 杂的 复社会 总体性和 性， 村落 一突出 现 是 个由 口体 为 社会 人 、 济经 、

、 、 杂 。 村落 ，礼俗文化 织构造和空 复 要素构 统 在 生活中 这个 以社会 组 间边界等 成的社会系 社会 系统

总体性 方式存的 在， 的各要素 影响系统中 之间相互 、互 嵌合相 。 于 续体中 构 要处 连 的 成 素， 人诸如 口，

，看 乎可 脱 而存在 实 上 体性的社 连续体之间 以割舍的表面上 似 以 离系统 但 际 和总 会 存在着难 原生性情

感。 大 村落正是 原生性情感 数 社会在 遇现代 过程中不 向终结这种 使 多 遭 化转型的 会轻易走 。“村落 结终 ”

类只 当 部分特 型是 前 殊 的 村 （ 划 村、 村、 村农 区 城 改造 的 边 拟被 并 的转型社 如被列入 市 规 城中 城 拆 居

村落， 大 村落， 扶家 型工程 设或出于生 虑而拟迁 动下 易地 贫搬迁因国 建 态安全考 移的 政府驱 列入 的贫

村落 ）困 等 所呈 的特征现 。 村落 势， 大其生存条 环境方 的劣 出 重 项目 设这些 或因 件和生态 面 或 于 建 需

了村落 。要 搬而实施 迁撤并 但 ， 大 村落 择 。不 据此 断 都将面 同 的 历史宿命 共中能 推 绝 多数 临 样 选 或 中

、央 国务院印发的《 村 划（乡 振兴战略规 2018—2022年）》 提出明确 ，“ 类 村进乡 发展分 推 ”，应“避

村 大随意撤并 搞 社区免 庄 、 大 大意愿 拆 建违背农民 ”，要“ 足乡土 会建设立 社 、富 地 特色有 域 、承 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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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园 愁、 村代 级 乡体现现 文明的升 版 ”
①
。“村落 心空 化” 一作 述性概为 个描 念， 一更 地 为 些学多 表现

对村落 术 ， 大 村落者 会的学 想象 作为认知 社会 置社 不能将其 当前绝 多数 的前 性假设和既定的 。结论 因

， 对 村落 。需要 当 会存在形 化过程 行再 识此 前中国 社 态及其演 进 认 而对“村落空巢化” 阐的 释，表明

了笔者试图超越“村落 心化空 ” 努力。调的 种论 某 尝试和

三、“村落空巢化”及其观察维度

“村落空巢化” 一 ，为 描 概念 表征 是在作 个 述性 的 村农 人口大规模外流 一 义背景下中国 般化意 上

村落的 社会的存在形态和 过程演变 。 ，它试 解释 在图 城镇 、 ， 村场化和现 的洗礼 中国化 市 代化浪潮 中

落 ， ， 大 村落本 ，会 管经历 型 迁 种 但 分 身 不 走向消 它 依社 尽 转 变 面临各 发展困境 部 并 会因此 亡 们 然会

在现代化 程中延续自 生命进 身的社会 ， 大 庇依然 农民 社会 护会继续为广 提供 。 村落在认 会时知 社 ，“村

落空巢化”的观点 村落仅站在 社主张不应 会外部看村落，将村落视为“ 题集 器问 中 ”， 村落应从 社还 会

来内 理部 解村落， 认充分 识村落 一 文 与社 形作为 种 化 会 态所 力（ 东，有的调 和 变 旭具 适 应 潜 赵 2008）。

，从由内 外的视角出而 发 村落到可观察 对 、在应 市场化 城镇 冲击 体现化 时所 来出 力 。的耐 性和韧 笔者

认为，“村落空巢化”更能 处于转型 的中国概括 和流变中 村落 本会的 属社 质 性。 一这 概念 当 国同 前 家扎

推实 进 村 设 动和 面的乡 建 行 全 实施的 村 ， 一 丰 术 力乡 振兴 略 度 是 个蕴含 富的学 想象战 高 吻合 着 和社会

本 。策内涵的政 土化概念 于鉴 ，此 何谓理解 “村落空巢化” ， 村落呈现维度 为观察 前及其 成 和认知当

社会存在形态 本 。其演化 程的 前及 过 基 提

（一）“村落空巢化”的内涵

从词源 说上 ，“ 巢空 ” 是 动表述的 因人口流 而形成 一种的 构家庭结 存在 态形 。 据依 《 汉语词典现代 》

的 释解 ，空巢是“ 子 长大指 女 离开后， 父只有 母单 庭独生活的家 ”
②
。据 知此可 ，“空巢”表征 家的是

庭结构 存在形的 态，“空巢化”强调的是 的演家庭结构 化 程过 。 本 义从 意 说源 上 ， 村农 青年群体离巢和

对老 巢 是相中 年群体守 都 的。 村农 体青年群 ，中 既有周 性 流动期 外出 的，也有 期性回乡团周 聚与归巢

的。此外， 村 也 来外 青年 创业的现象 多出务工的农 返乡 越 越 。对离巢群 而言体 ，故乡犹在， 愁犹存乡
③
，

，乡里如故 村落 父 子 。的家和 守在 乡 母是游 远 牵 在里 留 家 的 永 的 挂 他们 流动的 ， 未程 从 忘 返过 中 记 乡

。而伴随 巢的路 离 后时间 推移的 ， 也曾经 青年的 步入中年，“倦鸟” 。始逐步归开 巢

①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_

5325534.htm。
②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744页。

③
乡音难改、乡情难忘、乡亲难舍、乡土难离的乡愁情怀深深地烙印在每个中国人的精神血脉和精神家园里。这种乡愁

情结集中体现为人们对家园故乡、家乡风情与亲人故土的眷念热爱与情感归属，体现着人们回报桑梓、建设家乡的满腔

热情与赤诚执念。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乡愁，乡愁是人们的心灵之根。乡愁是情感的，也是物质的；是文化的，也是

社会的；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是农村的，也是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愁是人们对经受现代化冲击的历史记忆、

文化传承、生活记忆、生态风光以及伦理价值观念的怀念情感。关于“乡愁”的更多讨论，详见李华胤（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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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长工者 年龄增 而倦外出务 随着 鸟 巢和归 来 村越 越 的农多 ，青 业后 曾经年返乡创 趋于 的衰败 村落

又 了一 ， 村落 又恢复 的生 曾 断裂的 会 往 关 以 复和定 机 经 社 交 与互动 系 重新得 修 建立。村落社会 城镇在

、 、化 场 现市 化 代化浪潮的 ，洗 中 依然保持礼 着 绝绵延不 力 。 力 ， 村的耐 与 种耐 性 使韧性 正是这 与韧

落 ， 。不会因 巢化而走 衰亡 不 口流动而 的社会 命 在 年为空 向 会因为人 终结自身 生 青 体群 离巢 呈并 现候

、动鸟式流 者外出务工 鸟归 与倦 巢 来 村的农越 越多 ，村落青 返 创 过程中 社 将会年 乡 业的 会 始终保持强

力生命韧的 。 ， 村落本 也 、 、 、当然 在人 龄化 社区组 散化 公共 务供给空巢化 身 存 口老 织松 服 严重不足

、村家庭结构不太稳定 落 力发展缺 活乏 、增收 力 。 对 ，内 动 不足 问 如 解 题 当生 等 题 何应 和 决这些问 是

村 。前 面 振兴战 需 重 注的领域全 推进乡 略 要 点关

巢化现象始空 于家庭， 不止于家但 庭。由大量 化家 组成的社会空巢 庭所 ， 空巢化社便是 会。“村落

空巢化”是城镇化、现代化和 展的产市场化发 物（陈建兰，2009）， 杂在 深层次 涉 复 道更 上 及 的人伦 德、

益人际利 、 会风 等 的问题社 尚 诸层面 。 此因 ，“ 巢空 ” 了涵除的内 涉及 庭家 ，还可用于表述村落 体共同

。或组织 如用“ 村空巢 ” 一 村代目 国 些农指 前中 地区大 力 村壮年劳动 城市流 农 固定居量青 向 动致使在

大 孺 村的 部分 老弱 的住和生活 是 妇 庄（彭迈，2007）；用“村落 巢空 化”表 代征在现 化、城镇化、市场

化浪 冲潮 击下 及城乡 系以 关 化 等演 变迁 ， 村 尤 大多重因 驱动下 农 人 壮年人口素 口 其是青 量外流而使村

落社会 。进入空巢化 的演化过逐步 社会 程

总之，“村落空巢化” 本庭层面表 生态系 发生 性 化在家 现为家庭 统 根 变 ， 村落在社 层 则会 面 呈现为

。社 整 性转会结构的 体 型 ，在 面家庭层 空巢 导 家 构变动进 引发家庭代 系和成员化 致 庭结 而 际伦理关 角

色及其 能功 的 ，变化 隔代养育和 老人问题 益凸显空巢 日 。在社会 ， 村落面 空巢化 会结构层 表现为 社 发

生变动，即 步形成逐 计 村人 或 庄 在 理空 上 在社会 间 紧 连的社个 生 职业与 社会生活 物 间 脱嵌而 空 上 密相

。 了 。会 构形态 这种 体现 现代 乡关 新变化结 结构形态 化进程中城 系的

（二）“村落空巢化”的观察维度

“村落空巢化” 念背后蕴 着乡土 代文明相概 含 社会与现 成共生的前提 。假设 它不 张 灭主 消 村落文

， ，化 统 社 更 城 文明 改 代乡土 明 是 现代文明 乡土文明和传 与 会礼俗 不主张用 市 去 造和取 文 而 主张 与 谐

共生。“村落 巢化空 ”突出城乡互动 城乡与 “相成”而非“相克”的关系， 来主张城市 繁荣不的 应带 村

落 ，败的衰 农村 ，不是 庸 而是 此平 的 体城市的附 彼 等 主 。 ， 村它表 农 口 现明 人 流动呈 周期性“ 巢离 ”

与“归巢”、“ 流外 ”与“回流”等多重 征特 ，在人口大 模外流规 背景下，村落社会非但 终结不会走向 ，

还会 和存 态延续以新的方式 在形 。具体而言，“村落空巢化”将 在城乡会 关系、 与经济 社会关系、人口

动等层 呈现流 面 与“村落 心空 化”相异的 点观 。

先首 ， 关从城乡 系层面看，“村落空 化巢 ” 一表 城 应当是 相 共明 乡之间 种 成 生的关系。当前 国广中

大 ，也 、农民进 是出于谋 为寻 好的生存和 机会 为实 更美好 出城务工既 生的考量 是 求更 发展 现 生活而做

的合理 择选 ，背后 杂着复 的 济社 原有 经 会 因。长 来期以 中 社 所 城国 会 形成的 乡分治的二元 构导结 致城

市与农村之间以 区及 域 来 大之 展差距越间发 越 ， 、 来 ， 了不平衡 不协 越突出 引调问题越 发 城市 与繁荣

村乡 破败（刘守英和 一王 鸽，2018）。 提升自身 物质生为 的 活水平， 决自身的 展困境解 生存与发 ， 大广

农民尤 是 年农民 体其 青 群 择 ， 。离 到 更 的生 和 会 他们 年 返 市选 乡离土 城市寻求 好 存 发展机 常 往 于城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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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 ，之 成为间 打 二 儿。 ，破城 和城乡壁 潮 因 国步入乡 元结构 垒的时代弄 此 中 城镇 速发展阶化快 段的

过程 单的人口不仅是简 流动 大扩 且规模 流动愈发 繁 过程频 的 ，还 含蕴 着 力农 破民 图冲 “ 、一城乡分治

国 策两 ” 二的 结元 构 （ ，陆学艺困境 2000）来 、变 身 拓展自身 存和发展机改 自 命运 生 会， 乡相实现城

成共生 努力 。试的种种 和尝

随着 村人口在城乡农 之间大规模流动， 村地区农 的经济 会与社 、结构 人口结构 了都发生等 杂变复

动。村落 一 了定 度上出在 程 现 衰败现象， 了人 空 重组引发 口的社会 间 。 ， 义此 传统意在 过程中 上 村的

落 一同 定程度上共 体在 落，向衰走 村级组织和邻里 ，持系统逐支 渐弱化 互助生产 体系 ，出现消解 村落

公 务共服 开始衰败，村落老龄化问题严峻（田毅鹏，2011；田毅鹏和闫 安西 ，2021）。但这 不意 着既 味

村落 会在人社 口大量 流外 心了，也中 不 味着的过程 真的变空 意 村落 会社 必 。村落衰亡 社然走向 仍会 然

是 着承载 子离巢的游 ，乡愁的故土 是归巢的“倦鸟”和留守家乡的 老年中 群体安居乐业的家园。尤其

大 ，村落 力 、 。是在面 巨 的经 机时 社会 性 价值 功能 会 到充分 显临 济社会危 的耐 与韧 与 将 得 彰

一 ，步进 说 在 与 设 市场 分 程参 城镇化建 与 化 工的过 ，中 农民 了 、 、形 以 主 亦工亦 农工互成 工为 农

计补的生 模式。对 ，于候鸟式 群体 城乡之间应处 流动的农民 而言 该是“相成”而不是“相克” 。一的

， ， 村 。 、巢农民进 程中 农 挥着 活 底的功 当 巢 法 居 业方面 在离 城务工过 发 生 托 能 离 农民无 在城市安 乐

、工 不作 稳定 、临失业 以 上 有尊严的 活或无法面 难 过 体面 生 拥 来 ，收入 源时 回农有持续性 他们拥有返

村、从事农业生产、 本维 生存系基 权的 利。 际上实 ，中 城市化的国农民半 特点（ 光王春 ，2006），使农

较大 。一 ，进城 工 在 风险 面 失 返民 务 存 旦 临 业危机 乡务农 择成 他们 底就 为 托 的选 。 民农 在乡 社 中土 会

、 ，累的社会 系网络和亲 享有的土 资源所积 关 友支持 所 地和房产等 大体上能保证其达 明社会所到文 要

本 。 子 、 心求的基 乡土社会 和熟悉 使返 游 精神上 归 感 有生活水准 的包容性 性 乡 在 有 属 在 理上 认同感、

生 上有 全在 活 安 感。 一 面另 方 ， 村在农 口 速 背景下人 加 流动 ，农村 挥着发 重要的 会治理功政治与社 能。

中国式城镇 了 权 ， ，化 代化道路在 程度上保 农民返 农民在城 进可退 从与现 某种 护 乡的 利 使 乡之间可 这

一 了定 度 降低 社 治 风程 上 会 理 险。 大 势 一 力，庞 群 在城 的 面临 定 就 稳中国 的农民工 体 市 就业形 压 业 定

较 ， 长 。 村 大 ，低 难以在 市 期扎根立 量流向城 在城 遇风险乃至 困境性 城 足 农 人口 市之后 他们 市遭 陷入

未 一 ， 村落 大 权之所 并 进 步 危机 很重 在于 社 成为 障 农民群 生 发以 引发社会 要的原因 会 保 广 体 存 展 利的

一 。 ，道 因 在城 化重要防线 此 镇 进程中， 村农 成为 国 现 的稳定器中 式 代化 （ ，雪峰贺 2014）。

其次，从经济 会关系层与社 面看，“村落空巢化” 对背景 农民经济行 社会生活 现既相下的 为与 呈 分

又 。 二 少 ，嵌合的特 离与嵌 是在 乡 结构和 多 的 境 成 是农离 互相 征 这种分 合 城 元 人 地 现实困 作用下形 的

、 计 择。群 展生存 会 足 生 需要而 出的主体性 消费需求民 体为扩 机 满 家庭 做 选 在家庭 提高、 出相农业产

对 、农业有限 较生产的 性 为突出脆弱 、村落 大 力 矛会无法 余劳动 的社 吸纳 量剩 多重 盾和 ，困境中 大量

村 力 ， 择农 青 年 动 为获 更 的 发壮 劳 得 好 生存与 展机会 选 进城务工。由 ，此 济行为农民经 与村落社 生会

了 对 。 了 ， 了 ，现 相 分离 入城市的农 离 土地 离 乡分 制度屏障使活出 流 民尽管脱 开 家乡 但城 治的 其 以难

拥有流 地的户入 籍身份 享受城市和 、 、医疗住房 教育 等 域的 共 务资源领 公 服 ， 以难 得获 的流入地 体制

护性保 。 们流 城他 入 市，却 于城市 济 系 缘处 经 体 的边 ，在生活 社会行动层和 面 在城市主被排斥 流生活、

，圈和 活动之外 遭 意无意的 损交往 文化 受有 贬 （ ，王春光 2006）。对 城乡之间往返于 的 体农民群 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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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是城 其获 经济收得 入 来和 活生 源 ，展的发 空间 则 其务 收家乡 是 工 入支出的主要 所场 ， 市 经济城 中的

行为与村落 、中的社会生 间与活 城市空 村落 对 ，空间既相 分离 又 。相嵌互 合 城务工的农 城市打进 民在

， 父 、子 子 村， 来拼 他们的 妻 往往都留 需要依 其外 务 收入 维 家 日但 母 女甚至 守在农 都 靠 出 工 持 庭 常运

、 来 力 ， ，增 以 高抗 风 以及改 生 品 此 进城务 的农民务工 相转 加收入 源 提 击 险的能 善 活 质 因 工 收入中的

一 村 ， 村落 。当 部分 家的 济行为深嵌 会生活中 出务工 体和家乡是寄回农 老 其经 在 社 外 的农民群 的亲人

， 。终是相 支持 彼 之间有 割 断始 互 的 此 着 不 的联系

这 社 的相 嵌 表现在 庭种经济与 会 互 合性还 家 员成 。 本、工与合作 为分摊生活 存风的分 上 成 降低生

，险 农民 父 子与 代家庭的 代 之间 必保持着 要的 和相互支合作 持（ 龙，张 2014）， 夫年轻 务工的 妻外出 ，

父年迈的 母留守务农、 孙 ， 。抚 辈 形 代 支持与 作 种 农 流 中为 应育 成 际 合 这 合作是 民在社会 变 适 社会环

、 、境 避免 庭 裂家 破 瓦解 本、 对 、降低生活 应 不确定性成 风险 大 一家庭再生 再生实现 产甚至是扩 产的

。种生存策略 务工的农进城 民 ，周期性 城乡之间地往返于 并利用其在外打工的积蓄回 家老 盖新房，让

人家 ， 。 、 ， 、改 活 件 家 不 产 消费 再 产 济单元 还 秩序单元 教住新屋 善家庭生 条 庭 仅是生 与 生 的经 是 化

福利单元单元和 ， 化和 其成员的责并负有社会 保护 任（ 湛胡 和彭希哲，2014）。 村进城务 年工的农 青 并

未 父 、村落因空 而就此 代家 社间的隔离 与 庭 会渐行渐远， 、而 在 感 仍 保持 紧是 经济 情 和文化上 然 着 密

联系。有学者 这将 种在 化和城市场 镇 进程化 中 村形成 新形态称的农 家庭 为“权变型家庭”，它以 代新生

， ， 孝为主轴而 直系家庭 庭结构 庭情境和 而及时 整 主 养 离和离 有联动 家 形态随家 社会环境 调 张 分 合 度

（王欣，2021）。 力 找过 理 现代 场 中寻 平 点它通 在传统伦 与 市 化的张 衡 ， 孝兼 庭伦理中 道既 顾家 的 、“恩

往下流” 赡 ，又与 养的动以及抚养 态平衡 活变以灵 通、较 理性务实为 的 调整个体 求与家方式 需 庭整体

， ， 对利益关系 与代际 相支 共 应 市场 和的 实现成员 互 持 同 化 城镇 来 。风化带 的 险与挑战

， 本 ， 村最 流动 是 会的基 性 农后 性 现代社 特 而 人口大量 ，外流与 期性回流 则周 是当前“村落 巢空

化” 。 村落 ，的重 知当 会属性时 既 到人口要表现 在认 前 社 要看 大量 势，又流的趋 口周期性外 要看到人

大依然有 中老回流以及 量 年人 中坚农和 民 。 大留 故 实 是 农民 寻守 里的现 人口外流 广 为 求和拓展新的生

择， 。 大 ， 也 了存 展 而做出的 性选 具有现 与合理性 的时 阻挡不 农民发 机会 理 实正当性 在人口 流动 代 谁

、 。乡之间 区 之间流在城 域 动的步伐 就流动特征 ，而言 一 。民的外 流动 有 的周期 这 周农 出 具 定 性 种 期

仅性不 表现为 民 城乡 间农 在 之 ，的流动 且 现 际候鸟式 而 表 为代 力接 、倦鸟 巢与部分归 外 青年出务工的

农民返乡创业。

农民 性社会流动在 周期
①

中过程 ， 长随着年 的增龄 、 力体 的衰退， 对 力劳动 市场 竞争面 上激烈的 ，

外 务工 农出 的 民在城市 泊 年 安漂 多 后难以 居乐业， 为 市中成 城 的“倦鸟”， 鸟归巢而倦 ， 回 里返 故 成为

这些外出 工者务 较为理想的 择。 ，又 力 一 ，归巢后 将 接 棒 下 代 形成所 新生选 倦鸟 外出务工的 交给 谓的

代农 工民 。村落社会 种代际正是在这 更迭 存续中得以 。很 中年 民 乡多 农 返 后，开启再 创次 业。 来近年 ，

①
这里所说的社会流动主要是指农民群体在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横向社会流动，这是一种周期性的、大规模的人口流

动。农家子弟通过勤奋读书，考入大学，摆脱农民身份，进入国家企事业单位或大中型企业工作的纵向社会流动不属于

本文讨论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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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在 农 策支 下 产环境国家 量惠 政 持 农业生 括包 础基 设施都 本得到根 改善性 ，农业 术生产技 现代化水

， 了平不 返乡 创造 良好的断提升 这为 农民 创 。环境 这些 乡业 返 农民中一 、凭借自身 慧部分人 的勤劳 智

本，和积 的资 为累 成 型农业 营 体新 经 主 和农业高质量 的发展 要重 力 。 ， 大 村 ，量 时 地区同 在广 农 相当

一部分人一 守直坚 故里，一直 事与农业相从 关的 经营活动生产 。这些 里坚守故 ，的人 是村落社会的中

力 。 努力坚 是他们的 懈 和量 正 不 长期 ，才坚守 使村落 会社 。绵延生息

，农民倦 归巢除中年 鸟 外 来越 多的越 也 择 。青 农 选 业年 民 返乡创 青这些返乡 年就数 而 流量 言在外

人口 所 比 不算高中 占 例并 ， 一 了但 们在 定程度他 上代表 村落 未来 。会发展的社 与希望 年农 鸟与中 民倦

， 一 。归巢相比 的回流表 出 种积 态度他们 现 极主动的 ，他们返回家乡 往往 父 一不会 其 辈 继 经营像 样 续

，传 农 而 乡统 业 是在家 附近的 城县 或乡镇 、 。续 务业 制 业 相 作继 从事服 造 等 关工 这些返 青年乡 就近就

，业 ，离乡离土不 本较 ，生活成 低 支出较少， 能同 顾家庭还 时照 。青年 是农民 村落社会 力发 的动展 源

社会基础泉和重要 。在大量 务工农外出 民 、倦鸟 巢归 村、分中年 民 守部 农 坚 农 青年农 地 业民就近就 就

或 乡返 创业后，“村落空巢化” 题问 也 一在 度上将 定程 得以 解缓 ，村落社会将充 希望和可满复兴的 能。

，总之 与“村落 心化空 ”论者 ， ， 村落认知观念相 者认为 当 中国的 异 笔 前 社 态会存在形 可用“村

落空巢化”来 。 ，和表述 城乡 系凝练 在 关 上 笔者 对反 性 代 知线 现 化的认 观念 市或城 先优 ，论 论的 调 认

城乡之 的 系为 间 关 不是相克对立，而是 。相成共生 城市和农村 现代化进在 程中应当 权有平 展的拥 等发

， ，也利 现代 味着城市 繁荣 意化意 的 味着村落 。 ， 长盛 在现代 由于城 之间 形 的不的兴 化进程中 乡 期 成

，平 和 协 系等 不 调的关 村落 势时 于劣可能会暂 处 和出现 。一 本旦从根 破衰败 上 除“ 、一城 治 国两乡分

策” 体制性障碍的 ， 必将被重塑城乡关系 ， 也 从两者之间 将 “相克” 向迈 “相成”、从“分治” 向走 “一

体”， 对从 立 向共生走 。 向正是在迈 、城乡互动 一 、城乡平城乡 体 等和共 共荣 生、互惠交融的 程进 中，

中国村落将 复 之路逐渐迈向 兴 。

，时同 与“村落 心空 化” 村论者所 调 农强 的 人口是 ，向外单 迁移的观点向 相异 基于笔者 “村落空

巢化” 判形成的 断 ， 村强调 农 人口当前 ， ，也 村 ， 村中 既 动到城市 有留守 农 人口的有流 的 在农 的 就 流

，而言 外动形态 流与回 并流 存。 村 、中国农 代 进 在 与 守群 人 与回流现 化 程正是 流动群体 留 体 口外流 等

力多 合重 作用 。下得以持 推进续 在此过程中， 村 了 本 ，农 的家庭 方式 根 性变化 经中国 结构与生活 发生

，权 。活与社会 活相互 家庭应运济生 生 嵌合 变型 而生 在 、镇化 市 化和 代 浪潮的 礼城 场 现 化 洗 中，村落

衰 民亡和农 终结 类 村落 ，只 某些 殊 经历的 程可能 是 特 型的 所 过 它既不是当前 大 村落绝 多 社会发展的数

必然归宿，也 是不 择农民主体性选 果的结 。村落 ，社 展的前途命 多种可能会发 运有 并 一 。不具有唯 性

与“村落 心化空 ”观点相比，“村落空巢化”的认知 许或 更 揭 和解释能 示 前当 大 村落数多 社会的存在形

态 演与 化过程， 村落能 会的发 规更 呈现 社 展 律。而且， 村种观点与 家倡导的乡这 国 振兴战略高度吻合。

“村落空巢化” ，的发 境 正是面临 展困 村乡 振 略兴战 力实施的 点着 。 ，才正是 的认知基于这样 更有充

理由相分的 信， 义在社 主 时代会 新 ， 村乡 兴振 非绝 一 式 达种怀旧 的情绪表 （ 龙益陆 ，2016），而 具是 有

事实依 和充分 据 切真 大广 农民现 需要回应 实 、顺应中国村落 展潮流的社会发 战略新举措。“村落空巢化”

，示着 在预 城镇化和市场 双 ，化 重 动下 通驱 过 划体规加强总 、 村落突出 带动 建 并充 调示范引领 设 分 动

大 、 、广 农民 积 性 创的 极 主动性 造性， 村落重 与 振 既乡土 建 兴 是 的可能 ，也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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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村落空巢化”背景下乡村振兴何以实现

笔 用者 “村落 化空巢 ”来 大 村落表述当 中国绝 多数前 社会 ， 一在形态和 形成的存 演化过程 所 的 个

本判基 断是，“村落 心空 化”和 村落之相伴的 结与 终 ，以及 的由此得出 “ 村 必传统 社 代社会区 然为现 所

消灭 简 结论的 单 ”（ ，折 叶晓 2020）， 类 村 尤是 殊 是 些在仅仅 某些特 型的 庄 其 那 镇城 、化 市场化浪潮中

择。 ，对 大和 府 驱动下所 成的转型社 的不得已 在现 进程中 绝 多政 政策 形 区所面临 而为之的选 代化 数处

村落 ， ， 一 必 。 ，于空巢化 态的 社 社会生命 续延续 不 定 走 终结 当 当 空状 区而言 其 是可以继 的 然 向 然 前

村落也 ， 一 了 落。 ：临 困 在 定 度 衰 这些 境 要巢化 面 很多发展 境 程 上出现 困 主 包括 一，其 长期形成 城的

二乡分治的 农民元结构使 的 权 ；发 到有 障展 利难以得 效保 二，其 空巢化村落 ，经济基础 弱集体 薄 村落

社会的 落衰公共性 ，村落 较 ；社会组 低织化程度 三，其 空 化巢 村落 ，面 的 会治理 题 出临 社 问 突 村落治

、 一 。体 和 理路 需 优化 要 决 些 化理主 治理方式 治 径 要进 步 解 这 空巢 村落 ，的发展 困 需之 构建新型城乡

系关 促进 一 ，城 体化 展乡公共服务 需发 大壮 村新型农 经济实现集体 村落 ，会组织社 化 需 和加强 创新基

层 夯 村 。理 实乡 兴社 基社会治 振 会 础

， 村落 ， 本首先 要 现 兴 根实 振 需要从 上破除“ 、一乡 治 国 策城 分 两 ” 二 构和不 等 城的 元结 平 的 乡

， 一 ， 一， ，系 实现城 从分治走向 走向统 并 基础 正实现两者 共生 最关 乡 体 从两策 在城乡平等 上真 和谐

一 、 （ 东，终 成 个相 惠交融的 体 赵旭形 互依赖 互 城乡连续 2022）。“ 、一乡分 国 策城 治 两 ”的制 已度 严

了 大重 农侵犯 广 民群众 权 。 ， 村求 好生 和 利 因此 全 实 振兴寻 更 存 发展的 在 面 施乡 战略 ，景下 需要从背

本 二 ， 本 ，这种 元结 除城 间的体制性 实现城乡 素平等 共服务根 上破除 构 从根 上消 乡之 障碍 要 交换与公

一体化（刘守英和 一王 鸽，2018）。 有将只 农村和 市置于 等 地城 平 的 位上， 农将 民和城市居 视为 等民 平

， 大主体 并 分 重 民互利的 充 尊 广 农 ， 大 本意愿 维 广 农民根 利护 益， 村落 才 。会复兴 有中国 社 希望 城乡

本合从 说是融 根 上 “人的互 合动融 ”（ 胤李华 ，2022），城 居民只 互利基础 动交融乡 有在平等 上实现互 、

双 ， 才 一 。流动 情 融合 城 能 正向 与 感 乡 真 走向 体

对新 不 城市型城镇化 是 农村 ， 村 ， 村，的 是将农 造 城 是让城市 剥夺和同化取代 不 改 为 市 不 去 农 而

张在城乡是主 协调发展 ，共荣 的基础上和 共生 力 、 ，着 城乡发展 协调 不 并在公共解决 不 平衡问题 政策

一 ， 、 村度安排 面真 实 城乡 盘 促 城 衔 镇 础设 和 务向乡 面与制 层 正 现 棋 进 乡功能 接互补 城 基 施 公共服 全

伸 盖延 和覆
①
。新型城 化是建构良 系与城乡 过程镇 性工农关 互动关系的 （ 庆吴重 ，2021），也是城乡关

互斥到相系从 容、从相克到相成、 不平从 等到平等、 一治到 体从分 、 一两策 统 过程从 到 的 。 村振 乡兴 ，

村 村， 、 ， 、 、 、能 乡 化 工补 以 加快形 工 互 乡互补 协 发展 共不 就乡 论 还是要强 以 农 城带乡 成 农 促 城 调

同繁 工农城乡荣的新型 关系
②
。

， 大 村 ，展壮 农 集体经济其次 发 新型 村级加强 ，组织建 实现设 村落 。社 在急剧变会组织化 迁的后

①
参见《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22-05/06/content_5688895.htm。

②
参见习近平，2022：《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求是》

第7期，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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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土时代 何建 相 的联结 制 个 分乡 如 立 应 机 将 体化的 散的农民 来， 村落组 起 使 会 化的方织 社 以组织

来 对应 种 和挑战式 各 风险 ， 村这 乡 振兴过程是 中， 村稳妥推进在扎实 乡 建设层面 对需要 重要难题应 的 。

当 中国农民 非今的 并 就如 所说的有的学者 “善分不善合”（ ，曹锦清 2000）， 是缺而 乏“合” 力动 与的

。机 新制 型 村农 村 ， 双 。济 济 新形 它 济性和 会 的 格 正是这 社会集体经 作为乡 经 的 态 兼具经 社 性 重品 种

性 ，品格 入使其既嵌 村落社会 ，又 对 。系 主性统 具有相 自 村农 集体经济新型 的 大 村展壮 有助 在 级发 于

、村组 体与农民织内部 集 个体之间、社区与 民居 之 建间 构更为紧密的 益利 联结 制机 ， 益 结并通过利 联

村 一，实 级 协调统现 组织的 在村落社会内 成新型部形 村落 。利 共同体 在利益 益联结 ，动下驱 村落社会

将 一 度的 化实现 定程 组织 （马良灿和李净净，2022）。 一在 些地方 索探 实践中， 村落 因为发展很多 都 壮

大新型 村农 了集体经 而优 和 全济 化 健 村落 ， 了村社会 组 体 党的 织 系 实现 组织、村 治 织民自 组 村和 体集

， 了 、 一 村 。 村织的责 利 联 关系整合 构 运行高效 级组织体 的积经济组 任 益 动与 建 协调统 的 系 在 级组织

力 ，村落 ，动和强 推动 会与农民 体的利 带更加牢 经济与 会层 的 织极行 下 社 个 益联结纽 固 农民在 社 面 组

来 ，化程 越 高度 越 村落 一 ，村落服 境 定程 上 解 社会 治 水 以明显的公共 务供给困 在 度 得到缓 的 理 平得 提

高。这些村落 大社会通 新型过发展壮 村农 集体经济， 一 程度在 定 上 解缓 了“村落空巢化”的 困境现实 ，

有效吸 了 村 力 村引 农 劳 括农动 回流包 青年返乡创业，村落 ，村落社会的 体性 公 性得以 建 会集 与 共 重 社

欣欣向荣。

，因此 在“村落 化空巢 ” ， 村 、 ，景下 何 活 集体 源 产 金 如何通 有效的利益背 如 通过盘 资 资 与资 过

、 来， 大 村 ，将个体化 民组 因地制宜地 壮 新型农 体经济 化和联结机制 分散化的农 织起 发展 集 振兴多元

多样化的 村乡 ， 村 义 大。业 在全 推进 振 的实践 程 意产 面 乡 兴 过 中 重 村 义体 会 公有 经农 集 经济是社 主 制

村 ， ， ，的重要 现 过 多种形式 集体经济 建 体性的经 空间 农济在农 体 通 发展 的 构具有集 济社会生活 增强

村居民相互 的共同意关怀 识， 村落 择是 得以 要选振兴的重 （王思斌，2021）。 大本济的发 壮 身集体经 展

村 ，也 村 落 力是 振兴的 要 容 组 为 进乡 兴 地生根 供 有 会经既 乡 重 内 和有机 成部分 可 推 振 战略的 提 强 的社

。济基础

最后，不断加强和创新基层 ，夯 村 。 村社会 兴社 础 乡 振兴战 全面治理 实乡 振 会基 略的 实施 在地和

化实践建立在社会治理有效的 。 村落 ， 、基础之 要实 空 化 的有 治 需 理 机上 现 巢 效 理 要从治 主体 治理 制

，和治 路 沿着理 径层面 村落“由 治谁 理”“何 理以治 ”“如何实现” ，的思路探索 良序善治最终形成 的

村落 ， 村振兴 的全面秩序 为乡 战略 实施 村建设行动和乡 扎实推的 进 。效保障提供有

在 层面治理主体 ， 村需 构建 党要 以 织组 心为核 、以村民 治自 组织 新和 村型农 经 组织 两集体 济 为 翼，

类以各 村落 、 权内生性 织 络 础 以基层 组织为依托 新型组 网 为基 政 的复合式 村落 。 一组织 系体系 在这 体

中，“一 翼核两 ”的组织构架是村落治理的主轴， 类各 村落内生 络是性组织网 村落治理的基础， 层政基

权组 是织 村落 力 。治 的 要依托 构 这理 重 量 建 种“一 元轴多 ” ，系 助于 现 体的协的组织体 有 实 多元主 商

， 一。 ，共 实 理关系的 下联结和组 协调统 在 面 需 立相应的关 调治 现治 上 织行动的 治理机制层 要建 系协

， 村 心 。 ，联动机 使 党组 为多元治 领导核 创新 区 理的引 人 时 立制 织真正成 理主体的 和 社 治 路 同 需要建

， 村财 保障 制可持续的 政 机 提高 “ 委两 ” ， 村 ，成员 遇 升 部的职业 和专业化水待 提 乡 干 化 平 保障村落

会社 。 ，治理的 此基 需要形成以 为基础财政支出 在 础上 德治 、以 治为保法 障、 为目标的以自治 “三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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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 ，制度整 机制 现的 合 实 “情”“理”“法” 柔 。 ，相 合 性 治 面 要突 党结 的 治理 在 理路径层 需 出 建

，引领 发展 ， 、 、 、集 经 组 成多方参 上下联动 多 根乡土的体 济 织 形 与 元互补 植 “ 双轨新 ” 。治理模式

， 术，在移 联网时代 治 体要充分 用信息动互 理主 利 技 提升村落 ，理精准化 水平 不 满足治 和精细化 断 和

回应本村 。 ， ，居民的 元 需 需 会 理方 实 与线下多 化 要 同时 要创新社 治 式 现线上 相结 ， 一构 开放合 建 个

。共享 网络社会共的 同体

五、结语

、 、从城乡关笔者 系 人口流动 经济与 、 ，会关系 政策 等层面 就社 导向 阶段现 村落中 在形国 社会存

态是“ 心空 化”还是“空巢化” 了 。 ，行 辨 通 辨识进 识 过 笔者 了形成 “村落空巢化” 判 ，认的 知 断 回

了答 “ 村落中 社会 什国 是 么社会” 一 。 ， 、这 前置 问 在 础上 笔者 构建新型城 展性 题 此基 从 乡关系 发 壮

大新型 村农 与集体经济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 层面理等 ， 村落 了就空 化 何以 初步探索巢 振兴进行 。“村落空

心化” 一 术些学者 学 想只是 的 象， 大 村落不 将其作 理 多能 为 解 数 社会现状 结的既定 论。应当 持坚 从“村

落 化空巢 ” 来的层 重 思 型工农关面 新 考新 系与城乡互动 建关系的构 、农村 双人口 的 重外流与回流 特征、

农民经济行 社会生活为与 分离与的 嵌合、 。结构的变 性适应 问题家庭 迁与生存 等

者笔 对“村落 巢化空 ”问题与 村何乡 以振兴 讨展 析开探 和分 ， 一望能 定希 在 程度上揭示 大中 绝国

村落数 存在形态 其演化多 社会 及 过程， 村 落 村 ，理解乡 衰 内在 进而为乡土能更深入 与乡 振兴的 逻辑 重

村落 力。 ， 了 。和 社会的 面振兴 之 正如有 的 中国 镇化 前 走完 上 程 上建 全 贡献微薄 学者指出 城 目 只 半 在

， 城 就 和经 收半程 进 农民仅在 业 济 入上与土地和 业农 嵌脱 ， 长 ，们依然 期 泊于城乡之但他 漂 间 过着候

， 未鸟式的生 流入 下活 并 真正在 地扎 根来。 了 ，大到 下半 外出程 量 务工 择 ，民将选农 回归乡土 但家乡

小 村落 ， 一 ， 一已 局限于 统 规 的 区 而是 在 镇 中 的 社会 间经不再仅仅 传 模 社 个 城 化进程 横跨城乡 新 空 这

大 ， 心、 小新社会 间 典 就是以县 为中 以 城更 的 空 最 型的 城 镇 、 村落 （ 长为根基的为节点 以 县域社会 焦

权，2022）。农民 乡土将会以回归 社会作为 主要归县域 其 宿。因此， 某种程度从 上说，农民返回家 重乡

来 ， 、 。新 根 淀下 的 程 是 乡 与 构县 社 程扎 沉 过 就 其回归 土 主动参 重 域 会的过 一这 过程 对既 城 间是 乡之

新社会 间的空 构建，也 对是 态的新社会形 塑造（ 长权，焦 2022）。大 工人 归县域社会量外出务 员回 后，

、 村 ， 。 心在县 乡和 间流动 在县域社 更好的 存与 展 会 以县 为 的将 之 与穿梭 并 会中寻求 生 发 机 城 中 县域

了 大 ，会 迎 量返 农 业再创 的 备 具备社 是否做好 接 乡 民再就 业 准 是否 了 力， 了这样 容纳能 是否的 废除 限

，返乡农民 性障制 的各种体制 碍 村落 ，推进县域社 设的同时 何实现 面复兴 这在 会建 如 社会的全 或许是

前推进 县城 重 载体的当 以 为 要 型新 镇城 化建设 村和 乡 兴战 进全面实施 振 略 程中 。要解答 时 难需 的 代 题

， 义 ，之 在中国 启全面建设 代化国家 下总 开 社会主 现 新征程背景 村落社 实践特性是会的 什么，何以转

，型 在何方路 ， ， 村 ，何去何从 兴 农民亿万农民 乡 何以振 村农 ， 村落共同 裕 以实现 些 关富 何 这 事 前景

， ，农 时 命题 然 成答案和 民命运的 代 依 没有现 需仍 要从 的真实 村落社会经 事实和验 村乡 振兴 大的伟 实

。践中持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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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owVillage” or “Empty Nest Village”?An Identification of the Existing
Forms andEvolutionary Process of China’s Village Society

MALiangcan KANGYulan

Abstract: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China’s village society is a “hollow” society, that is, driven by urban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the large-scale population outflow, the village society can fall into the dilemma of actor loss, population decrease, resource

exhaustion, organizational decline and social disintegration.At last, the village society and farmers will gradually come to an end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he value standpoint of linear modernization, the dualistic concept of “mutual restri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argument of the end of villages held by “hollow village” theorists are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empirical

facts and the changing trends of most current village societies.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poses to use the “empty nest village” to

summarize the existing forms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village society. The “empty nest village” highlight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symbiosi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dvocates that urban prosperity should not lead to rural

decline. It shows that the rural population flow presents th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periodic “leaving the nest” and “returning to the

nes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most villages will not end, but will continue in a new form of existence. Village revitalization

is both possible and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revitalize the countryside, we need to get rid of the dual structure of “urban-rural

division” or “one country, two policies” to achiev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 a new collective economy to achieve the

organization of village society, and innovate social governance to consolidate the social founda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VillageSociety; “HollowVillage”; “EmptyNestVillage”; RuralRevita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