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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时期乡村振兴和全面建成小康背景下，乡村社区硬治理难以满足目前的发展需要，乡村软治理已经成

为学者关注的重点。本文从文献的角度，对我国目前乡村软治理的现状、实践困境和未来发展路径进行了梳理。从整

体来看，梳理内容丰富，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我国学者对“乡村软治理”研究缺乏系统性与整体性，研究的广度和

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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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in the new era, rural community hard governance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needs,

and rural soft governanc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schol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this paper

combs the current situation,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soft governance

in China. On the whole, the combing content is rich,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he research on

"rural soft governance" by Chinese scholars is lack of systematicness and integrity, and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he research need to be further expa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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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伐的迅速加快，我国农民正

逐步由“身份性农民”向“职业性农民”转变，农村“空心化”

的现象日益突出。“村落的终结”衍生出了以“乡村软治理”

理论为基础的学术命题。乡村治理的主体、客体、手段、形式

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变化，众多陈规旧习在乡村社会发展进

程中难以适应这个时代，传统的乡村硬治理难以高效运转，因

此，乡村软治理理论便应运而生。我国传统乡村治理面临着史

无前例的冲击和挑战，这直接决定了我国当前的乡村治理需要

更多的“软治理”，才能符合目前我国面临的迫切需要。

在查阅了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软治理”成为自己的

新的研究选题视角。文章探讨了乡村软治理体系的发展现状以

及可能面临的问题，提出未来我国乡村软治理的发展路径。当

前，国内对这一选题的直接论文相对较少，以“乡村软治理”

为关键字在知网进行检索，时间与范围均不限定，查到论文 14

篇，其中，学位论文 3 篇，期刊论文 11 篇，学者仅提出了理

论依据，缺乏实践经验，这对于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后新村软治

理造成很大发展困境。虽然目前中国学术界对“乡村软治理”

的直接文章相比较少，但是对于“软治理”、“乡村治理”、“软

权力”等间接文献较为丰富。通过阅读文献和书籍后，梳理对

乡村软治理的文献研究如下:

(一)乡村软治理的现状综述

软治理是相对于法律法规的硬治理而言的。它是指通过改

善人民的生活心态，充分发挥文化作用，对和谐社会进行有效

治理，同时改进和提高人们的社会期望管理。社会治理的参与

者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而社会治理的主要目的是以

人本原则为依托，通过互相协商，实现资源共享，感情共鸣，

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团结合作。它不仅需要用制度来约束

人们的情绪，更需要用心灵来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使民众

形成平和的社会心态。

1.关于乡村软治理的内涵界定

目前，软治理作为一个和硬治理相对应的治理方式，主要

在国际关系、区域治理、文化发展、基层治理等领域运用。关

于软治理，目前学术界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和统一的概念，学者

大致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软治理：其一，从管理规范上来看，

软治理本身就是一个非正式的软法之治，注重运用非正式制

度、规则和机制在其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付春[1]第一次给

出了软治理的基本定义和理论分析，这标志着“软治理”研究

开始深入农业和乡村治理领域，也是实践中反思和解构“硬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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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必然逻辑结果。刘祖云、孔德斌认为乡村软治理是在农

村、社区协调民主、政府说服调解、社会人文关怀之下，以柔

性和其他软力量为主要的治理措施和方法，处理和解决好整个

农村社会或共同体成员在物质、精神、文化、社会、生态等方

面的问题，包括处理好农村社区中各类公共事务的一切管理方

式的总和。姜明安将软法看成一种主动的公共管理手段，如调

节、商讨、引导、说服等，主张在社会管理中创新纠纷解决手

段，采用软法与硬法相结合的调解、和解等柔性管理方式。李

小红、朱姝提出，软治理是一种基于软实力的社会治理方法。

通过推行全民公认的伦理道德体系，从而提升社会的凝聚力和

社区的自制力，最后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其二，从治理工具

上看，软治理是一种文化治理或者情感治理，强调发挥人文、

情感、精神、文化等柔性手段在治理工作中的功能，以弱化政

府权力的强制性，推动协商管理工作。陈洪连、王文波[6]提

出，民主协商作为当前我国乡村软治理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乡

村多元主体围绕乡村事务、开展以协商和谈话的程序和方式达

成共识，以实现乡村治理目标的活动。。

综其所述，乡村软治理就是乡村多元治理主体将伦理道

德、意识形态等的软权力和村规民约的软性规范，运用民主协

商、说服教育、人文关怀等柔性治理手段来管理乡村各项事务

实现共治的治理过程。

2.关于乡村软治理的理论基础

乡村软治理主要有以下三种理论：一是软权力理论，约瑟

夫奈[9]第一次提出了“软权力”理论。在他看来，“软权力”

是与“硬权力”相对的一个概念，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综合国力

竞争体现出来的新特点。软权力理论逐步向国内政治领域拓

展，出现了“行政软权力”和“政党软权力”两种新的理论范

式。二是公共治理中的“软法”理论，王瑞雪在梳理软法理论

时提出：软法之治将注入原先的管理模式，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实现在“软法+其他学科”方面形成更加精细化的发展趋向，

进而建立软硬法混合治理的新模式，呈现多元化公共治理新格

局。三是协商民主理论，其核心是公开协商，主张采取谈话、

辩论、听证会等具体的协商形式寻求达成共识，在中国语境中，

与协商民主在理论和形式上最接近的载体是国家层面的“人民

政协”和地方层面的各种“民主恳谈会”，其中最有名的是浙

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

3.关于乡村软治理的主体分析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

多样化的趋势向纵深方向发展，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开始兴起，

乡村软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形成党组织、乡镇政府、农民、

乡村精英等“多足鼎立”的局面。张春华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

建设工作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在治理实际中要发挥其坚强的战

斗堡垒作用。

(二)乡村软治理的实践困境及原因分析

1.软治理流于形式化，浮于表面，且村民自治制度本身存

在问题，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功能发挥不充分。

乡镇基层政府权力泛滥，导致许多缺乏民主、有失公平公

正的现象发生。随着近几年新农村建设许多量化目标任务的下

达，政府过多倾向于面子工程的政绩，对软治理认识层面浅，

建设多浮于表面，形式主义泛滥，忽略了农村实际发展基础和

需求，逐渐丧失村民的支持。辛允星从我国宏观政策视角分析

指出：我国目前的乡村治理实质上是国家政治的一部分。乡村

治理的困境之所以产生并长期存在，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从根本

上形成一种能够全面支撑当今农村社会重大制度变迁的治理

体系和治理结构。乡村社会治理是如此，那么软治理也没有完

整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没有根基也就没有建筑。

2.乡村基层政府职能弱化，效率低下。

由于乡村基层干部队伍整体水平有限，学历较低，缺少高

水平青年知识分子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很多老一辈的乡村干部

无法转变原有的治理思想，又存在做事消极和不作为的现象，

乡村软治理工作的主动性和紧迫感不强，采用强制性的硬治

理，无法真正实现软治理，加之乡村基层组织机构复杂，人员

职能重合，导致一些年轻有为的青年才俊很难进入到管理层，

导致农村基础政权构建和基础民主法治举步维艰。所以，要加

强村级自治机制，深化村民自治制度，基层治理能力的强弱直

接影响到乡村社会的治理和发展。

3.农民低水平文化和腐朽文化导致乡村公共精神匮乏。

村内留守人员大多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整体素质不高，

经济收入来源有限且水平偏低，生活环境和条件较差，主要从

事劳动强度较大的务农。留守人员缺乏生活照应，对儿童的抚

养和教育上问题突出，隔代教育常常无法科学有效带动儿童成

长学习甚至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其次，由于家庭劳动力长期在

外工作，这就直接造成了家庭氛围缺失，留守儿童很难感受到

家庭带来的温暖。尤其是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很容易受此影

响，孤独、自卑和逆反心理无法通过亲情得到解决。另一方面，

乡村公共文化活动和形式匮乏，基础设施简陋，使得留守人员

“精神贫困”，负面文化和腐朽文化在乡村沉渣泛起，留守人

员首当其冲，他们文化素质偏低，对事物缺乏价值判断能力，

特别容易受其影响。

4.村规民约运行状态不佳

村规民约作为调解村民内部矛盾，利用约定俗成的规范约

束村民的行为。村规民约是由本村村民为了解决乡村公众事

务、调和公众矛盾、维护公众利益，通过村民民主协商而提出

并为全体村民所认同的社会规范。健全的村规民约体系，能够

更有效的规范和维护当地的社会秩序、公共道德、乡风民俗，

并约束村民的社会行为。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

功能，对于推动乡村社会发展和村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都有着重

要意义，同时也充分发挥了“乡村小宪法”的功能，已越来越

成为乡村治理的公序良俗。但是当前我国乡村村规民约依然存

在诸多问题。村规民约发端于乡土，主要通过“熟人社会”和

“人情社会”之下的内部舆论和道德压力而形成产生主要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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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解决乡村软治理困境的措施

为了更有效地化解当今乡村软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必须增强对乡村软治理的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通过大力推进

乡村教育，提高乡村多元治理主体的综合素质，积极弘扬和培

育具有乡村特色的优良传统文化，引导广大村民讲文明，立新

风，将自治、德治、法治三治同地方自治相结合，共同营造美

好乡村中国。

1.提高对乡村软治理的认识，坚持党的领导作用，划定和

厘清基层政府与组织关系，提升村民主体意识和政治参与途

径，坚持德法共治的原则，建立现代化多元共治的乡村治理体

系。陈宁提出在乡村软治理众多治理主体中，中国共产党占据

绝对领导地位。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关系错综复杂，需要党这个

强有力的核心来引导。李小妹等认为，乡村社会治理有效实现

需要农村基层党组织、基层人民政府、乡村社会自治组织和村

民在治理过程中的协调行动。

2.对大学生村官的驻派力度和挂职党员干部到村当第一

书记。

周春霞认为加强乡村人才建设工作，既要注重外源型建

设，建立民工返乡制度，积极吸纳外来的高素质优秀人才，又

要坚持内源型乡村人才体系建设，以应对农村“空心化”的发

展畸形。李建兴也明确地看到了人才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乡

贤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的核心作用，提出我们要发挥当代乡

贤在乡村治理中的推动力，逐渐构建起一个包含乡贤在内的多

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体系。

3.移风易俗，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事业，丰富乡村公共文化

生活，进一步发挥乡土文化的重要功能，激发乡村文化创造活

力。

考虑到整个乡土文化的独特价值，作为当今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黏合剂和引擎，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强大软力量。

严火其、刘畅认为文化是国家“软治理”形态的模式之一，文

化振兴是新时代农业综合振兴的主要构成部分。乡村振兴的软

治理有利于解决地方基层政府实行文化服务的压力。

(四)结论

乡村软治理，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较为长久的历史

过程，我国农村社区治理正处于一个历史转型进程中，需要高

度的耐心、敏锐的洞察为和巧妙的政治设计来加速这一历史进

程。未来，此项研究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上，更应该注

重与现实的结合。乡村软治理在乡村社会的实践应用，并不是

要取代现有的乡村治理理念和行为方式，而是对现行治理模式

的一次纠偏与提升。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乡村软治理和硬治理

工作都有各自的优、劣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概而言

之，构建“硬治理”与“软治理”相互结合的“复合共治”格

局，做到刚柔相济和情理法兼容，有利于充分发挥“硬治理”

与“软治理”的叠加效应，助推乡村“善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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