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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围绕中国乡村，聚焦如何实现乡村振兴这一主题，对当下中国乡村进行全 方位的

扫描。全书从乡村之殇、乡村之美，到乡村之变、乡村之路入手，系统梳理 了近代中国乡

村之演变历程，围绕当下乡村生产、乡村生活， 乡村治理、乡村文化， 乡村人和物、乡

村组织， 给出了当下中国乡村全景立体式画像，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 从产业发展、生态

建设、乡风文明、有效治理、生活富足、美丽乡村等多维度、全视角， 对未来中国乡村发

展之路进行了全方位展望。

本书可作为乡村社会学领域的参考书目，供农村社会学、农业经济学、农村区域发展等

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使用，同时对于相关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学者和农 村管理工作者来

说，也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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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改革开放40 多年来，其城镇化速度令世界瞩目。 1978 年至 2023 年，中国城镇常

住人口数及城镇化率分别从 1.72 亿、17.9% 提高 到9.33 亿、66.16%，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1.07 个

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 数增加了 7.61 亿。数据说明，中国目前已经转变成城镇人口占主体的 国

家，这是发达国家需经历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中国乡村的社会关系 同样发生着变化，这一点

格外引人注意。 随着外出务工/ 进城、农村 人力要素/ 劳动力的转移，以及乡村旅游民宿经

济、乡村休闲、康养 等产业的发展，中国乡村的空心化及休闲康养化趋势进一步显现，导 致

了中国传统乡村以血缘、乡风民俗和关系为纽带连接而形成的差序 结构“熟人社会”，正逐

步被以利益联结为关联，以规制、契约为纽 带连接而形成的新乡村社会形态—这里我们

称之为“陌新社会”— 所替代。

这一转变过程不仅体现了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反映了城乡融合过程中乡村社会的

重新组织和调整。传统的乡村社会依赖于村民 之间的长期交往和信任，村庄内部以血缘和亲

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稳固的社会网络。然而，如今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农 村

人口外出务工，年轻劳动力大量流失，乡村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与此同时，城乡融

合趋势加强，城市人口和资本涌入乡村，带来了新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乡村社区逐渐变

得更加多元和复杂。外来人口的增加打破了传统的社会关系，乡村社会中的“熟人”逐渐 被

“陌生人”取代，村民之间的信任基础开始发生变化。原本以人情 和习俗为基础的治理模式，

难以应对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和不断变化的经济形态，这就促使乡村社会向“陌新社会”转型。

在这个新的社会形态中，社会关系更加契约化，村民之间的交往更多地基于利益和规制，传

统的乡土情感被淡化，而以市场经济和法治规则为基础的关系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转变

不仅改变了乡村的社会面貌，也对传统 的乡村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新乡村到底是什么样的？“陌新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乡村 社会结构？如何适应这

种嬗变？带着这些问题和好奇，我们开始了持 续观察和深入研究。本书从立题到完成历时4
年多，研究团队成员在 深入实地调研、广泛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多次讨论反复斟酌，厘清脉

络，深入研究分析。成稿以后，几易其稿，反复打磨，大的修改就进 行了 8 次之多，可谓历

经修改—提炼—深化，最终定稿 !
全书力图把握和突出以下特色。

（1）创新性。一是紧紧围绕中国乡村，围绕如何实现乡村振兴这 一主题，力图对当下中国

乡村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扫描，力争对当下中 国乡村给出一个立体式全息画像。二是特别注重当

下中国乡村案例的 总结，以提取出中国乡村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质。

（2）前瞻性。一是结合目前乡村振兴战略，从产业发展、生态建 设、乡风文明、有效治



理、生活富足、美丽乡村等方面，对未来中国 乡村发展之路进行了全方位展望。二是远景分析、

超前研究，在预判 中长期大势大局之后，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及预期影响进行先导性分析， 并及时

给出破解的思路与办法。

（3）理论指导性。一是结合实际，围绕当下乡村生产、乡村生活， 乡村治理、乡村文化，

乡村人和物、乡村组织，准确把握中国乡村发 展的现实需要，以全面、丰富、扎实的信息支

撑，阐释当下中国乡村 发展中的真问题。二是理论的提炼、归纳和总结。三是解疑释惑，确 保

提供的当下中国乡村画像以及未来之路思路经得起推敲检验，对现 实中国乡村发展、乡村振兴

实践工作有启发，有指导作用。

（4）学理性。侧重理论论述 + 文献分析+ 案例分析+ 数据分析， 定性分析+ 定量分析。

现将成果以《嬗变：乡村中国》呈现出来，并作为我们“乡村振 兴丛书”的第一部，以飨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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