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市场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与作用
*

黄祖辉 李懿芸 (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杭州，310058)

马彦丽 ( 河北经贸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石家庄，050061)

摘 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不仅体现在对公共性事务的主导作用，而且也体现在政府为充分发挥市

场制度的作用奠定基础。当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仅需要政府转变职

能，而且需要政府主导建构与市场制度相匹配的产权制度。既要发挥政府在顶层设计、政策引

导、示范带动以及在公共投入和推动改革等方面的作用，又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要素配置、主体激

活、产业竞争、效率增进等方面的作用。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市场不仅要在产业发展中起决定性

作用，而且也可在生态转化与环境治理，以及乡村集体经济改革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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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研究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从中国国

情和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深入分析

后得出的一个重大判断，是党对过去提出的重要农

村战略的系统总结和升华，赋予了农村发展新内

涵。乡村振兴需要从脱贫攻坚、稳粮增收保耕、农

村经济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社会治理等方面

着手，并在政策执行上扬弃传统的农村发展观念。
在阐释乡村振兴战略重大意义和主要内容的同时，

学者们也针对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

问题，提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时需要防范的错误倾

向。乡村振兴不是“去小农化”、不是乡村过度产

业化、不能盲目推进土地流转、不能消灭农民生活

方式差异、不能轻视基层“三农”工作，应在坚持乡

村和农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实现农业农村与现代

化发展的有机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规避发

展目标浪漫化、理想化倾向，规避振兴方式单一化

和“一刀切”，规避体制机制改革工程化、政策支持

盆景化倾向，着力推进广大农民在共商共建共治共

享中有更多获得感，规避支持重点错乱化和推动

“三农”配角化倾向。与上述担心政府在乡村振兴

中的过度主导作用相呼应，一些学者呼吁重视农民

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认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在制度层面上应以市

场经济为基础，以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突破

口，创新乡村振兴体制机制。叶兴庆( 2018) 认为，

在城乡二元结构仍较为明显的背景下，要实现乡村

振兴，必须牢牢把握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乡融合

发展两大原则，抓好“人、地、钱”三个关键，促进乡

村人口和农业从业人员占比下降、结构优化，建立

乡村振兴的用地保障机制，建立健全有利于各类资

金向农业农村流动的体制机制。张强等( 2018) 认

为，要实现乡村振兴，关键是要创造城乡要素双向

流动、相互融通的新格局。郭晓鸣( 2018) 指出，乡

村振兴的关键性战略路径是要全面深化改革，健全

市场机制，强化城乡融合，坚持发展提升，推进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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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营等，以及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还要防范过度

行政化和过度形式化等潜在风险。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 习近平，2013)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框架，已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但在如何理解“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方面，国内还

存在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政府和市场关系在本

质上并非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不同机制或制

度设计之间的关系，两者构成经济社会最基本的治

理结构。政府运行机制的主要优势在于通过科层

体系的制度安排，既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够

通过内化机制，降低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

成本，而市场运行机制的主要优势在于通过竞争体

系的制度安排，提高竞争效率，并且降低科层体系

下的组织控制成本。实际上，完善市场机制，正确

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发展所坚持的方针。从党的“十四大”明确提

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通

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

干问题的决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十九大”报告提出

“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是经济体制改

革的重点，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到 2020 年 4 月 9 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

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都体现了走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建构政府与市场相互协调的

体制机制的思想。
本文基于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实践观

察，依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必须坚持社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架构，重

点围绕乡村振兴中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以及农村

集体经济制度的深化改革，就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问题进行

讨论。本文的基本论点是市场能否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取决于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政府更

好发挥作用不仅体现在对公共性事务的主导作用，

而且也体现在政府为充分发挥市场制度的作用奠

定基础。当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不仅需要政府转变职能，而且需要政府主

导建构与市场制度相匹配的产权制度。在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同样十

分重要，既要发挥政府在顶层设计、政策引导，示范

带动以及在公共投入和改革推动等方面的作用，又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要素配置、主体激活、产业竞争、
效率增进等方面的作用。作为我国现代化发展战

略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战略总体上由政府主导

是无需置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具

体实施均要由政府来包办，而应有多方力量参与和

多种机制协同，特别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性的作用。市场不仅要在产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

用，而且也可在生态转化与环境治理，以及乡村集

体经济改革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二、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必须发挥市场作用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产业发展和振兴中，政府主

要发挥规划制定、政策引导和示范带动的作用，而

产业的选择、要素的配置、主体的行为以及价格的

形成等，应该由市场来发挥决定性作用。然而，从

近些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实践看，我国乡村产业

发展的方方面面，似乎都是由各级政府在主导和推

动，不仅产业规划是如此，而且产业项目的建设和

投资，都是政府占主导。政府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

介入与杠杆作用大大超过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得

乡村产业的经营主体普遍形成依赖政府支持，而不

是着眼市场竞争的行为。乡村各种类型的农业园

区、农业综合体、家庭农场、合作社的发展都离不开

政府的支持，尽管发展很快，但大多缺乏自我持续

发展能力，并且还导致过度竞争和主体分化。这样

的产业项目虽然能满足政府短期“政绩”的需求，

但未必能适应消费需求和市场竞争，一旦政府支持

减弱，就可能成为“僵尸”项目。
( 一) 政府介入过度会致使市场竞争无序和资

源配置效率低下

以我国苹果产业为例。2017 年，世界苹果总

产量 7621 万吨，中国达 4450 万吨，生产和消费规

模占世界比重均在 50%以上; 纵向来看，中国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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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苹果产量是 2734 万吨，到 2017 年，产量增长

了 60%多①。产量增速过快与政府的产业政策干

预紧密相关。我国传统的苹果主产区集中在渤海

湾和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地带，以陕西、山东、河

北、甘肃、河南、山西和辽宁七省最多。近几年，随

着贵州云南地区基础设施改善，加大了引种苹果招

商引资力度，动辄发展几万亩以上的矮化苹果，产

量增长非常迅猛。与此相对应的是苹果市场持续

低迷。2018 年，作为主产区的山东省某地区的普

通苹果价格曾跌到八毛钱一公斤，农民入不敷出。
另一个案例是在华北某省土地肥沃的平原县，政府

通过大量补贴推广了 2 万多亩核桃，以每亩 600 元

的价格连续补贴 6 年。但在 2018 年的盛果期，鲜

核桃的价格却跌至大约 1 元 /斤，而政府补贴到期，

不少农民无利可图，只好砍树。如果按市场规律来

运行，很难想象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一哄而上、一

哄而下的现象，然而，由于政府不是市场主体，其在

农业产业上的主导行为和作用替代了市场机制，市

场就难以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致竞争的

过度、无序和资源的浪费就成为常态现象。
( 二) 政府干预过度会导致经营制度异化和主

体行为扭曲

近年来，各级政府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方

面出台不少支持政策，促进了家庭农场、专业大户、
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经营主体的结构。但值得

关注的是，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中，同样存

在政府干预过度和市场作用弱化的问题，主要表现

在政府政策惠及对象集中于所谓的“新型”主体，

对普通农民惠及不够，导致了一些经营制度的异化

和主体行为的扭曲，偏离市场取向。
以家庭农场为例，作为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

其基本特征就是自我雇佣与管理的家庭经营。家

庭经营与企业经营的本质区别就是用工制度的不

同，前者是自我雇佣，后者则是雇佣他人。在实践

中，为了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政府出台

了一系列支持家庭农场的政策措施，家庭农场在我

国得到迅速发展。但由于不能清晰辨别农业不同

经营制度的区别，我国不少家庭农场背离了家庭经

营的制度本质，异化为依靠雇工经营、效率低下、离
不开政府贴补的企业型农场。经营制度的异化必

然会导致经营主体的行为扭曲。由于这样的“家

庭农场”离不开政府支持，也能够得到政府的支

持，其行为取向必然是看政府，而不是看市场。同

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不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种

粮大户、农业科技园区等主体上。农业经营主体行

为的扭曲，折射的是市场对资源要素配置作用的弱

化和政府对资源要素配置作用的强化，这显然与

“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
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向不相吻合。

在乡村产业发展和振兴过程中，要避免因政府

过度介入而导致的市场功能弱化、经营制度异化和

主体行为扭曲，关键是要准确把握党中央相关文件

精神，坚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以激活市场、
激活主体、激活要素为主线，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探索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下“充

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具体而言，就是要构建政

府、市场、行业协会“三位一体”的经济治理结构。
从政府角度讲，建立这样的经济治理结构，一是转

变政府职能，将相关职能赋予市场和行业组织; 二

是完善产权制度，也就是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向市

场主体赋权赋责，实现要素市场化。

三、生态转化与环境治理也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在乡村振兴中，如何把乡村生态资源的优势转

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是深入践行习近平“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关键，是实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自然生态资源形态多

样，既包括可视的青山绿水、海浪沙滩、冰天雪地、
戈壁沙漠，又包括可感知的空气、气温等。优良的

自然生态资源一方面是人类高品质生活不可或缺

的资源，需求市场大，但另一方面，大多数的自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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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资源又具有消费排他难、价值度量难和空间流动

难的特点，难以直接进入市场交易。因此，在乡村

振兴实践中，既要探索如何保护好自然生态资源，

又要通过转化机制的建构来实现其价值，二者同样

重要。
( 一) 生态资源价值转化的市场路径

生态资源价值转化为经济社会价值的市场路

径主要有两条，一是生态产业化( 也可称作生态经

济化) 路径; 二是产业生态化( 也可称作经济生态

化) 路径。所谓生态产业化( 或生态经济化) ，就是

通过对生态资源的产权主体认定和市场价值评估，

直接对生态资源进行市场交易。例如水权交易、碳
汇交易、排污权交易等，都属于生态产业化( 或生

态经济化) 的范畴。通过市场交易，既实现生态资

源的经济社会价值，增强利益相关者对生态资源保

护和科学利用的激励，同时又对人类起到对资源生

态负向行为的约束作用。产业生态化( 或经济生

态化) 则是针对难以通过生态产业化( 或生态经济

化) 路径有效实现生态资源价值转化的生态资源

的转化路径，主要通过嵌入生态或关联性产业的发

展和市场化交易来实现其经济价值。例如通过与

优良生态密切关联的高效生态农业、休闲旅游康养

等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的生态溢价。在经济社会

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和中等以上收入群体比例不断

扩大的阶段，产业生态化( 或经济生态化) 具有很

大的市场前景和空间。当前，我国正处在这样的发

展阶段，我国区域辽阔，不同区域具有各自独特的

资源生态和“绿水青山”优势，只要坚持和深化“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政府

调控和市场转化的协同作用，加快资源生态产权制

度和规制制度改革，就一定能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实

现生态优先并富民，绿色发展并兴旺的发展目标。
( 二)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市场路径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的重要

内容。乡村的“生态宜居”不仅取决于乡村的自然

生态具有宜居性，而且还取决于村庄人居环境设施

的建设要与宜居生态相匹配。因此，“生态宜居”
本质上是自然生态与人居环境设施的相互交融，两

者缺一不可。与“生态宜居”乡村相匹配的人居环

境设施主要涉及村庄道路、垃圾与污水处理、村庄

厕所以及村容村貌的设施建设，建设目的是改善乡

村人居环境，使其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

村。我国政府对乡村人居环境问题非常重视，不仅

在 2005 年启动的新农村建设中就提出“村容整

洁”的要求，在 2017 年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生态

宜居”的目标，而且 2018 年专门发布了《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又提出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并且启动实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计划。但在实践中，

建设“生态宜居”的乡村仍然存在不少难点。一是

投资主体不明。尽管政府在乡村人居环境设施建

设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但投资建设主体仍不是

很明确，难以确保投入的可持续性。二是管护主体

和机制不明。社区公共性的人居环境设施在营运

与管护方面缺乏明确的主体和有效的机制，进而在

实践中普遍存在村庄公共环境设施使用效率不高

等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强化地方政府、村集体

对乡村人居环境设施的资金投入与营运管护方面

的作用。例如将乡村人居环境设施建设资金纳入

地方财政年度预算，出资设立相关公益性岗位; 又

如，完善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体系，发挥村民自治功

能，建立集体统筹领导、村民分工参与的村庄环境

设施管护专人负责制度等。其次，也要发挥市场机

制的作用。具体说来，从投资角度讲，可以考虑将

再生资源利用与经营权赋予相关企业或公司，同时

由企业或公司负责相关设施的建设与投入。从村

庄环境管护角度讲，可以赋权农户从事与产业生态

化有关的服务业，例如民宿、农家乐、乡村康养等产

业，进而通过市场机制激励经营者对相关垃圾与污

水处理、厕所整洁、道路设施以及村容村貌等人居

环境进行改善与管护。

四、农村集体经济应成为政府很强与市场很活的微观主体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集体

经济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的架构已经逐渐清晰化。概括起来，这一

制度架构就是将政府和市场两种制度的优势在中

国集成，以同时实现政府很强和市场很活，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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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互补与协同。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公报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角度，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点从所有

制结构、要素分配结构以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方

面，又作了进一步的明确阐释，并且特别强调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要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又要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这样的制度体系建构，不仅涉及宏观层

面的制度改革与完善，例如政府相关职能的转变与

完善，以及作为市场制度基础的产权制度完善等，

而且还涉及微观层面的组织与相关制度的改革与

完善。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就具

有这样的使命。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是一个集

政治、经济与社会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农村社区组织

制度。新中国建立以来，与我国的经济体制变革相

适应，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经历了相应的演变，

从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

集体经济制度，逐渐演变为引入市场经济制度的统

分结合、“三权分置”的集体经济制度。但是，从与

政府与市场的匹配度或兼容度的角度看，目前我国

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似乎是更与政府制度而不是

与市场制度相匹配，仍然没能成为两者都匹配和兼

容的微观主体。
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的改革取向是比较

明确的。从中央的一系列相关文件精神看，基本的

思路是巩固和完善农村集体资源资产“三权分置”
这一中国特色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既要赋予与保

障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又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赋予与保障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不仅是要增加农民

财产性收入，更重要的是要使农民真正成为市场主

体，因为如果市场缺失主体，或者没有真正的市场

主体，市场就不可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很活或有效市场也就是一句空话。而强调要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并不单纯是基于经济上的目

的，更重要的是现实中我国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是

“经社”合一的组织，不仅有发展社区经济的职能，

更有乡村社区社会管理的职能。换句话，村集体经

济组织具有承担乡村基层治理、保持农村社会稳定

等社会管理的职能。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是中国

特色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的需要，也是能否在农村使政府和市场两种制

度优势得以集成的需要。
( 二)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发展难点与深化

改革思路

实践中，尽管村集体已经赋予农民 ( 集体成

员) 长久不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的资格权

及其房屋的使用权与继承权、集体经济收益与资源

资产的股权等权益，但仍然存在农民土地承包权难

以有偿交易，农民房屋不能买卖和农民股权难以对

外交易等约束，这些约束一方面使得农村大量的资

源资产不能进入市场和被激活，另一方面，也使农

民难以真正成为能与其他经营主体平等竞争和权

益充分的市场主体。与此同时，村集体经济尽管明

确拥有集体土地、宅基地和其它集体资源的所有

权，但是，实践中这些集体所有权却基本上是虚置

的，绝大多数的村集体不仅没有因为拥有所有权而

获得相应的收益，而且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普遍缺乏

内生动力与活力，大多需要依靠政府的项目支持或

转移支付才能得以运行，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处

在艰难境地。
如何使中国的农村集体经济与组织能成为适

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政府与活市场”制度的微

观主体? 其思路既不是在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的过程中放弃农村集体的所有权，也不是在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的过程中收回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
破解这一难题的思路关键，还是要探索适应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特点的我国农村集体公有制的有

效实现形式。可供选择的思路与路径，是在建立城

乡一体的农民公共保障制度和农村集体“经社”适

度分离与开放的基础上，赋予农村集体资源资产更

完整的市场交易权，并且通过农民财产权益从身份

权向契约权的转变，实现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

与农民住房、农民与集体股份等集体资源资产的市

场化，做大农村集体经济这块“蛋糕”。同时，建构

“农民集体共同所有”下的农村集体混合所有制

度，合理切割集体与农民的利益，形成农村要素充

分流动，农民与集体共赢和共同发展的体制机制。

五、结语

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关键是定位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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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作用边界。公共领域是政府最主要的作用领

域，在非公共领域中，政府主要应发挥顶层设计的

作用，例如规划制定，政策指导，以及市场规制、示

范引领等。至于产业发展及其资源配置则应让市

场发挥主导作用。在中国现行制度架构下，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或决定性作用，还需要政府

推进两项关键性制度改革。一是推进政府相关职

能转换的改革。例如逐步退出非公共领域或竞争

性领域的投资、招商和服务购买，尤其要避免产业

振兴中因地方政府过度介入而导致的市场失灵、市
场主体行为扭曲和以区域行政单位为主体的地区

间恶性竞争。此外，在政府职能转换的同时，还必

须将相关职能赋权行业组织，使跨区域的行业组织

能有职有权地发挥与市场机制相匹配、既防止政府

干预过度，又避免市场竞争失序，进而产业有序协

调发展的调控职能。二是深化以完善产权制度和

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仅涉及政府相关

职能的转换，而且还需要建构市场赖以发挥作用的

体制机制，也就是要推进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

置制度的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标志，但要实现要素市场

化配置，必然会涉及要素的产权制度安排问题。因

此，完善产权制度的目的是要实现要素市场化配

置，能够市场化的要素产权制度，是市场能否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基础或前提条件。
在乡村振兴中，乡村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是明显滞后

和不充分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深化农村

集体经济与产权制度的改革。这项改革的关键难

点在于，通过改革的深化，既实现作为市场主体的

农民拥有更完整和充分的财产权利，又实现作为农

村社区主体、社会与经济功能融为一体的村集体经

济的不断发展壮大，使这一组织成为适应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强政府与活市场”制度的微观主体。而

城乡一体社保制度的建立和农民权益从身份权向

契约权的转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集体与农民共同

拥有的混合产权制度建构，也许是一条可供选择的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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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Market in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HUANG Zuhui，LI Yiyun，MA Yanli

Abstract: The key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to make the market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not only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public affairs，but also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government to fully ex-
ploit the role the role of the market system. At present，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market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for the government to transform its relative func-
tions，but also for the government to lead the construction of a property right system that matches the
market system. Both to play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top－level design，policy guidance，demon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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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on and in public input and reform，but also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market in the allocation
of factors，activation of entities，industrial competition，efficiency and other aspects. Under the rural revi-
talization strategy，the market not only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as well as i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Keywords: Ｒural revitalization; Market; Government; Collectiv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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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级债务: 形成机制与衍生后果
*

———基于鄂东 D 村的个案分析

黄 岩 李欣茹
(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州，510630)

摘 要: 村级债务一直是困扰基层治理的重大问题。税费时期的传统村级债务主要是在压

力型行政体制的运作模式以及传统型村干部共同作用之下形成的，属于资源挤压型村级债务。
不同于传统村级债务，农业税取消之后的新村级债务是在国家大规模资源下乡背景下产生的，是

一种资源输入型负债，主要是在提供兜底作用的大量下乡资源、内在动机的乡村利益合谋以及保

障实施的富人型村干部治理手段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高昂的新村级债务给乡村社会

带来严重的治理后果，表现为村庄社会分化、基层权力固化以及村庄主体性弱化。村级债务规模

与范围不断扩大容易造成严重的治理困境，需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
关键词: 传统村级债务; 新村级债务; 村级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全国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一种新的发展

悖论，即国家资源大规模下乡的同时，一些农村村

级债务不断高涨。特别是随着各级政府资源以

“项目制”的方式进行分配，在各级基层组织有意

图的操作之下，高额村级债务成为诸多“亮点村”
“典范村”的治理难点，从而形成国家通过制度安

排输送大量项目资源与高额村级债务普遍化的鲜

明对比，那么这些新村级债务有哪些地方不同于传

统村级债务? 其产生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又造成

了怎样的治理后果? 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问题。
传统村级债务主要发端于 20 世纪 90 年代。

从纵向历史维度看，有学者依据主要成因的不同将

传统村级债务划分为三个阶段，即 1990—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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