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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环境治理的农民集体不作为现象分析

及其转向逻辑*

焱杜 强 1 刘 佳诺 2 利陈 根 1

摘要： 村中国农 环 治理等公共在 境 事务中， 一 矛常可以观 象经 察到 种 盾现 ：一方面，“ 众参与公 ”

本 术 ， 一 ，在政 及学 文献 频现 另策文 中 方面 “ 、干 百姓看政府 ” 。本鲜 已有文在实践中屡见不 文借鉴

献 的中 “集体不作为” 念概 ，通 构过 建政府层面、村 面庄层 、农民个体层 之 关面 间 系 理论分析 架的 框 ，

村结合案例 境治理过 体不分析农 环 程中农民集 作为现象 ， 。 ，何以产 及如何转 研究发生 以 向 现 集体不

村 一 ， 类作为是当 境 种特殊方 这 政府前农民参与农 环 治理的 式 现象的产生是 色角 错位 、应及其消极回

村农 村 力转型期 庄 理 不治 能 足、 权民 责不匹 等多重因素农 配 相互交织的结果。 村农 农民环境治理中 集

不作为现象 的关键逻 在于明 农民之间体 转向 辑 晰政府与 的行为 、 、环 方式 构建 益边界 创新 境治理 利 联

。结机制等

关键词： 体不 为集 作 环境治理 与公众参 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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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也 村公众参 是 共 领域的经 问题 是乡 建 难点与 公 管理 典 设的实践 。 村 ，在中 理中国农 环境治 经常

一 矛 ：一 ， 来 、 村 ，可以观察到 现象 方面 府及学 导 呼吁农 理 民种 盾 政 界多年 引 民参与农 环境治 强调农

； 一 ， 较 ， 村需发挥 体 农民 参 环境治理主 性作用 另 方面 不 与现象 为普遍 农 “ 、政府 百 看干 姓 ” 不屡见

， ， 对 头 。 村 、鲜 甚至 演愈烈 已成 层干部面 民在 境治理中扮 益者愈 为诸多基 的 号难题 农 农 环 演受 染污

， 一 ， 对 、村制 者和在 重角色 其 会 统 仅凭 个 行 度组造 场者等多 参与行为是 个社 生态系 体 为 治结构或制

等 无法改观织 某个层面的分析 “集体 默沉 ” 局的 面（ 敬忠叶 、陆继霞，2002；Du et al.，2020）。周雪

光（2015）认为， 合作民众的不 、 一不作 度和 是集体行动 种表达方为等消极态 行为 的另 式，可称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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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体不作 ”。 村 了 。该视角 参 境治理提 很为理解当前农民 与农 环 供 好的分析思路

村 ， （ ，关于 民 的文献颇多 涉 集 行 境 黄森慰农 参与农 环境治理 及 体 动困 等 2017）、农民需求及其

（ ，响因素 陈行为影 秋红 2018； ，唐林等 2019）、 （主体 及制度文化责任 焱杜 强 ，等 2016） ，等方面

对 村 。这些视 并不能 日 农 参与或消 态 意的 释但 角的研究 常农 环境治理中 民的不 极 度作出令人满 解 虽然

（冯仕政 2007） ，城镇居民遭受 境 害 有发现 环 危 后 只 38.29% ，的人进 过抗争 而高行 达 61.71%的人选

择了 ， 对沉默 但该 是城 民针 特定环 害事件研究探索的 镇居 境危 的 为表现行 ， 未 民的环境并 涉及农 行为
①
。 村 ，譬 、 力 、现 治理中存 公 参与 识 参与机制部分学者发 农 环境 在 众参与失灵 如 意 薄弱 参与动 不足

缺失等（ 焱杜 等强 ，2018a）， 未对但并 农民集体 的不参与现 实回应性 象给予现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

一 ， ，体行为已呈 普遍的集 致性 进 农民集体 并的个 现出 体 而衍生出 不作为的局面 这 非仅 过通 “要农民

与参 ”的政策激励就能 ，也改 不变 是“农民环保 不强意识 ”等就能解 该 面 的原因释 局 形成 ，而 需要是

对 。农民集 现象加以体不作为 全面性解释

， 村 ？ ？那么 何理解农 环 理中的农 集体不 为什么会 民该如 境治 民 作为现象 产生这种现象 农 的集体

？本 （不作为如 能 参与 借何 够转变为积极 文 鉴周雪光 2015）的“ 不作为集体 ” ，概念 基 社 生于 会 态系

村 一 ，统视角构 农 环境治理 参与行为 分析 结合案例多 地阐释农 集体建 中农民不 的 个综合性 框架 维度 民

。不 因及其转作为的成 向逻辑 这不仅是对 ，对现 论解释实的理 “十四五” 村时 环境 治期创新农 人居 整

也 义。思路 具有实践意

二、文献述评

（一）要农民参与：相关概念及必要性

本 。理解公众参与 念 分 民参与的 前提概 是 析农 基 Lane（2006） ， 一认为 公 通过 系列众参与是 正规

规的 直接使公众 决策和非正 机制 介入 。Oakley andMarsden（1984）认为 与是人参 们对 展过程中国家发

一些 ，愿公众项目的自 贡献 民农 村 。参与是 益 项目 实 过程受 人影响农 发展 的 施及项目方向的 Arnstein

（1969） ，指出 公众 与 为参 分 3 ， 、 、 权 ，次 即无公 参与 表面参 包括个层 众 与 公众 利 8 ，种形式 即操

、 、 、 、劝 、 、 权、 。 ，导 告 询 解 合作 授 控制 总体 言 公众 指社会公纵 引 知 咨 公众 而 参与主要 众试图介

一和 活的 切方入决策 公共生 式， 、 、 （包 会 投 抗括听证会 咨询 诉 争等 Webler et al.，2001）。 ，其中 环

一 ，争属于公众参 的 特 式 即境抗 与 种 殊形 公众 对 采 对 （ ，环境危害 取 为 冯仕政面 的 抗性行 2007）。在

本 ， 村 村境治 农民参与主 指农民通 直接或 影响农 环 或文中 农 环 理的 要是 过 间接方式 境治理政策制定 实

，果的行为 括施效 包 、参与获取环境信息 和监督环境保护 。为等行

村农民参与是 环 治 重要基础 前提农 境 理的 和 （ ，黄森慰等 2017；陈秋红，2018）。一 ，方面 部分

村 必 。索性 研究农民参 环境治理 要性和 喜平学者基于探 范式 与农 的 重要性 韩 （2014） 村认为农 环境治

，让 边站 这是 农理不能 农民靠 由 民天然“在场” ， 、特点 决 践主体 直接参 者的 所 定的 即农民是实 与 和

①
在环境社会学中，“环境行为”通常是指日常生活方式和习惯的环境行为，与集体性、连续性的环境运动和环境抗争

有较大差异。本文中的公众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是环境行为的一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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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 、受 冯 伟 戴星益者 翼（2007） 村 心 ， 村发现农民是 理的核 主 农 环 理的社农 家园治 体 亟需培育 境治

来会机 分散的农 组织起制将 民 。 一另 方面，大 政策文件 主 用量 强调要发挥农民 体性作 。1973年，中国

一 议次 出第 环境保护会 提 “ 划、 布 、 、 、 、大 、全 规 化害为利 依靠 众 动 护面 合理 局 综合利用 群 家 手 保

、环境 造 人民福 ”的 32 ；字方针 2015 《 办 》保护部出 护公 与 法 规定年环境 台的 环境保 众参 “ 、公民

、 、 、 门 议人和其他 织可以 信函 传真 境 管部 提出 见法 组 通过电话 网络等方式向环 保护主 意 和建 ”
①
；

2018 办央 公年中共中 厅、 办国务院 公厅印发的《 村 三农 人居环境整 年 动治 行 方案》明确提出“ 民主农

， 力体 激发动 ” 本 则的基 原
②
； 来，近年 中央“一号文件” 。次强 重农民主体多 调尊 地位

（二）参与困境：表现形式与主要成因

权、 、 、 、 权 （ 、 ，参与是发 中授 民 治理 合作 敬 霞展 主 良好的 分 化等的基础 叶 忠 陆继 2002），然

而农 参民 与 村 。面临 多 为农民参与环 治 的 主要有农 环境治理 诸 困境 众多学者认 境 理 困境 3类： 一类第

， ， ，参与流于形 表现为在 规章 或行政要求 任务 例如是 式 参与仅仅 形式上按照 制度 完成 民农 议出席会

，人数 部分 表仅为凑 学者将这种参与 述为“ 参与无合有 作”（ 、 ，何得桂 徐榕 2020）。 二类 参与第 是

， 对 染后 环境污 或滞 主要指公众在面 破坏 （ ）胁 身 利益时威 自 群体 才采 、 、取 举 抗争 监管检 等参与行

为。其中，最 境抗 为典型的是环 争行 ， 权即农民在 到侵害时 得不奋益受 不 起反抗（ 涛陈 、谢家彪，2016）。

三类 大 ， 少 村 。 ，大 对 村与 农民群体 参 例如 分第 是 多数人不参 主要指 很 与农 环境治理 部 农民 农 环境治

心， 较 ， （ ，漠不关 参与积 性 甚 参与 冯亮理 极 低 至不 2016）。

村 ，大 、 、心于农 环境治 参与困境 献基 治学 经济学关 理中农民 的成因 量文 于政 理 和学 社会学 学等

、 对 讨科从 主体利益 内 部成因进 探制度结构 和文化观念角度 部和外 行
③
。 有外部成因主要 3 ：个 面方

一第 ， 村国家与农 社会关系上的多重 托 理委 代 结构 。 、失衡 陈秋红 （黄鑫 2018）认为政 导极府过度主

（譬 ）， 、易导 不足 视农民主体 培育 地方 府的动 其方式存致农民动员 如忽 意识 政 员认知及 在错位 越位

。 二第问题 ， 权 。态保护 益 制农民生 等 度缺失 张寒（2010） ， 权、 权为 与 民 参与认 农 相关的环境知情

和请求补 等 度 在严重缺偿 制 都存 失。 三第 ， 力劳动 、 本 了社会 因素变动 参与资 等外部 加剧 农民的 困境。

王亚华等（2016） ， 村 力大 ，认 速城镇化 致农 劳 流为 快 导 动 规模外 “ 心空 化” 村和 趋农 人口老龄化等

势 ， 力 ， 。 焱民参与公 事 乡土 属严重 农 共 务的动 薄弱 其 归 感下降 杜 强等（2016） ， 村 本为 农 社会资认

村 ， 对 村 心。 也存 不 会 影响农 环 治理的有效 导致农民 漠不 部成因量 足 直接 境 性 更容易 农 环境保护 关 内

主要有 3 方面个 ： 一第 ， 村农 境公共 所诱发的环 物品属性 “ 车搭便 ”问题。Olson（1971） 体基于集 行

较 。 二度认为在 发 品的 众 第动角 自 状态下公共产 公 参与供给 为困难 ，农民参与的 质 励物 激 不足。黄森

慰等（2017） ， 一 ， 心为 公众参与 经济行为 和参 种环境治理 于自身利认 是 种理性 公众是否关 与各 取决

。 三得失 第益 ，农民 、 较意识淡薄 导环保 受教育水平 低等 致其 与环境治 的参 理 积极性不高（闵 ，等师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http://www.mee.gov.cn/gkml/hbb/bl/201507/t20150720_306928.htm。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zhengce/2018-02/05/content_5264056.htm。

③
此处的外部成因主要指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外在约束条件（包括组织、制度和其他方面），内部成因是指农民个

体因素和农村环境特征等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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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王 婷学 等 2020）。

（三）农民如何参与：具体途径及措施

村 一 三 。闵农 环境治理或 成 体 直是 农领 学者关注的促进农民参与 形 集 行动 域 焦点 师等（2019）通

， 村 村 ，过实证 展乡 可以激励农 极参与农 居环境 在逻辑是研究发现 开 旅游 户积 人 整治 其内 农民收入提

本。降 参与人居 境 张安高会 低农户 环 整治的支付成 毅（2013） 权 ，从 手研究认为 赋农民生态 角度入 予

权 村 权农 生 以使农民 为农 生态建 体民 态 可 成 设的 利主 ， 权为农民 上争 语 奠定制度在环境立法 取话 基础。

黄森慰等（2017） 村 村 ， 村 ，为农 环 不开具体 理 入乡 熟人 会认 境治理离 的乡 情境 需将治 手段嵌 社 并利

用 村 。制刺 农 理 王春光激励机 激 民参与农 环境治 （2018） 权 ，从还 能 综 视角研究 为 要从经赋 的 合性 认

权 、 权 权 。济 社会治理 农民 性缺失困境利 市场 和 等方面破解 主体 另外，有学者提出了 村多种农 环境治

新思路理 ，例如合作治理、 式参与 治理、 治理微 、整体 治性 理、 等内源式治理 （沈 伟费 、刘祖云，2016）。

（四）既有解释的不足

，学界关于综上所述 “要农 参民 与”的 性研究和 于探索 关 “影响农民参与” 较 ，释性研究的解 多

本 了 ， 门 对 村 ，也提供 有价值的借 专 针 农民 参与农 尚无全面这为 研究 非常 鉴 但 不 环境治理 的性质界定

少 统 框架缺 系 性分析 。一方面， 论 与理 还无 是基于公众参 论 是基于政策要求，已有文献 较都 多 从地 “外

在”视角 ，强调要农 参与 极易将民 农民参与 村农 环境治理作为 当然理所 的事情或研究的 ，假设 并前提

了产生 对一系列影响因素的 ； 、解释性研 身 参与 为何 体 主体究 但关于农民自 为何要 集 不参与等农民 性

问题的研究 十 缺还 分欠 。 一另 方面，虽然 分 究 关注农民部 研 开始 不参与现象，但 个体行为多局限在 （例

，等如黄森慰 2017； ，王 等学婷 2020）、 村 染 （农 环境污 偶然性事件 焱杜 等强 ，2016）、政府角色定

（陈秋红位 、 ，黄鑫 2018） ， 一 对 村究 综合性的 析 理的 民等方面 鲜有研 构建 个 分 框架 农 环境治 农 集体

不作为现象 。 了 ，本进行系统性阐 为 补 不足 文旨 解释当前释 弥 以上 在 村农 环境治理中的农民集体不作

，现象 产生 以及如 向为 何以 何转 ，以求更 理解好 村农 环境治理的现实情景及农民参与困境的本 。质

三、一个分析框架：农村环境治理的农民集体不作为

（一）集体不作为的界定

克思曾用马 “一 马堆 铃薯” ， 、 ，喻农 间 们的利益相互 离 有形象地比 民 的组织形态 即他 隔 没 组织

一 一 ，一 子 来， 一 、像 袋马铃 样 旦从袋 里 自 体 形单薯 倒出 就各 影只
①
。 （周雪光 2015） ，指出 主社会

义 也 、 ， 也 一国家的集 动 应该包 民众的 作为等消 意 体不作为体行 括 不合作 不 极态度和行为 这 味着集 是

。种 与表 形特殊的公众参 达 式

目前， 对 较 匮不作为的概念 其 成 等的研究 乏学界 集体 及 形 逻辑 为 。Doan（2016） 大认为 量研究侧

， 一 。 （析集体行 作为 缺乏关注的 周雪光重分 动 而集体不 是 个 话题 2015） ，认 在公共 中 不为 治理过程

合作 现 体行动和消极态度所表 出的集 都 于属 “集体不作为”（collective inaction）， 热如缺 情比 乏 参与

活动政府组织的 、 对消极应 自 而 的上 下 政策、 义躲避公共 等务 。Finke et al.（2016）用集体不作为概念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版第 8卷第217页，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me-ol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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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解释企业 情况 行动 结果发 业会陷入 参与或 困境 而各应 气候变化 及其 现企 不 不行动等 行动者的多

。益 阻碍因素重利 是首要 Perkins（1988） ，过 公社 期 现 农民普遍存通 分析中国人民 时 的农业生产率发

在“ 车搭便 ” 义 。和 务等行为逃避 Scott（1985） 义为农民不参 合不是社 独特认 与或不配 会主 国家的 现

， 也 ，它们 会出现 他国家中 将之称象 在其 并 为“ 武器弱者的 ”。Skinner andWinckler（1969）研究中

， 对 心 对 一 。现 家政策的 不 致 些 策国农业政策发 农民 国 漠 关 和消极应 导 政 难以实施

：作为具有以下 同 征集体不 共 特 ① 、 ，的不合作 作为等消极 为是自发个体 不 态度和行 形成的 而不

、 对是有 的 公开的 抗组织 ；②公众 、 心 对 ，不参与 漠 关 或消 事务或政不 极应 某项 策 “等靠要”等倾向

明显， 渐表现出并逐 “ 体集 性质”， 为现 随集体不作 象 之出现；③一 ，利益表达方式 该种独特的 且 方

。 ，本 村式 低总体效 例如 文所分 境治理会降 率 析的农 环 中的农民 ： 对 村不作 要表现为 农集体 为主 民 农

心； ， ； 对环境治理 目或实 关 不参与 为 和旁观者 民项 施效果不 治理任务 农民成 局外人 农 政府动员方式

采 对 ，及治 政 呈现污 策 取消极应 态度 “ 、政府干 百 看姓 ”窘 。 村当 国农 环境 理中的农民境 前中 治 不参

与 象属于现 “集体不作为”，是农民一 ， 一类 。特的利益表 式 并且是 观存在 象种独 达方 客 的普遍现

（二）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

力 一， 村人是生 因 迁的中国 社 民的 体 点产 中最为活跃的 素之 变 乡 会如何发挥农 主 性作用已成为重

（ ，难题 冯仕政 2016）。 如正 Zastrow（2009） ， ，调 样 人的参 行为属于社 统 由个强 的那 与 会生态系

、 落 。本体 群 的 系统和国家 观系统所 定 文借 究的微观系统 中观 的宏 决 鉴已有研 中的 ，集体不作为概念

、村于 态系统视 从 面和基 社会生 角 政府层面 庄层 农民 村环境治理中的 民 体 为个体层面分析农 农 集 不作

现象，力 村图 原农民不参 治理的还 与农 环境 整体性 。画面

政府在 层面上， 了自上而下 织模式和 府回应 地方政府的组 政 性等决定 在村庄 ，逻场域的行为 辑 进

（ 胤，影响农民 与而 参 行为 李华 2020）。 、政府 为 者 财政资源的 入 和中央 作 政策法规的制定 投 者 管理

机构的构 者建 ， 力 办大 势具有集中 度优量 事的制 ， 也一 力同时 主体 引导社会 量直强调农民 性并 参与（王

，春光 2018）。 （ ） 村 ，省 级政府 境服务的 起 下区 作为农 环 重要供给者 主要 承上启 的作用。 （ ）市县

级 村环境 策政府作为农 政 工具的 者具体实践 ，需兼顾上级 策 求 方政 要 和地 发展目标，尤其受财政投入、

备人员配 等约束 ， （易出 度主导 陈秋条件影响 容 现过 红、 ，鑫黄 2018）。譬 ，一如 些县级 了政府为 完

， 、大 大 ， 了指标 急于 成成任务 求成 包 揽 而农民 “旁观者”和“局外人”。 对背 面 上其 后的逻辑在于

指级 令和“向上负责” ， ，行政惯性 在有 的 源 条件下 农 的需求及互 处于话语的 限 资 约束 民 动程度都 边

。 村改变 境治理的缘状态 若 农 环 约束 （ 力、 力 ），件 假设人 等资源 体系使得条 财 充裕 科层 地方政府更

（ ，于 级政策要 而 体性 国倾向 遵循上 求 考虑农民的主 张 磊 2019）。 而下的组织模 具这意味着自上 式 有

大 力，强 织能的组 村倘若 环境治理中农 的 较件 多或政 不明约束条 府行为边界 晰， 方政府的地 权科层 威

一和资源动 在 定程 压农民的员 度上会挤 参与空间。 ，政 向层级结 中在地方 府的纵 构 村农乡镇政府作为

， 末梢，环 治 是距离农民最 的 制境 理的直接实施者 近 体 其 府政 （回应性 农民参与程 成 李华与 度相辅相

胤，2020）。乡 动取 倾向于完成镇政府的行 向更 “ 标硬指 ”， 一 对同时会 化或过 相 不重要弱 滤 些认为

的“软指标”（ ，张国磊 2019）， 杂 权 ， 村 。再 层事务的 性 易忽 农加上基 繁 和事 不匹配 容 视 环境问题

譬 ，一 村方的农 环保如 些地 工作处于“ 来 、 来 、 来说 要 干起 不 忙起 忘掉起 重 要 ” 。 ，的 上 诸局面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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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执 力，多基 态环 薄弱 更不具 测和监察 能 而且 倾向于解层政府的生 保 量 备监 法 政府投入 决“吃饭”

。 ，设 高的项目 此 更问题或建 回报率 为 诸多乡镇政府 采多 取行政型回应行为 ，成环境治理任完 务 即对

（民 境诉求进 有限度的形 如农 的环 行 式化回应 “ 、打官腔 说官话”等）（ 胤，华李 2020）。乡 府镇政

对 ，农民环保 回应不足 易导致诉求 更 自下而上反馈失范，也 。不 象发生会加剧农民集体 作为现

村在 层庄 面上， 村 一 了型期 种 程度上加剧农 社会转 各 因素的变化在 定 农民 。集 不 现象 虽然体 作为

村 较少， 较统农 社会中 供给 但存 共物 给传 公共物品 在着 好的公 品供 （ 、 ，机制 何得 榕桂 徐 2020）。当

，村 ， 村 大 ，前 庄 迁最为 征就是流 口 庄规模扩 问 农变 明显的特 动性增强 包括人 流动和 等 题 这直接影响

村 力、 、 。 ， 力 对 村 力环 治 理目标及政策 果 多 发现 劳动 流 农 集体行境 理能 运行机制 治 效 诸 研究 外 动能

负面影响具有 （例如高瑞等，2016）， 力 一 村 力即劳 流在 定时期 弱 庄公共 导 及农动 外 会削 领 民归属感：

一 大 村是青壮年 致和能人等 量外流 使农 住常 人口不断 少， 力 本减 女因 资留守老人和妇 人 不足参与效率

。二 村 了下 是农 社区的 速 迁低 快 变 削弱 “共同体” 。 力 必 村 、归 感 劳动 外流 人口结构属 然导致农 务农

力劳动 村 类 ， ，例和 等发生变化 使得农民 家园感 恋程度不 的比 庄 型 进而 的 和地方依 断弱化 与之伴随 是

村参与农 环 治农民 境 理等农业相关活动 力 ，机 这可能会削弱的 会和能 逐渐降低 民 我农 自 村农 环境开展

力（ ，治 的能 王学婷理 等 2020）。 ， 村 大 来 。 村政 规模扩 带 挑 并另外 行 为农民参与 战 撤 居 村是农 经济

， 村 大对村 力 了 （会发展的 果 但行 人口规模 服 能 提出 更 要社 结 政 地域和 等的扩 级自治和 务供给 高 求 王

，春光 2018）。正如Olson（1971） ：所述 “ 本 大小 ，织 团规模 密切相 集 规组 合作及其成 与集 关 团 模

大， 一达成 致性 标及展开集 困难越 目 体行动越 ”。 一 ，进 步而言 当前 力层组 导基 织领 村与 庄规模并不

（ ，匹配 高瑞等 2016）。村 义 权力 办 ，民委员 上的自治 上 构 其强制会作为名 组织及 下沉事实 的 事机 动

力员能 略 ， 力 择 （别是 公 完成上级指派 务 选 付行为中 渐衰退 钟显不足 特 其 共事务动员能 在 任 和 性应 逐

海，2018）。 村社会发展 构正 转型期中国经济 和农 社会结 处于 ， 力 村劳动 和自然 合 已难以外流 并 逆转，

村在 庄层面如何 上促进 村 。农 理已是重 难公众参与 环境治 点 题

层面在农民个体 上， 。利 加剧主体的虚益联结机制缺失 化 “利益—主体” 路径强调 过满足主的 通

体 农民个体 务利益促进 参与公共事 （何得桂、徐榕，2020）。一方面， 村农 属于典型 公共物环境 的 品，

本员无论是 享集体成 否付出成 都可分 利益， 也 村导致 庄内 存这 部 在广泛的“ 车搭便 ”行为（ 焱强杜 等，

2018b）。解决“ 车搭便 ”问题需要运用“不平 原等 理”， 择即 选 性激励 施实现集体 在通过 措 内部成员

权力、利益和 的不贡献等方面 平均（Olson，1971）。 村落传统 更多依 正式制度 决靠非 解 “ 车搭便 ”问

题。村 择 一约作为选 制规民 性激励的非正式 度之 ， 有惩戒监具 督、价值导向和 冲突协调 功等 能。然而，

在 村 结构和管理制 变 过农 社会 度 迁 程中，权力下沉和流 性增强等使动 得 制度的约非正式 束功能逐渐退

化，譬如 、习 、 。 ， ，也范 俗 声誉等 束作用渐 弱化 因 互监督的 防规 的约 趋 此 农民相 可能性降低 难以 范

参与过程中 义。 一 ， 村 ， ，的 会 农 经 社 异质性增强 表 为 入机 主 另 方面 随着 济 会的发展 农民的 现 收 差距

大扩 、就业出 分化等现 。诸多研究发现，异质性与 度密 关农民参与程 切相 （蔡起华、朱玉春，2016），

，例如 收入 距差 大扩 使得富人 意愿 积极行动而穷人“ 车搭便 ”，但农民的 质性异 能否 进促 个体参与农

村 境治环 理 力依 制或组织动员赖于外在激励机 能 。 ，由 文 政府过度 导和前 可知 主 基层干部 力组织能 不

足都会 担责 付影响农民承 任和 诸 ， 也 了 村 类行动等 意识的培 这 增加 化中不同主体 育 乡 社会分 型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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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村 ，譬 ， ，度 前农 环境 理 健全 笔 部分农民认为凝聚难 而且 当 治 激励机制并不 如 者在调研中发现 环

境 理治 是“ ，府受益 自 没受益政 己 ”， 一抑或 理设施些环境治 “好看不好用”“ 不着用 ” 。 ，此等 因

在激励效 足应不 、约束机 缺失的制 情境下， 村民缺乏参农 与农 环境 力内治理的 生动 ， 分环境治部 理“形

象工程” 了 。害 农 群甚至伤 民 众的感情

村 一 。 对作为属于农 环 治 等 事务中 种 殊的参与行集体不 境 理 公共 特 为 相 于 村水利建设农 、道路建

， 村 ， ， 也 村公共 而言 农 环境 更容易处 边缘位 性更为明 前设等 事务 治理 于 置 其公共 显 治理任务 是当 乡

振兴“生态宜居” 。 村 ，重 与农 境 决策行为具有 异 这 由农的 点难题 农民参 环 治理行为与其他 差 性 不仅

民的 体理性所决个 定， 村 特征还与 庄 、政府 联引导等相关 ， 村其 在于农 环境 部性根源 的外 、 权公共产 、

， 村地域性 等属性 即 境和分散性 农民行为在农 环 治理 。 ，域极易形 不 梳理 献领 成 参与状态 通过 文 发现

、 、 ， 、 议 较 ，路建设涉及农 生 交 行等生存 问题 农民参 抗 等行为水利灌溉 道 业 产 通出 性 与 合作或 多 而

村 治理 中农 环境 过程 “ ，政府干 百姓看” 较的现象 为 出突 （ ，陈秋红 2018）。 ，本 建立的分为此 文 析

、村府 民框架主要从政 庄和农 3 村 （个层面 析 的农 集 图探 农 环境治理中 民 体不作为现象 见 1），该框

类 ， 一 讨 。 ， 一架若拓 至 他 或全面解 该 现象 仍存 间 值得注 不作 非展 其 领域 释 在 些探 空 意的是 集体 为并

， 讨 一 （种静态现 若改变前 探 的 系 府与农民象 倘 文 列因素 政 之间的行为 、 力、治 和动员能边界 理方式

益利 联结 ）， 村 ，可以 现 环境治理 具体 向 辑 后文机制等 仍 实 农民积极参与农 转 逻 将在 深度 。析分

图1 集体不作为：当前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

四、案例描述：龙鹄村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农民集体不作为及其转向

（一）案例简介

长 ， 村课题组通 调查发现过 期田野 农 环境治理中的 集体不作为农民 现 ，譬 ，广泛存在 农民表象 如

现出“ 参与不想 ”，或者认为“与我无关”“ 是 事那 政府的 ”， 。等等 无论 界各 多么强调“ 民参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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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都 体不作为的现不能忽视农民集 实存在， 对 类 ，才 村唯 观面 该 现 能探寻农 环 集有客 象 境治理中

。 ，本体不作 策 为 选取为的治理之 此 文 “要我参与” 成变 “我要参与”的典型案例分析农民集体不作

， 。以 转向为何以产生 及如何

龙鹄村 川 棱地处 省四 丹 县 棱丹 镇， 面积辖区 16.01 ，方平 公里 有 13 村 小 ，个 民 组 397 ，总户籍户

人口 2530 。 村人 以 植该 种 橘丑 、 ， 村萄和藤椒 主 并以农 环葡 为 境治理的“龙鹄模式” ，闻名全省 特

村 了该 的 垃圾治理得 家别是 生活 到 国 住房和 乡建设城 部 肯定的充分
①
。2019 ，龙鹄村村年 民人均可支

达配收入 到 1.9万元。笔者于 2017年 7～8 对 棱 长丹月 县副县 （1人）， 棱丹 镇主要 部干 （4人），龙

鹄村村干部（4 ）、 （会成员人 老年协 3 ）、人 环境 理 包治 承 人（1 ）、人 （保洁员 2 ）人 和普通村民

（5人） 了进 谈行 深度访 ，并于 2020年 8 对访谈月通过电话 方式 部分人员（包括龙鹄村村 任主 、老年

长、协会会 1名保洁员和 3名 通普 村 ） 了 ， 料 龙鹄村 村民 进行 过 资 呈现 农 境追踪访谈 试图通 详实的 环

。治理历程

（二）龙鹄村农村环境治理历程

2009年， 川 大力 村省 推 农四 进 环境综合治理， 设立专项资金并 。 时此 ，龙鹄村也 始开 治理 村农 环

境， 布但 圾遍 河流和垃 林道、 户将猪粪 问题养猪 直排河流等 存在依然 。2011 棱 村年丹 县 农 生活垃启动

处理创圾 新试点，龙鹄村 村索新的农 取 成效探 环境治理模式并 得良好 ， 村 一昔日 乱 变脏 差的贫困 摇身 ，

川成 四为 省级“ 村四好 ”
②
。本 村依据农民参与 环 治文主要 农 境 理的行为 龙鹄村 村变化 农 环境治理将

划 ， ：两个阶段历程 分为 具体如下

1. 一阶段第 ——“ 干政府 、农民看”。在 2009 村环境年农 治理 期初 ，县政 干部如同府和乡镇 “千

手观音”， 一 ，环 事务 包括 圾包揽 切 境治理 垃 桶的 、 池和更 垃免费发放 替 圾 的 。村等 民不选址和建设

（ 村断更换 圾 甚 部分 民用 圾桶存储农垃 桶 至有 垃 产品）， 料 、 柑橘、塑 袋 烂 枯 倒在却将 树枝等就近 河

边、路旁或竹林，村 态环境不 没治理庄生 仅 好， 来越差反而越 。久而久之， 对 生 赖农民 政府产 过度依 ，

即“ 找凡事 府政 ”。 对 村从 女 民这种情况可以 性 HKY ：证的访谈中得到印

“村落环境是越治 越理 差…… 了特 到 夏季别是 ， ， 村气 难闻 很多外 都不愿进味 地人甚至 收购农产

品…… 也 ， 本 。我们 没用 基 不参参与 与 ”（HKY，2017-07-29）

，村 ，村 ， 较 村外 干部认 庄人口 留守人群 不 与农 环境 理另 为 流失严重 因文化程度 低而 具备参 治 的

力， 必 、 力； 村 ， 一员该 体 境治理属于上 任 只 在 定时期 完成能 没有 要动 群 出工 出 而且农 环 级 务 需要 内

， 村 ， 村宣传标 项目工程 指标 需要组织动 开会和参 建设 最 出语张贴和 建设等任务 并不 员 民 与 终导致该

村 。现农 环 政 的被动局 受境治理完全依靠 府推动 面 访者 LCY 龙鹄村担任 部书党支 记， 了他描述 当时

：参与情况的农民

“ 村 ， ， ， ，农 环 整 有 要求 时间 任务重 很多 政府直接 果不 是境 治 考核 紧 工作都是 去推动 但效 好 总

①2014年 11月召开的全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充分肯定了“龙鹄模式”，

并在全国部署推广该模式。

②
“四好”指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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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又 头坚持不 多 题 再度抬久 问 …… 了， 本 ， 来。民都外 群基 都不 动农 出 留守人 参与 很难让农民 起 ”

（LCY，2017-07-30）

2. 二 段第 阶 ——“ 、长积极参 效与 持续”。 ，镇政 逐 农民主体性作县领导和 府 渐意识到要发挥 用

村 村 ，才 本 。 ，即 环 理只有真 激发 民的主 能从根 上 是 县 和乡镇干部农 境治 正 人翁意识 解决问题 于 领导

， ， 村 村调研 广征 意 他们深入 民 进 征求 “两委”、村务监督委员会和老年协 。会 群体意见成员等 2011

年 3 ，龙鹄村 村 大 ， 门 讨 村 ， 村月 制定 的 如规定 民每人 月召开 民 会 专 商 全 环境治理方案 例 每 交纳一元

，的卫生费 民集体选出钱 农 环境治理 （ 、 ），承包人 负 道路 等工作 承包 报酬源自责垃圾转运 清洁 人的

村 每人每民 月交 一 ， ， 村 。元钱卫生 差 体资金和 政纳的 费 如果不够支出 额由 集 财 补齐 一元钱 费的卫生

取收 ， 了 权责意识不仅培育 农民的 ，也有利于村内环 治境 理 包人承 、村 村组干 和 民之间部 的相互监督。

对在 乡镇干部HZQ ， 较大 ：直截 政府和农民 的 转变访谈时 他 指出 发生

“ 必 、我 须要改 人 出钱和们 变政府出 出设备的局面…… 一 ， ； 了民 更多是在 参农 出 块钱 于 与 他出

， ， 。就会 督 个地方没弄好钱 自己 监 承包人 会去看哪 ”（HZQ，2017-07-29）

，龙鹄村 习 ， 村 大 讨 了《龙鹄村时 过 协会宣传 境卫生 惯 并 会多轮 论同 通 老年 环 经全体 民 后制定 环

村 》， 义 。 努力卫生 约 倒逼农民 履行 务 经 方境 规民 自觉 多 ，龙鹄村 村 了的农 形成环境治理 、政府主导

村民市场参与和 自治 多元共治 面的 局 。 村 了 ， 川得 令 瞩 为四 省实施乡该 环境治理取 人 目的实践效果 成

村 村落， 类 。 ，龙鹄村兴 略 范 其垃圾 治理模式在 内得到推 公众 农振 战 的示 分 全国范围 广 时至今日 参与

村 热 ， 村 。 长环境治理 有增无减 环境得 性治理 老的 情 农 到可持续 年协会会 HDQ ：这样说道

“ 了这么多年 ，村民还是积 参极 与的， 期作并不是短 秀…… 了一 长 长我 两个副会们协会除 个会 和 ，

下面 有还 6 长。 办组 在举 活动 会宣传个 协会 中 ‘家园环境人人爱’， 、同时利用 清明给老人祝寿 节和

。重阳节等活 育留守人 家园意动培 员 识 ”（HDQ，2020-08-17）

五、案例分析：农民集体不作为的阐述及其转向逻辑

（一）农民集体不作为转向前后的表现

龙鹄村 农民案例中 参与 为 段环境治理行为分 两个阶 （具体见表 1）： 一第 体不 为阶段是农民集 作 ，

村 不容乐观农 环境治理效果 。笔者 调 中在 研 发现，2009 了大 龙鹄村年县政府 投入 量资源 环虽 试图打造

境治理 ， 村 ， 村 ， 村 类， 村起初 环境综合整 美丽乡 建 再到农 在人人爱示范点 但从 的农 治 到 设 垃圾分 该

，村 、 池护 体 请保洁员 放 垃圾 方 都成效不显环境卫生宣传 集 出资聘 发 垃圾桶和修建 等 面的人财物投入

， ， 了著 难 持 入且 以 续 陷 “ 、长短期有 期失效效 ” 。 二 ，的困 是农民积 治理局 第 阶段 极参与 环境 效果

较 。显著且可持续 强 农民行为 明显的最 变化是 交从 纳一元钱卫生费开始逐渐形成相互 。 ，监督 当然 农

一蹴 ， 龙鹄村民 变并 而 治理承包人参与行为的转 非 就 这可以从 环境 ZZM ：提 的 息 到证实 起供 信 中得

有初 30% 村 对 ， 小 长 劝 ， 村 了的 民 收取 理解 但经 说后 分 民意识到 责任卫生费不 组 和老年人 有部 交纳 ，

可还有 5% 村的 民不愿意交钱，3年都没有交； 受 人的指责这部分人逐渐 到周边 （如“大 了家都交 你怎

？交么不 ”），而 在且 办理 、 村 ，村 也 劝 ，等需要 委会盖 时 会 会 导和教 他们结婚证 贫困证 章 委 成员 育

，一最终 元 费于钱的卫生 2013 。年全部收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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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民集体不作为转向前后的表现

阶段 状态 表现

转向前： 一第

阶段
民集体不 为农 作

① 一政府包揽 切（LCY，2017-07-30： 池宣传到垃从 圾 选址， 干都是乡镇

村 ； 大 ， ）做的 动员 开部和 委 家 会 都不积极

②村 对环境 题民 问 不管不问（QYR，2017-07-29： 爸妈抱怨夏天经常听 垃

， ）圾 臭 但没有人 动发 问题 行

③ 村部分 民甚 到处扔至将垃圾 （MYC，2017-08-01： 村有 扔在些 民将垃圾

， ， ）雨天被冲到 水都会发河边 河里 臭

转向后： 二第

阶段
民积极参农 与

①政府监管， 整 外包环境 治任务 。（LZ，2017-07-30：将环 整境 治承包给

村落 心 ， ， ）的人 他 等事宜 我们只 负 招有爱 由 自己确定保洁员 是 责 标

② 头年协会成 带老 员 （HDQ，2017-07-30：形成政府当“导演”、 年协老

会当“主角”、一 当般群众 “演员” ）局面的

③村 议村民共同 民约商 规 （HXH，2017-07-31：《 村环境 生 规民卫 约》经

过3次全体村 大 ，民 会 历经1 ，年多 2012 ）年完成

④村 划民 谋 策主动出 （HGR，2020-08-17： 了考虑 狗 跑的到 会掏 垃圾到处

， 村 议 池 门）题 装开关问 很多 民建 垃圾 安

（二）农民集体不作为为何转向？

龙鹄村 ， 一 ，也 一由 的案 可 集 作为属于 独特的自下 益表达形 上影例 知 体不 种 而上的利 式 在 定程度

村 ， 。环境治理政 实施效果 而倒逼 措施产生响农 策的 进 新政策或 发 的农民集体不作为 生转向 关键事件

村是 环境 理 过度主导政府认识到农 治 过程中存在政府 、村 。民动 不 问 政府和乡 干部经过多员 足 题 县 镇

， 农民摆方考察 与 “龙门阵”， 了 村 村 。一 ，民自 结合的农 环 理道路 方 分管副提出 承包与 治相 境治 面

长 划 、 术、 。 、村领导主要 技 管等工作 政 模 集 经县 和乡镇 负责规 编制 整治 过程监 县 府依据人口规 体 济

、 力 村 ； 龙鹄村等确立农 环境 理 线 政府结合 政发包和任 情况满足水平 干部领导 治 路 图 镇 行 务指标等 环

，资源 并境治理的 需求 避免 少 权 ， 村 权过度 和缺 实际 验的越 予 委会充干预 经 指挥 在赋 足自主 过程中不

断培养村 部干 力， 池 、 、的组织 员 运周 投 务均动 能 垃圾 选址 清 期 工投劳等具体事 议听取农民 或 交建 者

民自己负由农 责。 一 ， 热 、 池、另 方面 镇政 电话 建立 回应 自建垃圾 及 运府设置 线 微信群积极 农民 时清

垃圾等 求需 ，村 一 。 池 了干部 农民沟通 自 行为不仅 高第 时间与 并及时解决 农民 建垃圾 提 资金利用的精

准性，也 了动 积极性调 农民个体的参与 。 对政府行 转 在为 变 治理环境 承包人ZZM的访谈中得到印证：

“ 术 ，村 村 ，镇给予技 辅助 在全 范围内 而且乡 和政策上的 委会 招标 要求 必包人 须承 要有 心；爱 部

池 村 ， 。分垃圾 可 建 收合格后 予由 民提出申请自 政府验 给 全额补贴 ”（ZZM，2017-07-30）

了 村 ，龙鹄村 ，决农 境 问题 充分发挥 守 人 家园的示 作用 通过老为 解 环 治理的主体弱化 留 老 爱护 范

劝 、 头 村 力。 村 一 ，和引导等 自觉 环境治理的 动 农 老人 个特殊人的 说 带 逐渐激发 民 参与 内生 是 的群体

村 较 较 ， 头 ， 一常在 内有 时 发挥他们 模 程度 可通 高威望和 多空余 间 通过 的 范带 作用 在 定 上 以重塑留守

力， ， 子 来，的民间领导 推 治 主 归 并将原 的农民有机 高农民参 的群体 动 理 体回 化 组合起 提 与环境治理

。 ，龙鹄村 落 小 长 ，积 和自觉性 另 环境治理 管责任 人和 组 身极性 外 将 监 实到承包 上 实行环境治理承包

人、小 长组 和村 ， 一 了村 大民的相 监 解决 分 产生互 督 在 定程度上 庄 散和人口规模扩 的监管 本成 高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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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例如 环境治理 小 长，小 长 村包人将农民 的行为告 有这 为的 民及时承 乱扔垃圾 知 组 组 会与 种行 沟

对 劝 。 ， 村 力并 其 导和 育 总之 群体作用 流 主体不足 题通 教 发挥留守 是解决农 劳动 外 引起的 问 的重要路

， 化监 责径 细 管 任为 本 对 了 择。龙鹄村村高和信息不 称 现 困 供 方案选 书解决监管成 等 实 境提 支 LCY

：这样说道

“ ， 一 ， 村 一 ， 村老年协会 可能 部说 百遍效 好 因为他 多是 里有些工作 的老人说 遍 比 干 果还 们 的年

长 ， 较 。民比 信服者 农 ”（LCY，2017-07-30）

对 村 、 对 ，龙鹄村采外 息不 称等 题针 农 环境治理的 部性 信 问 取“一元钱” 逼农 自模式倒 民 觉承担

本， 村 （ 对责任和成 并利 规 约 正式制度 束农民的环 如 乱倒垃环境治理 用 民 等非 约 境行为 例 圾等行为罚

款 100 ）； ， 村 、 、村 大 布村元 通过 务公示 信群 民 会 公 民参 理的同时 栏 微 等 与环境治 “红黑榜”。良

较 了 。 一 村境 获得畅通 水 高价 创 举措无疑将参好的生态环 为农民 的 果销售渠道和 格 造 条件 上述 系列 与

， 了 、庄 境 的责任与 民的利益紧 过激励效 制提 民的参与度 感和环 治理 农 密挂钩 通 应和约束机 升 农 责任

。 ， 力 一。龙鹄村荣誉 由此可 制和利益 决 体不作为 有感 见 约束机 导向等驱动 是解 农民集 的 效途径之 老

村 任主 LZ ：这 描样 述这些年的变化

“ 也 了，村 也 了 ，村 了， 池水果价格 卖得 民 为 翻天覆地 变化 民的环 高 垃圾 满高 行 发生 的 境意识提

了 村干部会打电话给 ， 种植户更加 参与垃圾 理水果 积极 管 ， 村 也 了部分 己 变成监民甚至自 管人 。”（LZ，

2017-07-30）

（三）集体不作为转向的关键逻辑分析

， 村 ，可 农民自身 积 主体 作 的基石 更是可由上述分析 知 调动 的 极性并发挥其 性 用是农 环境治理 持

。 ，龙鹄村 ？续 展 提条件 那 案例中农民 为转向的 什么 前文构建的发 的前 么 集体不作 关键逻辑是 基于 分

， 对框架 现析 村农 参与农民 环境治理集体不作为现象 ， ：辑 释 具体如的转向逻 加以阐 下

1.政府的角色定位： 大 大从 包 到揽 适当投入。 村农民之间的关 是 环 理的关键 题政府与 系 农 境治 问 ，

一 力， ， 对 。虽然两者 系存在 定 相互 的 这取决于 边界的界之间的关 张 但并非是 排斥 行为 定 根据案例材

料， 村 未 大 大 ：一 。 了境治理中 边 现 包 揽状 的 是赶 度农 环 政府 界定好行为 界而呈 态 主要原因如下 进 为

任务尽早完成指标 ， 村 未县政府制 农 境 方案并 与 民商量定 环 治理 农 ，或者 场地只是走过 “ 计问 于民”。

二 对 了 。 村 ，的方 压 农民的参 间 部分基 干部认 治理属于是 上负责 式挤 与空 层 为农 环境 上级分配的任务

对 对 （ ）。三 权 义 。 村只 责而不需 负 或令 民 行为惯性 农 环需 上负 下 责 让群众受用 农 满意 是 威主 下的 境

， ， 。 一 ， 村治 的 方式简单 众只知道整 不知道自 与方 进 步而言 农理 宣传 群 治要求 却 身参与责任 式等 环

染 大、 了污 量 面广 特征决境 等 定 信息的 本 ， 必获取成 极 度 将排斥社 机为高昂 而政府过 主导 然 会 制或群

， 。 龙鹄村 二 ，进而 剧 现象的发生 在 例 第 中众参与 加 农民集体不作为 案 的 阶段 县 大 大政府 包 揽转向从

（ ）， 对 权、 ， 村 权适 场化运作 赋 引 激励他们 即 治理农 环 从 威主当投入 市 且不断 农民 导和 政府 境 导的

分配与资源 政策制定转变为 ， 了 。 ，纳 与 形成 政 互 另外吸 市场参 社 动的良好局面 镇政府的角色转变为

， 杂 来，监管者和冲突 调 从 环境治理 务中解放出 色转变腾 极回 民协 者 繁 的 任 利用其角 出的资源积 应农

。 ， 、 ，需求 由此 政府的适 投入 良 互动机制 为 重要成因 背可知 当 好的政社 是扭转集体不作 状态的 其 后

本的 质是“ 吸纳 会行政 社 ”， ， 本间和回应性两 重 问 终沿着降 行政成 和提即处理好参与空 个 点 题 始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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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率的路径 思考 题是 政府高治理效 演化 个值得 的问 村在 境治理中 何要农 环 为 大 大包 揽？ 是显然不

了为 村 。 ， 未 ，替代 制 因 是在传 的 的同 能 使原先的农 社区机 究其原 统 社区机制衰退 时 建立起新的机制

。 ， 村 一 ，得政府的进 成 理 然 但问题 于 政府介入 理更应该 不是 需入 为 所当 在 农 环境治 是 种过程而 目的

， 。认可和尊 民的主体 地位 而 该群体重农 性 不是排斥

2.村 ： 力庄 理 到创新治 方的治理方式 从治 能 不足 理 式。 ， 力 必 村为 劳 外诸多学者认 动 流 然导致农

力 （ ，行动能 降低 例 高 等集体 如 瑞 2016）。 ，案例可知 挥留守群体 前城乡要根据 发 作用是当 素快速流

势 一 。 力 ， 长 一形 下 效的治理方 新 农民参 程度与 相关 发挥 用动 种有 式创 与 领导 密切 者的示范引领作 在

村 心 力匮 ， 、 、度上可以 补 的领 乏 寿和重阳敬老 多 化定程 弥 农 空 化状况下 导 例如通过党建 祝 等 元 低成

本 村 ，的活动动员 守人员参与 理 增强留留 农 环境治 守群体“ 体共同 ” ，的 感和地方依 进而引归属 恋感

村 ，领 环境治 的形成 培农 理共同体 育农民家园感和 。 ，村 大 来参 时 庄规模 带与感 同 扩 的监督和管理难

题 以可 利用“小组织原理” ，决 即解 在村委会成员、保 员洁 、 协会成员老年 、小 长组 、 村普通 民之间

小 ， 小 、组织 并且 织的 有限建立多个 保证每个 组 成员 小组织之间的 对 ， 小职能边界 清晰 这相 有利于 组

织成员之间的相互 ， 本、 力。 ， 、而 易成 提高 织 扔垃 的监督 进 降低交 组 能 这样 批评抛 圾 行为 监督环境

理治 、承包人履责 决解 村 小 。 一 ， 力洁 民之间纠 等都可以在 解决 进 步 持保 员与 纷 组织内部 而言 在劳动

村 村 势 ，续 和撤 并 的趋外流 下 镇政府乡 村 ，需 用好农 存量 以利 留守人员 “榜样”“ 头领 雁”等形式培

力， 村落 热 ； 村 力、 力育 导 提高农 参 情 并 构 共服务供给能民间领 民 与 公共事务的 且 建与乡 治理能 公 相

， 小 ， 小 村匹 的 规模 通过 新组织动员 多个 规模 立 组 现农 环境治配 组织 创 方式形成 群体 通过建 织实 理的

。 ， 村集体性参 这意味 乡要素快 治与 着 破除城 速流动下农 环境 理中的农民集体 作 在于不 为现象的关键

（ 小新 口存量和建立创 治理方式 利用人 模规 ）。织组

3. ： 权的个体行 从激励效应 匹配农民 动 缺失到 责 。 村 村农 人 业和 外流导致乡口的非农就 持续 建设

“主体缺位”， 大 大 了 村政府的 农 环境治而 包 揽加剧 理中农民 作 的产生集体不 为现象 。依 案据 例可知，

村 一 。一 ，与农 境 界条件下的利 导 和 机制等因 方面 利益联农民参 环 治理取决于 定外 益 向 约束 素 结机制

村 。 ，一建立有利 农 环 理 例如 元钱 费的收取 得农民 同时享有的 于农民参与 境治 卫生 使 在付费的 监督保

洁员和 境环 治理 权 ， 权 对 ； 类 、村包人的 利 有 意识 环 动 规民约承 这 利于培养 责 等 和 境意识 各 评比活 等

奖 机 影惩 制 响 择， 。 一 了民的行为 并逐渐培育 意识 农民 转变 降低 行政监农 选 其主人翁 的 系列行为 不仅

本，也 村有利于培 乡 建设督成 育 接参与和中农民直 监督的主体意识。 一 ，村另 会和老年 会方面 委 协 引

导 类 村民积 参不同 型农 极 与农 环境治理， 助推并 大多数 。农民 益 态 的改善有 于水果品质获 生 环境 益 和

，提高价格的 对 大绝 部分农民 。 、是利 同质性的留 群中逐渐 化出水 养殖户及而言 好的 守人 分 果种植户

， 。 村在 的利益诉 老其他群体 进而存 异质性 求 年协会和 委会首先 头导引 种植户带 治理村落 ，境环 然后

， 村 ；带动养 户 畜 殖废渣变 为宝 并鼓励 营农家乐殖 将 禽养 废 普通 民经 村 止其 体而 规民约防 他群 “搭便

车”。 、 、 了 村 ，利益 农民组织 约束机 农民参与 极 动性 进而激励 化 制等激发 农 环境治理的积 性和主 形

成“我要参与” 。 ， 村 权性循 模 农民参与农 环 治 不 到 责匹配 素的影的良 环 式 值得注意的是 境 理 仅受 因

，也 村 力 ， 权 、 村 力响 与 当投入及 在条 切相关 并且 配 政府投 和 庄领政府的适 庄领导 等外 件密 责匹 入 导

三 、 。 ， ， 、相互交织 要 民集体不 为 与农 的者之间 互相作用 换言之 改变农 作 现象 需从政府 民 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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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变迁与 力治理能 、 权 （农民 匹 等 构建多方 的有利条件责 配 方面 位 具体见表 2）。 ，然而 达成多维

力 村 。 ，调并 共振合 在当 环境治理 公共事 任重道远 民度的协 形成 前农 等 务中依旧 进而推之 当前农 形成

村 。某些认知 行 治理 践 题的真实映射的 和 为就是农 环境 实 过程中所存在问

表 2 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农民集体不作为转向的关键逻辑分析

要 度主 维 集体不作农民 为（ ）百姓看 转向 参与农民积极 （ ）百姓 辑干 的关键逻 论断

府政 层面
：参与空间 ， 大政府适当 入 扩 其 与空间投 他主体参

：政府回应度 建立 层基 干部 农民之间 互与 的 动机制 极参农民积 与 村农 环境治

理 一 杂的系统是 个复 ，政府

与 民 间 界农 之 的边 、村庄变

迁 发的治理困引 境，农民个

体激励机制等 素和多个因

变量相互交织，并影响着集

。体不 为是否作 转向

村庄 面层 力：民间领导 挖掘 村 员农 留守人 存量 力， 力潜 增强领 的的 导 内生供给

村 同庄认 ：感 育培 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责任意识

小 ：组 原织 理 构建 、 对 小员有限 边 相 清晰的多成 界 个 组织

力： 村 力织动员能 能组 助推 庄自治 提升 治理方式创和 新

民农 个体

层面

利益联结： 权 ，利相匹配建立 责 的方式 以 心益农民受 为核

：惩机制奖 村 、形 规 正式 束成 民约 声誉等非 约

群体异质性： 分化下社会 类组织不 型 民 合同 农 并整 其利益 求诉

六、结论与讨论

， 村 ，在中国城 展过程中 并实 生态价值 亟 展农民主 地位的乡融合发 保护农 环境 现其 待开 体 细化和

。本 ， 、村入研究 文 的 作为概念 过 庄层 和深 借鉴已有文献中 集体不 通 构建政府层面 面 农民个体层面之

， 了 村 ，间关系的理论 析 架 实际案例 析 农 环境治 农民集体 何以 以分 框 结合 分 理过程中 不作为现象 产生

， 村 。 ，及如何转 期为促进 民在农 中更好地 提 路径 研究 现向 以 农 环境治理 发挥主体性作用 供可行 发 集

村 一 ， 类当前 民 的 种特殊方式 现 产 原因在于 府体不作为是 农 参与农 环境治理 这 象 生的 政 的角色错位及

极回应性其消 、 村农 村 力的治 不足转型期 庄 理能 权和农民 匹配责不 。 村欲让 民积极 境治理农 参与农 环 ，

需要 民明晰政府与农 之间的行为 （ 大 大 ）、 （边界 府 当投 创 利用人政 应从 包 揽到适 入 新环境治理方式

口存量和建立小 ）、 （规 织 构建利 联结机制模组 益 心以 为核 并建农民受益 立 ） 。度约非正式制 束 等

， 村 ， 村当前 中国经 会发展和 社会结 转型期 需 环 中农民集济社 农 构正处于 要在承认当前农 境治理

， 未来 村 。不 的基 上 治理的新特征 新 求体 作为现实问题 础 深刻认识 农 环境 和 要 由 民农 集体不 为现象作

议 一 讨 ：衍生 得进 步 论的 题仍值

一 。 村 。度和 投入 政府介 环境领域 重要的 投入强度是政府的适 合理 入农 最 边界就是 问题 环境的公

村 杂 了必 ， 村物 以及农 环 问 定 然 要 府投入是推进 振 过共 品属性 境 题的复 性等决 需 政府主导 并且政 乡 兴

本 村 必 ，也 本 必 。 ，公共资源 市场资 向农 组成 是城 务实 要举措 然而程中 及 倾斜的 要 乡基 公共服 现的 这

一 ， 。 ，投入并不 味着政 切 而是应 的 式和强度 以种 意 府要包揽 把握适当和合理 投入方 可 说 政府投入应

力 村 ，着 于 社 发展 从农 区组织的培育和 “输血”模 转式 向“造血” ，式 切实改 部分农民的模 变 依赖思

；在满足维 “ 、政 民需府需投入 农 动手”“ 、政府能承担 愿接受农民 ” ， 权等 础条件 赋能基 下 通过还

判 权 。 ，和建 机 民有更多 参 会 当 合立集体内部的谈 制让农 的 与 利和行动机 然 理投入的“度” 精准难以

衡量， 心但其 是 绕 利益核 围 农民 ，形成 府合理投入政 、 本 度介入社会资 适 、农 的多 制民积极参与 元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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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农民 力建 园的内生设家 动 。 一 ， ，家园意 间结构 是 的 田园 更味着 种空 依附于土地之上 住宅与

类 。 二 ，村 对是 共 地关 在 变迁及其边缘 导 各 家园的归 感人 同体组建的人 系 城乡 元结构下 庄 化 致 主体 属

，村 义 ， 了 村和自豪感 庄不再是 生活 体 由此削弱 自我开展 环境治日益淡化 传统意 上的 共同 农民 农 理的

力。 村 一 ，环境治理 事 据农民动 农 是 项外溢性强的 务 在依 村意 和愿 农 实际 ，上 可 人的基础 将 居环境整

， 势，作为基层治理 抓 结 间整治及 民下乡等发治需求 的 手 合空 市 展趋 乡融合发在城 展过程中 新创 村庄

方式治理 ，激发农民 力设家园的 生动建 内 。譬 ，如 人口的挖掘存量 “ 头领 雁” 、作用 以“用” 心为核

、 ，建 治理设施 过 宿等 式 续受益 最终让 民 觉 环境治设环境 通 生态农业和民 形 让农民广泛和持 农 自 参与

， 村 。理 同实施乡 建共 设行动

三 农民是 的 。 村 一 ， 落 。主 何 项 物品的供给 高效能治 最终都 从国体地位 农 任 公共 及其 理 要 实到人

，村落 ，外经 境 系具有很 的 为主 的 到政府承验看 和社区的环 治理体 强 自治性 以农民 体 社区运行机制得

。 ， ， 村认及 重 此 是政府 还 介入农 内部尊 因 无论 是 的“外地人”， 对 村不能从救 农 环世主的角度 境治

理强行过度干预 ，而忽视农 的主体 应积极承民 地位 而是 认村庄是 义 。的 同体 家园 于经典意 上 社区共 属

村 ， 权、 权 ， 、 、 权会各 应 农民 并在体制 场 会 化等方面 赋农民与 集体 社 界 将参与 监督 交给 市 社 和文 增

。 ， ，也 村 心 ， 村能 然而 如 民的主体 难点 振兴核 价值 现 更是治 农 环境何尊重农 地位是实践 是乡 的体 理

， 对 。辑基础和 且 的探索是 有问题的逻 合理性根源所在 该问题 没 终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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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 of Farmers’Collective Inaction in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Its Turning Logic

DUYanqiang LIUNuojia CHENLigen

Abstract: In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 affairs such as the rural environment in China, it is often possible to observe a paradox: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frequent in policy texts and academic research, while in practice farmers seldom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ollective inaction”，this article analyzes why the phenomenon of collective inaction of farmer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rises and how to change its direction, and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level, the village level and the individual level of farmers. The study finds that

collective inaction is a special way for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is phenomenon is the result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the disloc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role and its negative responses, the insufficient governance capacity

during the rural transition period, and the mismatch between farmers’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the key

logic of farmers’ collective inaction in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 to clarify the behavior boundar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farmers, innovat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methods, and build an interest linkagemechanism.
Keywords:Collective Inaction; Rural EnvironmentalGovernance; Public Participation;Vill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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