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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人、地、村整体联动，才能破乡村振兴这个局
01 乡村振兴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乡

村无序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讲了回家乡（湖北

省荆州市洪湖市）看到的乡村的情况（详见
《刘守英：改革农民工回村的城市化是乡村
振兴的前提》），后来我也去了其他一些地
方，调研了一些比较传统的农业县，包括江
西的余江县，思考现在这个局面下，乡村振
兴到底怎么去破题。

乡村的整个环境不能再恶化下去。
现在乡村环境面临的最大问题在哪

儿？进到乡村，发现的第一个乱象就是乱盖
房——有的房子盖很大，有的房子盖起来是
空的、没人住；另外，有些在外面挣了钱的
人、有权势的人，拼命去挤占乡村的公共空
间，把路给占掉，把原来的菜地给占掉，然后
大家互相效仿，都去占。

这个情况，表面上是因为乡村没有地来
给盖房——有一种观点说，现在农村大家拼
命去盖房，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量村庄不再批
宅基地。这个情况也存在，但问题在于，农
民“一户一宅”是不管你分家还是不分家，你
总有一处宅基地，不能说你立一家就给你一
块宅基地。如果村庄无限制的只要谁要盖
房就给谁批宅基地，就会面临：一旦农民分
家，就可以申请宅基地；只要有钱，就可以把
盖房地皮占得非常之大。

从农村住房这件事，看到的现象是什
么？

第一，有钱人把房子盖得非常大，可能
比原来宅基地的面积更大，就变成了违建。
原来是一户一宅，现在变成“超占”或者“违
法占地”，农民攀比式盖房。

第二，没钱的或者已经出去了的人、已
经在城市买房落下来的人，他们不打算再在
农村落下根来，就不怎么修房子、任其破落。

第三，一些农村房子盖得跟小白宫一
样、鸟巢似的，整个农村的住房，变成他们显
示财富、显示家庭在乡村地位的工具。

第四，乱占地——大量菜地被占用盖
房，大量乡村公共空间和公共建筑被占、被
据为私有。过去政策规定了“一户一宅（基
地）”，村组织应该有管理的权限，国土管理
也规定要对超占和违法占地有处置，为什么
会解决不了？

第五，当整个村子已经脚都伸不进去
——整个公共空间都被私人占掉了，大量农
民就会选择沿着路盖房。这实际就变成占
耕地、占更大的公共空间。这也解释了为什
么一方面中国会有大量的废村、空心村，但
同时又不断有耕地和公共空间被占。

这要有应对的办法。我们现有的制度
是保证“一户一宅”，但光靠这个行不行？所
以，乡村的这种无序建设，可能是乡村振兴
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02 乡村无序建设的根源，是缺乏公私
空间界分

乡村的这种无序，表面上是盖房的无
序，背后根源实际上是“公”“私”空间没有明
确界分。

农村“私”的空间，是农民的住房和分到
的宅基地；“公”的空间是除每一家住房以外
的——比如路、菜地这些乡村公共空间。这
些公共空间被占，实际上是整个乡村“公”

“私”两个领域界分不明确导致的。如果这
两个空间没有明确的界分，必然会出现“私”
去侵占“公”，尤其是势力大一点的“私”——
比如乡村有权力的大家族，或者在外面挣了
钱的人，或者家族里有人在外边有官职。当
有钱人和有权人去侵占“公”的部分，大家就
会效仿——你有钱占“公”的部分盖大房子，
我哪怕没钱，也去占“公”的部分盖个厕所、
搞个猪圈，再不济，占块地去搞个菜园也行。

像在余江，当时搞宅改的时候，首先看
到的情况是：一个自然村里可能盖几十个厕
所，都是盖在“公”的空间里——大家不断地
去侵占“公”的部分，来扩大他“私”的部分的
空间，把乡村里任何“公”的空间都给占掉
了。在余江，有村委会前面的路口都被有势
力的人盖房子给堵死了。

现在我们进到乡村，首先看到的这些乱
象，是乡村衰败的最主要表征，如果这件事
不解决，乡村就没有看相。没有看相，花再
大的精力去搞乡村振兴，就只能是打造一些
样板——打造样板很简单，就是投多少钱、
造多少房子、修多少路，建文化礼堂等等；但
核心的是乡村秩序，是“公”“私”空间之间的
界分一定要有明确的制度安排。

03 乡村公私空间界分的制度安排
“公”“私”空间界分的制度安排，首先要

解决的就是“私”的部分怎么保证。
保证“私”的部分，“一户一宅（基地）”的

制度肯定要保证，这是保障乡村农民的基本
居住权。对此，我的观点是：

第一、农民原有没分家的“一户一宅”，
是基础的“一户一宅”权利，是历史传承下来
的，应无偿提供；每一户初始宅基地的分配
权要保证公平，以一个时点切断，在这个时
点之前无偿提供的“一户一宅”，就不要去折
腾它。

第二，现在有分家的——比如说两个孩
子，一家在原来的老宅，第二家需要新宅就
要申请新的宅基地，对于新户再申请宅基
地，只要是集体组织的成员，要给他初始的
获得权，保障他“一户一宅”的权利，但要从
无偿变为有偿。因为如果继续无偿的话，乡
村建房占地会无限扩张。

第三，每户的宅基地面积一定要卡死。
无论是老户还是新户，在乡村获得的宅基地
就是那么多；而不能是我家钱多、权力大，就
获得的多——这是导致乡村不公平非常重
要的一个原因。我 90年代到越南，看到一
栋一栋往上建的房子，原因就是每个农民获
得的是平均面积的宅基地。

第四，未来乡村不能再以原来的小自然
村为单位配置宅基地，而要把宅基地所有权
的分配和未来整个村落适度集聚的需求衔
接起来，以相对集聚的这种村落来配置宅基
地——比如三个自然村合成一个相对比较
集聚的村落，来做乡镇振兴的基点。因为未
来乡村是需要有适当的集聚（当然，也不能
把农民整个都集聚在城市社区那种聚集
区）。

在农耕文明时期，传统村落是以自然村
为聚落的，宅基地的分配也是以自然村为单
位；但这些年大量农民往路边盖房屋，很重
要的原因是村落的功能在发生变化——已
经不是原来那种完全为了乡村农业生产、为
了赶牛、看水、离田更近。因此，宅基地的配
置，要跟整个乡村聚落的这种变化对应起
来。

那么，集聚区的宅基地所有权从哪来？
从原来的三个自然村重新调整过来——每
个自然村各出一部分相对应的宅基地，来给
新的聚落提供宅基地的所有权，但不在原来
的自然村配每户的宅基地。这样一来，新户
慢慢就往新聚集的村落去建房了。老户看
到这个情况，也可以自愿申请到新的聚落。

当然，很多人家在老自然村房子刚盖，
就不要动它了，让它慢慢地这样演化，形成
新的乡村聚落。这些新的聚落，是未来整个
乡村的新村落，它改变了原来以自然村为单
位的村落形态，适应了现在人口流动、农业
生产方式的变化，适应老人相对集聚，包括
村庄的文化场所，慢慢就有了。

与宅基地所有权重新分配相对应的，是
村落的规划——新村落的半径多大、落到
哪，就几个村一起商量，然后由村落自主做
规划；但国土系统要管它的规模、土地的使
用、管它的乱占。

把规则定下来，按规则来，乡村就变得
有序了，村落的形态就变了：原来是两三百
户人家散落在一个自然村落；现在是在一个
相对集聚的村落——但也不是有些地方在
农村搞的城市社区，也不是大的合村并居，
而是渐进式的：新户先到新村，老户要改建、
新建房屋，也要到新村，现在老村有些不错
的房屋先别动，慢慢演变。这样，村落的形
态就开始改变，乡村就会出现大量“公”的空
间。

为什么讲“公”和“私”的空间界分非常
重要，“私”的空间要落下来？因为“私”的空
间不解决，“公”的空间就没法有效实施——
你用大量地探照灯、开着摩托车去查，没用
的，乡里乡俗，村干部去查，怎么查？

“私”落下来以后，乡村“公”的空间就出
来了——原来两三个自然村合并形成新的
集聚村落，相对原来散落的三个自然村，就
会有很大面积的乡村集体建设用地节约出
来，可以用做“公”的空间，是乡村振兴过程
中农民村集体可用的、可以去做他们想做的
事情的地方——做一些经济活动，搞一些产
业、副业（比如菜园，就不用去占耕地了），搞
一些乡村文化设施、娱乐活动。这样，就改
变了以前过于分散的村落形态，有生产生活
文化精神的公共空间，乡村就开始美起来
了。

原来村落它不美，是因为整个乡村基本
全被盖成房子了——意味着乡村只有“私”，
没有任何“公”的空间，而且“私”的部分不断

以家庭为单位侵占“公”的部分，整个乡村就
没有公共生活了，乡村也就没有活力、死掉
了。

04 整顿乡村无序，从强者“开刀”
那么乡村公私空间界分，谁来干这件

事？
现在难在哪？难的是动不了——在

“私”侵“公”的过程中，权力、资本、能人、外
面回来的人，谁能谁就干，谁有钱谁就干，使
整个老村变成了一个毒瘤。如何启动对这
种无序状态的改变？怎么动这一刀？我是
觉得，不是从弱者开始，而是从强者开始、向
强者“开刀”。

这需要制度设计：村、集体组织的干部
带头，把自己多余侵占的“公”的部分干掉
——不管张三李四王五，不管当官的还是外
边回来的，有多占的部分，都切掉。这就是
江西余江县干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把

“私”侵“公”的部分、多余的“公”的部分清理
掉。

“私”侵“公”，现在很多地方是罚款、收
费，没用的。你能收多少钱？最重要的一
点，是要把“公”的部分拉出来——乡村强者
用权力、用资本、用家族势力带头侵占的大
量“公”的空间得拉出来。余江非常重要的
经验是在这：让外面回来的能人结合乡村干
部，两者一起来撬动，把村庄变得有序：“私”
的部分不能这么无限——因为“私”的部分
必须保证公平，不能因为“私”侵“公”导致的
不公平，最后把乡村搅乱了。

对外面回来的人而言，他不希望村庄变
得如此无序。因为出去的人，面子上要有光
——在外面有了些钱，回到村庄一片破败、
变成自己很唾弃的地方，这是他们不想看到
的。他们有动力把乡村整得像个样、变成

“诗和远方”。
外面回来的人带头——由有能力和有

钱的人带头，乡村干部来实施，动强者的奶
酪，然后其他人就跟随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件事。

当然，不可能所有的村都这么去弄，但
我们要给村庄这种从无序到有序，提供一个
可选的路径让它去做。强者如果不动，乡村
不会有序。这跟历史上是一样的——历史
上，乡绅是一个贤达，乡村就是有序的；乡绅
是个恶绅，乡村就麻烦了。

概括起来就是：第一，乡村“公”和“私”
的空间界分开始慢慢形成，这是如何动这一
个奶酪。这里面也包括我前面讲的规则
——不能占耕地，要把整个村庄的规模锁
定，把新村落的位置锁定，规划跟上，把老村
落节约出来的土地慢慢变成公共空间，这个
过程需要时间。第二，怎么变化，我讲的是
一个动强者的逻辑——削平强者的奶酪，来
解决村里“私”侵“公”的问题。第三，新的村
落慢慢出来，公共空间逐渐形成——这个村
落就是我们未来乡村振兴的基点。

05 未来新村落图景：从衰败到村活
新聚集村落这个基点，跟传统村落最大

的差别在哪儿？
第一，传统村落是死的，老死不相往来、

人和地紧密结合，村庄是一个锁定人、地、村
的基本单位。现在的村落，相对集聚以后，
功能就开始变了。一是这个村落就不完全
是一个只是连接农业的村落了——它跟农
业也还相关，但农业的半径扩大了，它跟农
业的连接变弱；二是乡村的很多非农经济活
动会出现——中国传统的乡村有大量副业、
手工业，不是一个纯农业的经济形态，有

“公”的空间以后，农民就会去“折腾”，乡村
的经济活动就会变得多样化，包括服务业等
很多传统的经济活动慢慢就会开始复兴。

第二，很重要的是，家庭和家庭之间的
连接可以增加、开始聚落化。传统的中国村
落，在人不走的情况下，家族跟家族之间、农
户跟农户之间是很紧密的，但现在大量的
人、尤其是年轻人都走了，只留下老人。形
成新的村庄聚落以后，在整个人口迁移和变
迁已经导致的乡村聚落的这种疏远后，连接
会开始密集起来。

第三，老人之间的联系增强。现在农村
最大的问题是，老人之间没法互相照应——
这家有一个老人，隔壁可能就没老人，再隔
两家才有一个老人。但在相对聚集的新村
聚落，老人跟老人之间相对集中，就有一个
集聚交流的场所，交流的方便程度增加，而
不用像现在这样从第一组跑到第三组，往往
跑去以后没碰到其他老人，又很失落地回到
自己的黑屋子里面。现在农村老龄化以后，
如果不解决村落的集聚问题，完全靠养老院

养老是不现实的——既负担不了那么多钱，
农民也没有用货币化方式解决养老的习惯。

第四，新乡村聚落成为一个文化空间。
村庄集聚之后，政府配一些公共文化设施，
老人可以去看老戏，在一起晒太阳、聊天
——农民的文化需求是这个层面的，而不是
配图书室。

第五、这些新村庄聚落、文化场所，也是
未来乡村的历史记忆空间——每个村的村
史、村庄名人、村庄重要事件，就能记录、体
现。在外面的农二代农三代，不会忘掉他自
己的根在乡村——所以我们现在老讲乡愁；
但如果整个村落的功能不能让外面的人对
乡村有寄托，只是清明烧香、春节回去一下，
时间一长，村庄慢慢就会被抛弃、遗忘。

第六，是诗和远方。现在不少人回老家
是住宾馆；未来的乡村形态变体面、文化空
间、精神空间都出来以后，出去的人留在乡
村的房子就不会破败下去了，他每年回来就
跟度假一样，一年可能回个四五次，整个乡
村就变成诗和远方，就有人气了。有人气以
后，有交往、交流、交换，市场活动、经济活动
就会多起来。现在村庄为什么没有人气？
因为大家只出不进，大家不愿意去投入，出
去的人过年回来放个鞭炮就走了。

我这次去余江，特别有意思，那些老乡
镇跟原来不一样了——外面来了厂子，老人
在老乡镇上做一些从这些工厂接来的活；原
来那些粮管所都废了，现在突然变成卖肉卖
菜的。

第七，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现在我们的
乡村所有的要素只往外走，未来整个村落的
节点是真正能实现城乡互动的。一、本村的
人开始集聚；二、外出的本村人也会更多的
回到乡村来，就会带来人气；三、非本村的外
地人会到村里来待一待、休闲一下——旅游
者到乡村来看景观，城市小孩的乡村的教育
等等。像贵州湄潭，夏天会有将近 3000重
庆人来消暑。很多城市的老人，夏天也会在
乡村住个把月。

总而言之，从解决村落的无序、公私空
间问题，从而解决未来村庄的聚落问题，村
庄的支点就开始变了，带来乡村从原来的衰
败到活起来——从乡村的无序到有序开始，
从乡村的公共和私人空间的重新区分开始。

06 人活：人力资本提升、观念革新
乡村怎么活起来？非常重要的就是要

有企业家的进入——我们现在老是说“资本
下乡”，这是不准确的。核心应该是乡村怎
么培养企业家、怎么有企业家愿意来乡村

“折腾”、企业家怎么在乡村进行要素的组
合。因为有了企业家，就意味着有想法的人
来了，这个地方进行了人的改造。乡村的
人，我老讲“换人”——不是说把农民都给搬
走，而是换想法、换主体。乡村是长出来东
西，而不是规划出来。

企业家是整个乡村振兴最重要的主
体。企业家为什么都要在北京干？他是找
到有发展有机会的地方就会去的，要让他们
在乡村有机会。当乡村新的聚落形成，就会
有一些在外面做事的本村人回来做一些经
济活动——那些在外面做了一些产业、挣到
钱的人，觉得现在村落也挺美的，就可能回
来搞一些事业、甚至把厂子移回来。另外，
城镇的人去村里多了，也会创造一些经济活
动，乡村里的企业家就会生长出来。外面想
在乡村做一些事的企业家，也会进来。

企业家来乡村以后，原来的人也会被带
动、会慢慢接上企业需求的技能，人力资本
提升、观念改变——等于农民也换人了，换
了眼界、脑子、行为方式、规则。原来乡村落
后、愚昧、守旧的这些东西，就慢慢被改掉
了。

这样的变化，是我们在整个制度安排上
一定要解决乡村“公”“私”空间界分。

讲完了“人活”，第二点就是“人走”。这
是一个基本规律，乡村不需要那么多人。中
国目前是一个回村的城市化模式，但在回村
的城市化模式下，乡村振兴是没法弄的。

“人走”还是按代际来，枢纽是农二代融
在城市。农二代未来回村，是村变成诗和远
方，他的主体、居住、经济活动，一定在要在
城市，生活方式一定是城市化，一定要变成
城里人。如果农二代又跟农一代一样，回乡
村种地、盖房，又变成地地道道的农民，中国
的乡村振兴永远也完成不了、现代化就麻烦
了。

这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一定要保障农
二代在城市的基本权利——居住权、工作
权，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下转第5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