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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e Problem of the New Ｒ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 Ecological Thinking
———taking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in some

village of Guangxi as an example
Wang Jianming

Abstract: It is an appropriate idea to construct an ecological countryside in a graceful ecological envi-
ronment. It’s helpful for the traditional countryside to transform into a modern new one. Yet the core prob-
lem of the ecologica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s no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not eve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but rather the rural ecological system with the“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farm-
ers”as the core. It is necessary to transform the market economy thinking such as protecting the natural en-
vironment so as to improve the standard of peasants’living. It is essential to deal with the dialectical rela-
tionships such as the main industry and sideline，the villages ecology and regional ecological，farmers’eco-
log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modern ideas，government ecological position，and to form an ecological
thinking，which will make the“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farmers ”more and more ecological transform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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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村属于自给自足经济，从生态视角看，这种经济形式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农村

自足的生态系统，具有生态可持续性，但它不适应现代生活的建立和发展。新农村建设目标就是既

要达到农村现代生活转变的目标同时又要保护好农村自足的生态体系，新农村最难最关键的就是如

何兼顾两者，或者说，如何从生态自足的传统农村转型为生态自足的现代新农村。但也有人看到，

“在新农村大好政策的前提下，一些地方误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新村建设运动，在建设实施过程

中，对政策理解有偏差，把新农村建设仅仅作为政府的业绩而进行操作，存在简单的城市化倾向，

追求表面的形象工程，甚至不惜毁坏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传统聚落，造成传统的生态文化环境在

中国大地上的又一次巨大的破坏与遗失。”［1］这种急功近利现象确实可能存在，树立正确的生态思

维就是要避免这种现象，这里仅以广西桂林市某生态旅游新村为例做一个分析。

一、广西某生态旅游村寨的建设思路

2006 年中央一号文件号召建设新农村，解决 “三农”问题，至今仍是国家政策的重点。但是

怎么建设新农村，这是当地政府必须要思考的问题。自 2005 年起，广西区政府 “明确提出当前乃

至今后一段时期我区农业发展的新举措: 加快培育和壮大全区农业和农村经济优势产业集群，走多

元化产业发展路子，形成多个产业共同发展，多个渠道促进增收的新格局。”［2］从桂林地区的实践

看，似乎摸索出了一套新农村建设经验，即根据地型地质特点和广西经济发展的实情，打造一乡一

业一村一品工程，依托广西天然的环境资源优势，大力推广种植多种作物，在相互比较取长补短的

前提下，各个乡镇村都形成了具有自身优势的某一两种作物，逐渐形成了一个个以茶叶、柑橘、桃

子、猕猴桃、草莓、月柿、香蕉、甘蔗等为主打农产品的生态园村或以藤编、绣球、腐乳、米粉为

特色的民族工业产品村。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乡村的收入，也促进了农民现代观念的培

育。生态园的建设思路符合桂林以旅游为特色的发展战略，由于大桂林优美的自然环境可资利用，

这一思路被当地政府作为主导的战略进行考虑，各种在生态园基础上的旅游农庄就如雨后春笋般的

出现，并适时打出例如“山水旅游节”、“旅游文化节”、“桃花节”及 “油菜花节”等招牌，以吸

引游客。
在这个大环境下，该村寨推出了自己的“月柿节”，并使之成为广西近年大力推进特色旅游名

村 ( 镇) 建设中的一个佼佼者。该村有 103 户 400 多人口，主要种植月柿、柑橘等农作物，人均

年收入大约 8 千元。该村是在县乡政府统一规划领导下，从 2003 年初开始，在原村附件环境优美

的地方筹建新村，至今新村已具规模，建成 61 栋独立别墅、50 多家餐馆，各种生活和娱乐设施一

应俱全，被塑造成一个生态旅游新村。该村先后被评为 “全区生态富民示范村”、“全区农业系统

十佳富民样板村”、“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2006 年度全国十大魅力乡村”、“全国生态文化村”、
“中国村庄名片”等荣誉称号。2003 年以来多次举办月柿节吸引了大批游客观光，目前已成为广西

的一个重要旅游景点，旅游收入成为该村又一增长点。该村在环境建设、民生福利、民风民俗等方

面有了相当大的改观，农民安居乐业。
从增加农民收入视角来看，该村有不少经验可吸取。首先，科技富农政策落实到位。月柿、柑

橘是当地近二十年来发展起来的主要水果品种。原来并非如此，原先种植水稻，后来在科技部门的

带领下，对月柿品种进行改良，采用嫁接技术，使月柿产量得到大幅提高。而当地以丘陵地带为

主，适合种植果树，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90%以上的农户逐渐种上了果树，现在该村几乎没有农

户种水稻了。其次，政府建立了一个致富平台，成立了各类委员会，在资金扶助、技术支持、产品

外销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从改善生存环境视角看，政府的引领带动至关重要，在科技富农和

新村建设方面，没有政府的牵头发动，这种产业的转型和新村的规划建设是无法完成的。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得出广西新农村发展的基本思路: 种植多种经济作物或开发特色产品和发展

旅游产业，两者在各级政府的积极谋划下、在天然的生态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前提下实现共生共

融，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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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农村建设产生的新问题

上述这些政策和举措都对当地经济民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也应该看到，这种模式或发展思

路下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首先是增收机制、收入和开销问题。如果把新农村的 “新”仅仅看成是改变面貌和增加收入，

该村村民确实面貌改变了，收入上有一定增长，但增长有限。收入来源主要还是农作物，例如某户

有成年两兄弟为主要劳动力的家庭，月柿年收入在 4—5 万元。这个收入是不足以维持一个大家庭

开销的，所以一般其中一个兄弟要出去打工，把他自己的果园交给另外一个照顾。就农产品即月柿

等果树收入来看，由于政府推行集中栽种，在技术推广、交通运输、市场交易等方面效率提高很

多，收入普遍增加。但增长也很有限，这是因为一是果树的季节性强，一年产一季，原来的稻田改

成果园后，并没有比以前单位产能提高多少，相比稻田可以轮作增加收入，果园的轮作也有限; 二

是水果更容易受到市场的制约，丰收的时候因相互竞争必然跌价，虽然政府建立了有益于农民的交

易平台，但由于农民的局限性，有效地外销卖个好价格并不容易，更多时候容易受到中间商的盘

剥。“个体农民无法占领市场，只能受市场‘霸权’的宰割，没有自我保障的能力。”［3］

农户把自家的月柿或其他品种拿出来向游客散卖，这种收入也非常有限。该村寨的农业以经营

果园为主，极少量水稻不足于维持当地的消费。此外，几乎没任何集体经济，农产品收入对各户来

说没多大差距。
生产模式的转变在农业上的收入差距没有显现出来，但其他方面收入差距拉大了。该村寨有一

大部分收入是旅游业，这也是建设该村寨的目的所在。例如饮食住宿的收入，由于大凡旅游活动都

是有组织的，这几乎被当地一些有地位有关系的人所垄断，从而拉大了农户旅游收入差距。由于各

个宾馆所处地段不一样，各个农户能从旅游中享受到的好处不均衡，收入差距明显。未开发之前，

当地农民和其他村镇农民没什么两样，安于现状。开发以后，旅游、贸易激活了村民的发财欲望和

手段，头脑灵活的年轻人借旅游、贸易便利依赖自己的交往能力、信息灵通从中大赚一笔。也有部

分年轻人在新村建设之后大量时间富裕选择出去打工赚钱。没有年轻劳力或老年人多的家庭，就被

远远地甩在后面，目前当地尚有一半多农户没钱迁入新村，依然住在破旧的老房子里 ( 没有人气

的老村庄其老化速度是会加速的) ，更享受不到来自旅游方面的好处。
在没有其他收入的前提下，月柿有限的收入需要承担农户全部的开销。小孩的入学、疾病开

支、粮食的购买、日益增长的日用品开支，这些扣除下来，年收入 5—6 万元到年底能剩下的就不

多了，靠农产品难于真正帮助农民改善生活。
其次是新居建设问题与环境问题。该村寨目前为止建有 60 多栋别墅卖给农户，一栋一到两户。

平均一户 4—5 口人，一些农户人口少，就两户合买，一般能住进新村别墅的，除了少数有钱的，

都是几个兄弟共同出资购买的，这样人口多住起来比较挤。从政府的扶持上看，2003 年建的第一

批房子是 6 万元一栋，负担不算重，2006 年是 8 万元一栋，政府负责提供低息贷款一半，自己负

担一半，也还勉强，2008 年以后房子涨到 16 万元一栋，现款 8 万元，贷款 8 万元，对农户来说就

有些承担不了了。由于负担沉重，迫使家庭联合起来经营，尽量腾出几间好房作为宾馆出租，平时

一些住在旧房子里，兄弟多的尽量能出去打工的就出去打工。他们需要通过多种途径还贷和还购房

时的借款。这种经济上生活上带来的新的压力对这些农民来讲，产生的影响是正面多还是负面多，

还不好说，但却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新村的建设带来很多新的气象，也有新的压力，环境压力就是其中之一。该新村的建成，主要

是依赖于当地优美的自然环境，新村沿小河而建，依据周围丘陵地带种植果园，空气洁净，山清水

秀，再经过适应旅游便利的一番整治，成为旅游者向往的去处。善加引导以利于保护环境而利于增

加收入，这是一条正确的思路。但新村是因旅游而带动生产生活的改变，而非因生产生活改变而带

动旅游，这两者效果是不一样的。由于新村为旅游为竖名片而建，因此村民生产生活是从属于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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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村民生活服从旅游政策大局。由此，为强调新村环境卫生，规定农户不能养牛养鸡等，无法产

生有机肥，或有机肥料不能进入果园农田循环。游客的增多带来的现代垃圾也加重了环境的压力。
就农业经济可持续来看，果园经济倾向于单一化生产，农林牧渔等并没有得到生态化整合。就环境

而言，虽然获得了类似城市一样的舒适生活环境，但那种环境对乡村而言是非生态性的。
最后是农民观念问题。村民都善良淳朴，没有出现严重冲突，但也逐渐产生隔阂。经济因素是

改变乡风乡俗和农民观念的根本动力。该新村的建设在改变作物生产模式、建买房、商品化贸易过

程中，逐渐冲击改变了乡风乡俗。买房几乎没有不借款的，政府给予无息或低息贷款和较长的还贷

期。这种经济模式改变了千百年来农民自给自足的习惯，开始接受并面对城市那种寅吃卯粮式的生

活方式。可是农业产品从来不是一个可获得暴利的产业，微薄的收入用来还贷給农民造成长期的沉

重负担，调研中常听到农民对经济压力的抱怨。为了赚钱，村民可能采取各种无法预测的手段，例

如卖地卖房、甚至非法手段等。目前这种以户为单位的果园经济，终将被农业资本收购。农村生产

关系将发生质的改变，人与人之间身份地位隔膜产生，淳朴民风将逐渐消失，树立的新风尚是否适

合农村发展是个未知数。
该村寨 60 多栋别墅及其周边环境是当地政府划定核心旅游区，旅游功能已经达成，政府对这

一块进行集中管控，以后村民想再进入这一区域比较困难。这一区域的旅游利益会逐渐向周边延

伸，由于周边位置不在规划之内，政府不进行统一管理，村民们会相互竞争其有利位置用来搭建住

房或临时商铺，矛盾调解将考验村委会的领导组织能力。由于旅游等商业活动引起的利益纠纷还不

只这些，但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村民生活观念，影响了邻里关系。
新村的农民虽然没有完全洗脚上田，但这种洗脚上田的观念被激发出来了。在旅游产业的对比

下，农业劳动收入微薄又辛苦，从农业转到旅游业是一个选择，但只有极少农民能从旅游中获得足

够收入。许多人并不完全投入到只有微薄收入的农业当中，靠着旅游赚点不算辛苦的小钱，劳动力

浪费在旅游和农业的夹缝中。新村要保持环境整洁干净，限制家禽牲畜行走，干部也不建议农民穿

着又脏又烂衣服干农活出入新村，和新村环境不协调，农业生产逐渐地间接地被看成是肮脏的劳累

的工作。此外，从事旅游的生活模式也间接影响了农民观念，他们逐渐养成了市民一样的讲究; 在

做生意过程中，也开始有了投机取巧的想法。这样的观念的产生当然不利于建立在 “三农”基础

上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系统的协调。

三、建设生态乡村的核心问题

( 一) 区别两种生态村镇核心问题的理解: 以生态环境为核心和以 “三农”为核心。生态乡

村，让人们自然想到优美的自然环境、悠闲富足的居民生活、和谐的村风村貌。然而这只是一种理

想的样式，实际上要实现它离不开我们行动中所贯彻的基本观念，也即我们把什么作为生态乡村建

设的核心问题，是把生态环境作为我们的生态生活本身还是把它作为我们谋取利益的目标。该村寨

开展的生态乡村的建设是以生态环境为核心的，即以生态环境的保护利用开发为核心的发展理念。
广西政府在推进新农村建设方面，提出 “要围绕 ‘三化’、强化 ‘四基’、突出 ‘五建’、实现

‘六新’”，其中“三化”是核心思想，“就是要推进农业产业化，用现代经营形式发展农业，促进

农业现代化建设; 推进农村工业化，发展壮大县乡村工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

农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 推进农村城镇化，缩小城乡差距，引导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

文明向农村辐射。”［4］“三化”思想表现的正是将生态环境作为步入村镇现代化的起点和核心资源

来理解的，体现的是一种市场经济思维。从该村寨的建设实践及其产生的问题来看，无论是发展多

种经济作物还是开展生态旅游项目，其核心思维是发展旅游和提高收入，更倾向于这种理念的实践

结果。可以概括为三个步骤，即立足于生态环境资源，着力于开发环境资源，并在其中完成现代生

活的转变，但可能逐渐走向生态诉求的反面。
立足于天然的优美的生态环境资源，这是因为广西经济历来属于工业较为落后的地区，这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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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保持了全国较为完好的自然环境资源和社会人文资源，在今天生态环境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保

护好并利用好它就是一大产业优势。这个战略思路是非常正确的，它符合生态可持续性原则。
着力于开发环境资源，这是新农村建设的第二个步骤。这种开发必然涉及到的是对环境资源的

重新整合，例如农作物的更改，甚至农业主业的调整，以及大力宣传旅游招揽游客，由此带动其他

现代经济元素在当地的开发。这些变化也许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也许受到各方面的欢迎，但是有可

能对当地生态系统是个威胁。保护和开发生态资源在现代文明条件下总是一个悖论。从各个生态旅

游地区来看，普遍存在这样的状况，旅游越发达，开发越充分，生态破坏越严重。其理论根源在

于，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要求其具自足性，无法承受过于沉重的外来压力。这一步若是能有意识地培

养和坚持自己的生态原则，过一种生态自足的生活，生态环境也能得到有效保护，但这一步并不是

最后目标。
建立现代化的居民生活方式，即农村的城市化。城市化不仅是城市的圈地运动，而且是农村各

方面生活的城市样式化。农村人过着城市一样的生活，也即带来城市一样的问题，如城市人与人的

隔离、城市竞争、城市消费主义、城市垃圾等等。环境保护和开发并不是为了让当地人生态生活转

型，而是向城市生活蜕变，最终脱离原有的生态生活。
这个思维强调保护自然环境，形式上是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但这里理解的生态环境只属于人

类所生存的外在的环境，依附于人类生活，这种生态环境理解是把人的生态生活作片面化理解。立

足于开发环境资源落实到人们的生产生活时，生态环境就成了人类所利用的资源，满足自身非生态

化生活，最终立足点实质是人类中心主义，而优美的自然环境不过是保证人类过上远离生态环境的

资源，这是一个悖论。解决这个悖论的可怕后果，将有可能是农民在耗尽自然资源之后带着换来的

财富远离这个生态环境迁移到他们所向往的大都市。因此这种思维依然是一种市场经济思维。
马克思研究环境和农业的时候，也谈到自然环境属人的特性，认为 “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

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但属什么样的人，如何看待自然与人的关系，这是区分资产

阶级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本质界限，在今天生态语境下，就是区分生态与反生态的本质界限。自然

环境若仅仅作为资本和技术所驱动的资源从而获得物质上无限的满足，则自然环境处于与人相异化

的位置，自然环境不再属于人，即不再属于那个与自然相统一的人，而是属于资本、技术和物，或

本身就是资本，而人成为物化的、异化的人，这是人的生产生活的反生态性; 农业以土地为根本，

而“土地只有通过劳动、耕种才对人存在”［5］，换句话说，土地只有作为农民的生产对象，土地对

农民才是存在的，相反，农民把土地作为占有对象，农民才成其为农民。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融为

一体，人的生产生活渗透于其中，才彰显人的生产生活的生态性。
广西地处西南边陲，其地理位置和生态资源是广西人具有的天然生态优势。如何发挥这一优

势，让广西人真正过上生态生活呢? 核心就在于如何理解生态优势? 这里的生态优势其实就是以农

业为特征的多种生态资源的和谐共存，例如保存较为完整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较好的自然环境、
深厚农业基础和农业文化、尤其是保持淳朴的广西人民。农业在广西经济结构中的比例依然占据重

要位置，占到总产值的 20%以上，而且属第三产业的生态旅游业本质上也应归属于第一产业，因

为生态旅游业的基础是农业。自然条件类似的邻省广东只占 3% 不到。但这并不是广西的劣势，反

而是优势，至少实现绿色 GDP 转换的基础条件较充分，“绿色 GDP 占 GDP 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

济增长对自然的负面效应越低，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度越高，反之亦然”［6］。这意味着建设生

态广西的可能性。
农民以土地生产为业，土地生产的生态性，要求土地生产力的可持续性和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可

持续性。“三农”的农业、农村、农民和自然环境资源是相互依存的生态统一体，离开了以 “三

农”为核心的生态保护，必将逐渐远离生态本体，最终 “三农”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生态环

境也不可能得到保护。广西的旅游业应定位为生态旅游，生态旅游的基础是在旅游区存在的 “三

农”及其自然环境资源，在经济上，它注定不能因为旅游而使自然环境资源沦落为生财之道，也

不能因为旅游占据收入的主体而使 “三农”边缘化。立足于 “三农”自身的生态发展，稳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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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让农民的生活从传统封闭式的生态模式转变到现代开放式生态模式，这才是

我们需要的生态思维。
( 二) 生态乡村核心问题的生态思维的展开

1. 调整主业和副业的关系，应用好生态农业的辩证法。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农业问题，即农民

靠什么样的农业才能既获得经济保证又获得生态保证。谈环境保护只看到环境带来的物质收益，却

不谈农业发展，这是排斥人即排斥农民的发展。农业关键是处理主业和副业的问题，主业必须是完

全做到既获得基本经济保证又获得生态保证的，这里的生态保证，不仅是能满足经济效益，更重要

的是能满足生态稳定性的功能，即起到至少是保证农民在危机或灾难面前依靠自己的主业能生存下

来，农村社会不至于崩溃，换句话说，就是基本生存方面能自给自足。例如该村寨以月柿为主业，

但几乎是当地单一的经济作物，这种作物受自然条件、市场条件影响太大，对农民从事农业的心理

影响非常大，直接影响到农村的生态稳定性。这种作物大多数时候只能是一种副业。副业可以补充

主业在经济收入方面的欠缺，虽然有时副业在经济收入方面是主导性的，但从生态稳定性上来看，

依然是副业，因为农民完全依赖它，就做不到生态可持续性。例如生产多种经济作物、搞贸易、建

工厂、开矿山等等，旅游业更是如此，它可能占据某村镇收入主体，但依然是副业，适度发展无损

于生态，可成为经济增长点重要补充。当然这些必须在局部意义上也应是生态的。这里是不是在主

张小农经济、而不主张农业的区域经济优势呢? 也不是，因此有生态农业辩证法的第二个方面。
2. 农业区域生态关系问题。村镇名片评比对于人文乡村来讲具有一定意义，但对于生态村庄

来说起到的是生态反作用，因为它不能被效仿复制，原因就在于乡镇村庄所处的生态位是特定的，

各个乡村都具有自身的生态特点，就整个区域而言，具有较为完整的生态统一性。桂政发 〔2005〕
14 号文指出，“围绕地方特色培育区域性优势产业，依靠产业带动增收，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

必由之路”，这诚然没错，但要立足生态位的互补，若任意地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打乱原有的生态

链，特色产业的维持必然依赖于外生条件，它的销路就依赖外来市场，管理则依赖于外来力量，管

理成本提高且越来越不可控。若都效仿乡村名片的做法，则在整个区域看来，可能出现生态断裂。
有学者认为，农村发展也需要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它会自发调节好各个村镇的经济布局，从而最

终形成整个区域的生态稳定性。这种市场经济思维和生态思维是对立的，生态思维认为，生态稳定

性并不是由市场理性来决定的，而是由生态理性决定的。依据市场理性建立的村镇名片模式，村镇

之间的竞争极有可能会毁掉当地生态，可能等不到市场调节到平衡的那一天，生态资源已经被破坏

殆尽。所以农业的区域生态特点，应该是建立在传统农业优势和现代农业优势的综合判断上的慢慢

转型。长期以来形成的农业区域特点对生态稳定来说较为实际，在此基础上再发掘各个村镇的优势

农业产业，某个村镇的主业是其他村镇的副业，生产和需求在区域氛围基本相互衔接补充，整个区

域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生态链条。整个区域规模多大呢? 这是个相对的概念，一般以县级为单位较为

恰当，并保持一个张力，因为县级为单位在管理方面较为便利，同时在生态成本方面较为可控。
3. 发扬和教导农民对自己原生环境的爱。农民对自己原生环境的爱，这种根源于农业生产方

式的情感，千百年来的历史形成了农民质朴的个性，农民的生产生活、生命个体、社会交往与自身

的自然环境都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良性生态系统。学理上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自然无

为、天人合一，使农民自发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在聚落村镇生活中逐步完善了生态机制的建立。
“它们是数千年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农耕先辈们与各种自然灾害和可怕的敌人，经过无数的适应、
尝试、失败和胜利的经验产物。应对诸如洪水、干旱、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在择

居、造田、耕作、灌溉、栽植等方面的经验，都教导了我们的祖先如何构建并维持桃花源。正是这

门‘生存的艺术’，使得我们的景观不仅安全、美丽，而且还具有生产力。”［7］不需要刻意培养，自

然环境在农民的观念中就是生态环境，而农民的生活对自然环境而言就是生态生活。某种意义上，

农民就是天然的生态保护者和存在者。但今天随着市场机制介入，传统生产方式的解体，现代生活

观念的转变，当然农民也需要参与到社会大分工当中来，这些改变逐渐消解了农民对原生环境的天

然的情感纽带，使农民失去了家园感，内心情感为竞争、物质享乐所代替，人的自身生命、生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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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反生态状态，即使外在的法制如何健全也无法抑制生态被破坏的趋势。
对原生环境的爱，农民并没有完全失去，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没有彻底改变之前，传统的东西

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情感，某种意义上只要发扬它就可以了。但是，这种情感遇到了现代困

境，也需要转型，田园诗般的理想图景要纳入现代工业文明的因素，现代转型不可逆转，因此对原

生环境的理解也在发生转变。家乡、家园观念的外延逐渐扩展，内涵逐步转换，从村、镇、县、地

区到国家、乃至全球逐级扩展、转换。农民封建的、小农意识的、传统伦理关系的情感内涵转向现

代的、视野广阔的、新的伦理关系的生态情感。这是要以某种意识形态尤其是某种生态意识形态为

原则对农民进行教导的，使农民更加关注自身当下的生态生活，对市场化思维模式进行生态化转

换。这是一种道德理想，但并非遥不可及，这种转换只要抓住核心问题，即抓住道德理想的现实

性，这种现实性来自农民的现实生活方式与新的生活方式的契合点，也即生态德性，有学者将它表

述为“面向自然的人之道德理性”，这是一个自然生成过程［8］。
但农民生态情感的转换的根基是村镇传统精神。现代农民的法制、公民观念并不是一个抽象

物，它的基础是村镇传统精神，即对农民传统中天然存在对原生环境的爱，离开这条对农民进行法

制、公民意识教育就是无源之水。
4. 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生态位。政府在新村建设中的作用是关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

是组织规划作用; 一是技术资金支持扶助作用。第一个作用是在行政强制性下达到的，有时这点对

一个良性生态环境的建设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政府力量是一种强大的外来力量，对当地生态影

响很强大，因此是否符合当地生态发展是衡量政府干预效力的根本标准。最根本的就是执政的生态

逻辑如何，如主业与副业的关系，乡镇和区域生态关系，乡风乡俗与现代农民观念的关系等，这些

生态因素及其关系是否被当成生态关系思考。第二个作用其实应放在第一个作用范围内来理解，若

执政理念是不符合生态逻辑的，则技术资金的支持反而对生态发展适得其反。
政府只有正确认识自己的生态位，才能承担起自己的生态责任。除了政府自身作为生态要素之

一所具有的生态位以外，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执政理念作为 “三农”生态系统的生态位之一，内涵

了怎样的生态意蕴。建设新农村的指导原则、目标、路径选择体现了这种理解。“把传统农业改造

建设成为具有持久市场竞争力和能持续致富农民的高效生态农业，把传统村落改造建设成为让农民

能过上现代文明生活的农村新社区，把传统农民改造培育成为能适应分工分业发展要求的有文化、
懂技术、会经营、高素质的新型农民，形成城乡互促、共同繁荣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9］这

段话简称“三改一化”，最早由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后被广泛采纳为新农村建

设的基本目标。这几句话内涵艰深而微妙，其中谈到的词汇如 “持久市场竞争力”“生态农业”
“现代文明生活”“适应分工分业发展”“城乡一体化”，从生态哲学阐释和从经济学上阐释差别极

大甚至是相反的。“持久市场竞争力”的获得不是参与市场就能获得的，对农业而言，真正的竞争

力在于农业生态为农民提供持续的生产力，市场为农业存在，而非农业为市场而存在，农业达成生

态要求，市场竞争力就是持久健康的; “生态农业”也非为市场而存在的生态农业，而是为 “三

农”而存在的生态农业; “现代文明生活”并非单一的城市物质或精神生活，而是生态化的生活;

“分工分业”应该是区域生态意义上的相互补充，分工分业因特定区域生态状况而产生，是一个客

观生态演变过程，而非为分工而分工或为市场竞争而分工; “城乡一体化”屡遭学界曲解，成为乡

村依附于城市的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不是乡村的城市化和农民的市民化，它应该是城乡生态一体

化，即乡村在社会生态分工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独立的生态位功能的一体化。这是我们要理解的内

涵。政府按照这种生态思维进行新村建设，才能正确发挥政府应有的生态位角色，新村才能建成现

代生态乡村。
总之，新农村建设中功利性的环境思维、围绕着市场转的市场经济思维，并不能使当地获得生

态利益。乡村并不能当成公司那样进行工具理性地改造，区域优势亦不是凭空创造出来，而是生态

性地自发生长出来的。也许区域需要一张这样的名片，所以新村就产生了，但乡村名片在目前来说

仅仅是一张名片，它对广西旅游经济的间接积极影响到底有多大尚未可知，还需要调研统计，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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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行政性的理性安排要适度才不至于对生态构成过大的压力。当然，该村寨这样的村镇数目相比整

个区域生态规模而言还是少数，农民的整体生活状况触动不大。毕竟，该村寨现在的状态还只是在

村镇建设的思路上有与生态思维相悖的苗头，它的现实做法对区域生态构成的威胁尚未显现出来，

这也需要一个过程。这样的小村镇旅游项目相比整个广西而言，是小规模的，外界知名度也不高，

它的影响面目前尚处于区内范围，这也意味着生态总体稳定性没有被打破，为下一步的政策调整留

下了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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