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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全球环境挑战，可持续发展备受关注，成为21世纪举世瞩目的新兴领域。乡村可持

续性科学作为可持续性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以跨学科思维、多尺度视角来理解和改善

乡村人地关系的、以应用为导向的整合型学科。与城市可持续性科学相互对应并相互联系，乡

村可持续性科学是应对乡村衰退、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所急需的科学支撑。本文在讨论可持

续性、乡村可持续性与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概念基础上，以农业可持续性、社区可持续性与农民

福祉为主要内容，构建了一个多学科综合的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框架。中国是一个农业大

国，城乡差距明显，“三农”问题复杂，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发展迅速，但也面临艰巨挑

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推动中国乡村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有效途径，但其理论与实践体

系尚不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的发展，可以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

技术与决策支撑。为此，本文对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基于文献分析探讨了

中国乡村可持续研究的不足。结论显示，中国乡村迫切需要向可持续发展转型，但乡村可持续

性科学基础薄弱，需借鉴国际经验，立足本国国情，强化跨学科研究与人地系统耦合研究，聚焦

9个适应中国当前乡村发展需求的核心议题，并因地制宜地将乡村可持续性研究成果转化为指

导乡村振兴发展的行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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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与人类活动强度的加大，自然资源损耗、环境污染、生物多样

性降低等问题日趋严峻[1-2]。如何基于有限的资源环境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类需求，成为

全球性的挑战。以“保护地球生命支撑系统并提高人类福祉”为实质的可持续发展成为

必然[3-4]，可持续性科学应运而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学家们就可持续性科学的核心

概念、重大论题、基础理论展开了激烈讨论，推动了这门综合性的新兴学科逐步走向成

熟[5-6]。近十多年来，可持续性科学蓬勃发展，成为一个全球瞩目的研究领域，并为解决

收稿日期：2019-09-05; 修订日期：2020-03-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224);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ZDA040); 湖南省地理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971224; The Major Projects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18ZDA040; Construction Program for First- class Disciplines

(Geography) of Hunan Province]

作者简介：贺艳华(1982-), 女, 湖南宁乡人,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城乡土地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E-mail: zlgx888@163.com

通讯作者：周国华(1965-), 男, 湖南娄底人, 教授, 研究方向为城乡规划与区域发展。E-mail: uuy828@163.com

736-752页



4期 贺艳华 等：论乡村可持续性与乡村可持续性科学

21世纪所面临的环境与发展问题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5-7]。

21世纪初以来，伴随着快速城镇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成为各大问题的主要源

头，城市可持续性科学研究作为可持续性科学的重要内容备受关注。但相比之下，乡村

可持续性却未被给予足够的重视。全球乡村正在衰退[8]，部分乡村正面临饥饿、贫困、土

地退化、水资源短缺、人口老龄化等严峻挑战[9-10]，乡村地域系统应对外界发展环境变化

与挑战的弹性有所降低[11]，这将直接影响到全球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乡村向可

持续发展的转型迫在眉睫。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学者围绕农业与食品安全、农民生

计与贫困、土地利用与景观、生态保护与生态系统服务、气候变化与适应性、能源利

用、水资源利用、农村社区、环境保护与设施、健康、教育、乡村旅游、社会资本与公

平性、乡村治理等主题对乡村可持续性展开了诸多研究，但是依然有许多问题还很模

糊。比如，究竟什么是乡村可持续性，如何度量，其核心议题有哪些，如何促进乡村向

可持续发展转型等。为此，我们迫切需要推动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的发展，以更好的发挥

可持续性科学在乡村发展与研究领域的价值。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道路，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

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得乡村资源环境破坏、农业经济地位落后、农村青壮

年劳动力外流、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不完善等乡村问题严峻，城乡差距依然显著[12-13]。为

此，中共“十九大”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明确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补充，可以有效阻止乡

村衰退，更好地实现城市与乡村的共同繁荣。但是，首先必须真正理解振兴的内涵——

“赋予新的活力”。曾经为推动城市繁荣而采取的资源掠夺式的开发方式，不仅无法带来

乡村的繁荣，甚至可能加速乡村的衰退。中国乡村振兴需要探寻一条可持续的路径，需

要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的科学支撑。

为此，本文拟在讨论可持续性与乡村可持续性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多学科综合

的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框架，分析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现状与研究现状，并从理论与

实践层面提出了促进中国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建议，旨在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

可持续性科学研究，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2 可持续性与乡村可持续性

2.1 可持续性的概念

在讨论乡村可持续性之前，首先必须对“可持续性”的概念有清晰的理解。“可持续

性”一词在1972年最早出现在英国，1974年在美国开始使用，1978年则引入了联合国文

件[14]。此后，可持续性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很快被广泛使用，并给出了多种不同的定义。

最为广泛接受的定义是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

告中所提出的，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认

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是要寻求人类需求与环境整体之间的平衡[4]。受布伦特兰报告的启

发，Elkington提出了“三重底线（TBL）”的概念，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或维

度（即环境、经济和社会），并认为经济活动会产生重要的社会和环境后果[15-16]。TBL很

快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规范。不过，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弱可持续性”与

“强可持续性”辩论的核心[4, 17-18]。强可持续性观点认为，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之间是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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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可替代的[17]，经济和社会行为应该受到环境的制约[4]；而弱可持续性观点认为，人

造资本和自然资本之间互为替代关系[17]，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显然，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弱可持续性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4, 16]。进入 21世纪以后，人们对可

持续性的理解进一步清晰，并逐步从“人类需求”观转向“人类福祉”观，认为可持续

发展是建立在几代人社会福祉不降低的基础之上的[19]。2002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问

题世界首脑会议上提出，“可持续发展要求在不增加使用超出地球承载能力的自然资源的

情况下改善全世界人民的生活质量”。可持续性的概念也被逐渐应用到了气候变化、食

品、能源、教育、城市、景观生态等各个领域。

2.2 乡村可持续性的概念

可持续性概念在乡村领域的应用是从农业可持续开始的。人们对农业可持续的关注

起源于20世纪50—60年代农业生产所引发的环境问题[20]。1980年 Jackson提出的环境友

好农业与1983年Rodale提出的再生农业[21-22]，是早期对可持续农业的生态学理解。1984

年Douglass从食物充足、管理和社区等 3个方面解释了农业可持续性，强调了受限于盈

利的粮食产量最大化、控制环境破坏以及农村价值体系的维护与重建[23]，这个解释将农

业可持续从生态学层面拓展到了经济与管理层面。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91年4月荷兰农

业与环境国际会议上，将农业可持续发展定义为“通过管理和保护自然资源基础以及改

变技术和制度来不断满足当代及后代人类需求”，并强调“不损坏环境，并在技术上、经

济上、社会上可行”。此次会议还提出了“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强调“食物

保障，农村地区的就业与经济增长，消除贫困，以及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24]。由此，

可持续性研究拓展到了农业以外的其他乡村领域，乡村可持续性的概念开始广泛应用。

乡村可持续性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对其理解涉及到经济、环境、政治、社会等多个层

面[25]。除了可维系的生物物理环境以外，乡村可持续性还应该建构在乡村生态经济的基

础之上，即各种经济活动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不同形式的环境资源[26]。与此同时，乡村

社会结构的维持和调节也很重要[27]，因此，乡村可持续性也可以理解为是不断寻求发展

策略以维系和构建健康、有吸引力乡村社区的过程[28]。

基于可持续性的“三重底线”“强可持续性”以及“人类福祉”观，在此提出一个更

加宽泛而清晰的定义。首先，乡村可持续性同时涵盖乡村环境、经济与社会三个维度。

对于每个维度而言都有着其独特的表征，也就是“乡村性”。自然景观、朴素的农民、农

业与农业活动、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田园生活、传统的文化习俗等，都是乡村区别

于城市所具有的乡村性[29-30]。乡村可持续性强调乡村性的可持续，同时更加强调建立在乡

村性基础之上的乡村功能的可持续，即乡村地域为人类提供的各种供给与服务的能力与

状态，包括居住、农产品供给、文化、生态等功能。它不仅要满足当代居民的需求，同

时还要求持续为后代居民提供产品与服务；不仅满足乡村居民的需求，还包括为乡村以

外的城市地区提供农产品、开敞空间、文化体验等方面的产品与服务。

综上所述，将乡村可持续性定义为：乡村地区在维系自然环境支撑力的前提下，为

乡村居民持续提供生计资本与生存空间，满足其基本需求，同时在保护乡村性的前提

下，为乡村之外的城市居民提供充足的农产品及其他生态、文化服务的能力。需要补充

说明的是，“乡村可持续性”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很接近，甚至在文献中交替使

用。不过，可持续性往往用来描述一种持续的理想状态或一组条件，而“乡村可持续发

展”一词中则更加强调促进可持续性的过程[31]。但事实是，没有一种条件或环境是不变

的，因此将“可持续性”视为一个方向或过程会更为恰当[4, 32]。

738



4期 贺艳华 等：论乡村可持续性与乡村可持续性科学

3 乡村可持续性科学

3.1 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的概念
可持续性科学源于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1999年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旅途：向可持续

性转变》，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多元分歧中找到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科学支撑。到底什么样
的科学才是可持续性科学？可持续性科学主要奠基人之一Kates于 2011年对其做出了详
细的回答，认为“可持续性科学作为新兴领域，主要研究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相
互作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如何影响可持续性挑战的，也就是在满足当代和后代需求
的同时大幅度减少贫困并保护地球生命支撑系统。”它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涵盖了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它具有应用导向性，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致力于
将重要的基础知识转化为社会实践[5]。总体而言，可持续性科学是以人与环境之间的动态
关系为核心、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融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整合型科学[16]。
近十多年来，国际可持续性科学的研究框架与理论方法体系逐渐完善，并呈现多元化趋
势，景观可持续性、城市可持续性、定量可持续性等子领域逐步发展起来[6-7]。子领域的
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可持续性科学知识向具体行动决策的转化，更好地发挥了可持续性科
学解决当前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实践应用价值。

面对全球乡村变化与挑战，乡村可持续性研究作为可持续性科学的重要内容也开始
受到关注。从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的结果来看（图1），现有研究呈现出7个核心主题簇

注：在“Web of Science”中以“rural sustain*”为主题词进行筛选，导出论文数据集合，由VOSviewer生成关键词（频次

> 50）共现网络，颜色代表不同的关键词共现簇，节点大小与关键词出现次数成正比。检索时间为2019年7月15日。

图1 国际乡村可持续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
Fig. 1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for international rural sustainabilit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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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即“农业—食品安全—气候变化—生计—脆弱性—弹性”“土地利用—景观—城镇化
—森林破坏—生态系统服务—生物多样性—保护”“社区—贫困—教育—健康—环境卫
生”“社区—社会资本—旅游—创业”“治理—创新—政策—制度”“可再生能源—生物能
—电气化—生质能源”“水供给—水质量—地下水”。经分析可知，已有研究主要以学科
内的小交叉为主，而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大交叉仍然有限，仅仅体现在食品安
全、农民生计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以及城镇化与乡村景观生态研究方面，对环境与居民福
祉关系的研究则明显不足。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的研究范式暂未形成，乡村人与环境系
统耦合研究并不充分。二者作为可持续性科学的两个重要特征[7]，在乡村研究领域中有待
进一步强化。我们对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的认识需要进一步整合和提升。

那么，如何认识乡村可持续性科学？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是可持续性科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以跨学科思维、多尺度视角来解释乡村人地关系的应用导向性学科。与其他子
领域所不同的是，该领域所关注的是农业、农民和农村，即乡村地域系统的三大支柱。
乡村地域系统是由乡村社会和乡村地理环境两个子系统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下构成的
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区际联系的乡村空间体系[11]。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核心是乡
村地域系统演化过程中的人地关系，而乡村地域系统演化受到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
等外界作用力的综合影响[11]，因此，对于这些关系的理解早已超出了乡村地域本身。城
乡互动是促进乡村可持续性的核心动力，乡村可持续性科学必须视城乡为有机体，与城
市可持续性科学分工协作，共同探索城乡地域系统的人地关系。另外，乡村可持续性科
学不仅要寻求乡村地域系统人地关系形成、演化的科学规律与机制，更要将其推向应用
与实践。也就是说，它不仅要创造乡村人地地域系统知识，同时还要将其转化为解决乡
村实际问题的决策与行动。乡村人地系统知识的生产与应用以及二者之间的转化是一个
复杂的过程，需要通过跨学科思维来保障其科学性，也需要通过不同尺度的研究来增强
其适用性。
3.2 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框架

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的发展必须建构在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基础上。为此，在已有研
究基础之上，本文整合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与研究路径，绘制了一
个综合性的研究框架（图2）。

图2 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框架
Fig. 2 A framework for rural sustainability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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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要促进乡村人地关系协调，即乡村经济、社会
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包括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控制农业污染、维系农民生计、降
低生态足迹、改善人居环境等具体目标。乡村可持续性是 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减少贫困、消除饥饿、良好健康与福祉、负责任的消费与
生产、性别平等、减少不公平等分目标的实现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内容框架主要由农业可持续性、乡村社区可持续性和乡村
居民福祉3个部分构成，这3个部分分别对应着乡村系统的三大支点，即“农业、农村、
农民（居民）”。农业作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物质经济基础，其重要性从未改变，也不会
改变。农业可持续性研究包括农业生产、农业景观与农业管理等多个方面，涉及粮食生
产与食品安全、农业生产与农业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农业多功能与农地景观、适应气候
与市场变化的农业生产技术与管理等内容[20, 33-34]。乡村社区是具有乡村社会属性结构的空
间，是乡村聚落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空间与社会组织形态。一个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必
须具备以下特征：具有获得工作的机会，可提供经济上可行的住宅和健康的居住环境，
具有便捷的交通与通讯设施，可提供公平的医疗、教育、养老服务，拥有和谐的邻里关
系，具有足够韧性和吸引力，并与外部形成相对稳定的交流合作关系[35-37]。乡村社区的强
多功能性与弱多功能性、乡村社区的脆弱性与韧性、乡村社区吸引力形成机制、乡村社
区可持续性的基本要素与条件、可持续乡村社区的运行机制与适宜路径等[35, 38]，都是乡
村社区可持续性研究应该关注的内容。无论是农业可持续性还是乡村社区可持续性，都
是由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三个维度所共同支撑的，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是农业生产可持
续与社区生活可持续的前提，而农业可持续性与社区可持续性的最终落脚点都是提升乡
村居民福祉。根据福祉的定义[39]，乡村居民福祉的构成包括可以获得足够的物质产品与
充分的安全，身心健康，可以享受自然，拥有公平的教育机会、满意的社会关系以及自
我决策的权利。如何认识和测度个人福祉与社会福祉，乡村居民主观福祉的决定性因素
有哪些，乡村居民福祉与城市居民福祉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如何增进乡村居民福祉等，
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如何从有限的乡村自然资源环境中获得最大的
福祉。

很显然，农业可持续性、乡村社区可持续性与乡村居民福祉是相互交织、彼此关联
的。如果仅仅只是纯粹地在某个方面进行有限的探索，而缺乏有效的关联，并不能真正
理解乡村如何作为一个可持续系统来运行。因此，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需要将三个部
分有机结合，共同探索农业生产、农村环境与乡村居民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状态、过程
与机理。比如，农业集约化生产与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农业污染控制之间的权衡，气候
变化、土地资源禀赋、农业生产效率对农民生计的影响，农业多功能转型对乡村景观、
乡村活力、农民就业、社会结构的影响，社区发展与农地利用、自然地保护之间的协
调，农业经营形态与社区空间组织之间的互动，社区空间与设施布局对居民行为及其生
态足迹的影响等。

乡村人地关系具有复杂性、动态性与不确定性，农业、农村与居民相互作用关系的
探究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路径。首先，我们要把乡村看作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开
展耦合系统研究。耦合系统研究主要是探索“人类和环境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复杂
动力学”知识[40-41]。乡村人地耦合系统研究可以有效地揭示乡村自然系统与人文系统之间
的非线性动态变化过程及其相互反馈关系[42]。不过，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综合体[43]，
这里的人地系统耦合应该是城乡人地系统的多维耦合。而城乡人地系统耦合规律与机制
的探寻并不是单一的人文科学或者自然科学所能完成的，跨学科研究是必然的。乡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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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科学应该融合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与方法，展开学
科交叉研究。并且，研究不仅强调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研究，同时还强调在此基
础之上的利益相关者分析。它可以促进不同领域学者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学习，还可以吸
纳更多学界之外的参与者[44]，比如城乡居民、企业、政府、公益组织等。这些参与者在
某种程度上都属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相
关个人或组织的行为、目的、偏好以及相互关系[45]，进而了解其对城乡人地系统的可能
影响。利益相关者分析的结论是乡村可持续性行动策略制定的重要依据。然而，耦合系
统研究、跨学科研究的意义，是建立在具体时空尺度基础上的。对城乡人地关系的正确
理解需要多尺度视角，包括全球尺度、区域尺度、地方尺度，甚至农户尺度。不同尺度
下，乡村人地关系作用机制是不一样的。对于某一些问题而言，某个尺度相比于其他尺
度而言可能更为适合或者更有意义。因此，需要通过多尺度研究，精细认知不同尺度上
的乡村人地关系，以及各个尺度之间的嵌套与传导过程，比如，农户个体行为与决策如
何影响社区可持续发展，区域环境对农民主观福祉的影响等。

那么，不同尺度上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议题有何不同？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
到底在多大尺度下推进更具意义？在全球和国家尺度上，面对饥饿、贫困、土地退化、
干旱等全球性问题，我们需要共同探寻适应气候变化的可持续路径，即如何在提高农业
生产水平和保障食品供给的同时维持农业生态系统服务的数量和质量[46]。比如，最适合
乡村聚居与农作物生长的地方在哪，如何促进全球农业技术改进、转移与学习，如何改
善食物获取能力在全球的分配等[47-49]。全球尺度的可持续性思考对于人类生存至关重要，
但往往无法在实践层面提供可行的解决办法与政策支持[4]。在这个尺度上，我们通常无法
从本质上解析其具体的机制，而这对于地方决策却是至关重要的。区域才是促进整体可
持续性的最适合的决策尺度[50]，对于具有显著地域差异的乡村而言，同样也是如此。区
域尺度（比如一个流域、一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一个城市群地区或者一个市县行政单
元）更有利于探索乡村人地关系的复杂性与异质性，农业经济的多样性、乡村多功能性
与土地利用转型、农民生计的可持续性以及乡村社区体系优化等问题的研究与应用更具
有意义。更重要的是，城乡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在区域尺度上更加完整、清晰，针对整
个城乡地区自然保护地、水源地、粮食生产区、新社区以及工业中心的统筹规划很有必
要[49]。在明确区域尺度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社区或者村落以及乡镇层面的地
方行动能够以更具参与性和针对性的方式来解决乡村需求和问题[51]。因此，我们需要了
解地方行动的重要性以及这些行动对乡村可持续性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尤其在研究乡
村社区空间重构与公共服务配置、乡村社会关系与乡村治理等问题时，这是一个很重要
的尺度。总而言之，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是多尺度的，应该在全球尺度上予以考虑、
在区域尺度上规划决策、在地方尺度上采取行动[49, 52]。

上述讨论明确了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目标、内容与路径，认为乡村可持续性科
学研究以促进乡村人地关系协调为目标，基于跨学科、多尺度与耦合系统分析路径，围
绕农业可持续性、社区可持续性与乡村居民福祉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展开，重点探索农业
生产、农村环境与乡村居民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状态、过程与机理，为乡村可持续性科
学知识基础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框架。不过，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是问题导向和应用
导向的，它不仅要探寻乡村人地系统知识，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些知识来解决乡村可持续
发展的实际问题和需要。因此，可用知识的共同生产必须建构在特定环境与背景下乡村
可持续转型机遇与挑战的综合评估基础之上，并通过社会学习、公众参与等途径将其与
行动连接起来，在实践中寻求乡村可持续转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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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可持续性科学

4.1 中国乡村发展历程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基本问题，而中国的改

革开放也是从乡村开始的。1978年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为代表的部分地方推行“大包
干”，率先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中国乡村改革序幕。从1978年以来中国聚
焦“三农”问题的重大会议决策、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各项专项政策来看，中国乡村改革
发展大致经历了 4 个阶段 [53]：1978—1984 年为启动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确
立，农村经济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乡村发展步入新历程；1985—2000年为过渡阶段，
国家发展战略重心从农业和乡村转向了工业和城市，乡村发展相对缓慢；2001—2012年
为迅速发展阶段，城乡统筹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全面推进；2012年以来进入
全面升级阶段，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以及城乡融合发展战略陆续推出，
乡村发展进入一个全新时代。

随着乡村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乡村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
著提升。1978—2017年全国粮食产量从 30476.5万 t增加到 66160.7万 t，增长了 1.17倍；
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由 2527.3 kg/hm2增至 5506 kg/hm2，增长了 1.18倍；人均粮食产量由
318.7 kg增至 477.2 kg，增长了 49.7%；农业机械总动力由 11749.9万 kw增至 98783.3万
kw，增长了7.4倍。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1978—2017年农民人均收入由133.6元
增至 13432.4元（按当年价），按 1978年定基可比价计算（从 133.6元提高到 2062.3元）
增长了14.4倍；农村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到31.2%，下降幅度超过一半；农村贫困发
生率由97.5%降到3.1% （按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贫困标准计算），贫困人
口减少了73993万人。乡村人居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1978—2017年农村人均住宅面积
由 8.1 m2增加到 46.7 m2，增长了 4.8倍；1978—2016年未通公路村占比由 34.2%下降到
0.7%；2010—2016 年开通互联网宽带业务村占比由 80.1%提高到 96.7%；教育、文化、
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提升，1985—2017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 3.4%增加到 45.7%，
2006—2016年有文化站的村由13.4%增加到96.8%，1985—2017有卫生室的村由87.4%增
加到92.8%；2000—2017年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由44.8%增加到81.7%；2006—2016年生
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的村由15.8%增加到73.9%。

与此同时，中国乡村发展也存在诸多的问题。首先，农业生产给资源环境造成了巨
大压力[54]。1978—2017年全国耕地灌溉面积由4496.5万 hm2增至6781.6万hm2，农业用水
需求量大幅提升；地均化肥使用量由89.0 kg/hm2增至434.5 kg/hm2，导致水体富营养化与
温室气体排放加剧[55-56]，虽然在政策约束下，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已开始下降，但使用强
度仍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上限[53]。其次，乡村土地利用问题较为突出。每年大量耕地被
占用或荒废，1978—2016 年人均耕地面积从 0.101 hm2/人下降到 0.086 hm2/人；“空心
村”、一户多宅等现象，使得农村人口减少与居民点用地增加并存[57-58]。另外，农民生活
质量依然有待提升。当前，农民收入虽然提高了，但收入支出比和就业比例并没有得到
明显提升，农户的收入稳定性与家庭抗风险能力非常有限；并且，根据国家卫生服务研
究报告显示，1993—2013年农村慢性病率由10.6%上升到了22.7%，健康问题成为许多乡
村家庭生活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城乡差距依然较大。1982—2004年期间城
乡居民收入支出比持续上升，由1.98增至3.45，2005年之后虽然有所下降，但城乡居民
收入的绝对差值仍然在扩大；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明显滞后城市。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在农业综合生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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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农民收入、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村庄环境治理等方面成效显著，但与此同
时，也面临着资源损耗、环境污染、农民生活不稳定、城乡发展不均衡等困境。也就是
说，从强可持续观点来看的话，中国乡村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持续问题是比较突出的，从
地均化肥使用量、人均耕地面积、农民收入支出比、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农村居民慢
性病率等指标的变化趋势可以反映出来（图 3）。当然，以往为了实现温饱、追求小康，
中国乡村改革发展更多地聚焦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而对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态保
护和社会发展关注不足。现今，中国已步入了全面实现小康、追求美好生活的时代，系
统推进自然—经济—社会协同建设的乡村可持续发展与转型应被重点关注。
4.2 中国乡村可持续研究现状

乡村可持续研究是推动乡村向可持续方向转型的重要理论支撑。中国乡村可持续发
展研究同样开始于农业，并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生态经济学家

图3 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指标变化情况
Fig. 3 Changes in indicators of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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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谦吉就提出“农业发展应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统一起来”的观点[59]。80
年代，生态农业的概念引入中国，生态农业技术受到重视。90年代，可持续农业和农村
发展战略列入《中国21世纪议程》，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取得了较大
进展。进入21世纪以后，农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环境学、社会学等众多领域
的学者纷纷参与到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之中，相关研究成果也迅速增加，为乡村可持续
性科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尽管如此，中国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基础依然薄弱。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农村经济与农业产业化、农业资源与土地利用、粮食安全、生态足迹、农业生态
系统、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农户可持续生计、循环经济与制度创新、农
村金融等方面（图4），主要以现象、问题、模式、对策研究为主，指标评价、能值分析
以及定性方法应用较广泛。与国际上的研究相比较（图1），主要还停留在乡村可持续发
展研究层面，对乡村可持续性的科学认知深度有待提升。从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三
大内容来看，农业可持续研究相对充分（图 5a），但仍然以各领域的独立研究为主。比
如，经济学、管理学领域对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循环经济的讨论[60-63]，农业科技领域对
粮食安全、农业技术与农业工程、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生态农业的探讨[59, 64-66]，生态学
领域对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农业生态系统安全与生态系统服务能值的分析[54, 67-71]，以及
地理学领域对农业资源分布与可持续性评估、可持续农业战略与模式、土地可持续利用

注：在CNKI中以“<乡村可持续>或者<农村可持续>或者<农业可持续>”为主题词进行筛选，导出论文数据集合，由

VOSviewer生成关键词（频次> 25）共现网络，颜色代表不同的关键词共现簇，节点大小与关键词出现次数成正比；

检索时间为2019年7月17日。

图4 中国乡村可持续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
Fig. 4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for rural sustainability research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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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的研究[72]。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然存在指标科
学性欠佳、方法运用单一化、尺度合理性欠缺、视角广泛性不足等问题[73]。与乡村社区
可持续直接相关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可持续生计、农村金融、社区参与、乡村旅
游、农村基本组织、乡村聚落等方面（图 5b）。以往对乡村居民福祉的关注也不多，主
要以失地农民生活现状、农民生活主观满意度、城镇化与农民福祉、新农村建设与生活
质量等研究为主（图 5c）。当然，上述讨论主要是基于文献定量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部分乡村研究成果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可持续”一词，却隐含了可持续的思想。比
如，乡村聚落景观与环境研究[74-75]，农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研究[76]，乡村多功能与
农业景观研究[77-79]，土地利用转型与土地整治[80-81]，城乡转型的资源环境效应研究[82]等。
此外，吴传钧主编的《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苗长虹主编的《中国
乡村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与制度选择》等著作成果更是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
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总体上来看，各领域的学者们已从社会、经济、环境等多个方面
对乡村可持续展开了研究，研究内容虽然宽泛，但对乡村人地关系的聚焦程度不够，研
究方法虽然已转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但系统方法、复杂性方法的应用有限，各学科之
间的交叉研究也有待加强，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并未形成。
4.3 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迅速，但也问题突出，乡村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乡
村振兴是新时期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其核心要义在于科学、系统地把握乡
村地域系统演化过程、规律及机理，提出问题导向的振兴路径与保障措施[11]。乡村可持
续性科学的发展可以为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学支撑。但目前，中国乡村可
持续性科学研究基础依然薄弱，并且乡村地域广、农村底子薄、农业基础差、城乡差距
大等，导致了乡村不可持续的因素较为特殊、复杂。为此，我们需要在国际经验借鉴基
础上，立足中国国情，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理论与实践。

一方面，以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框架为指导，拓展和深化乡村可持续性研究内
容，建构系统的科学理论与方法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系统知识支撑。首先，基于当前
乡村可持续性研究的不足，促进农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管理学等各个学科之
间的交叉与合作，以城乡人地系统耦合为核心，完善农业可持续性、乡村社区可持性与
农民福祉研究内容框架，有效地将多个学科整合到一个共同的理论与行动框架之下。其
次，围绕服务中国乡村发展需要的可持续性科学核心议题，展开有针对性的研究：① 从
农业生产、农村环境、农民福祉等方面构建乡村可持续性综合评价体系，辨析乡村可持

注：图a检索主题词为“农业可持续”；图b检索主题词为“<农村社区可持续>或者<乡村社区可持续>”；图c检索主题词

为“<农民福祉>或者<农民生活质量>”；检索数据库为CNKI，检索时间为2019年7月17日。

图5 中国乡村可持续研究关键词词云
Fig. 5 Keywords clouds for rural sustainability research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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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与不可持续状态；② 从人地系统角度解析“三农”问题，揭示乡村脆弱性，分析乡村
衰退的根本原因；③ 充分认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模拟乡村人地系统过程，预测未来乡村转型发展趋势，分析其向可持续发展转
型的动力与阻力；④ 从城乡系统角度认知乡村多元价值，从空间耦合与功能协同视角，
探索城乡地域系统耦合过程与机制；⑤ 加强农业生产系统与农业生态系统的耦合研究，
系统分析农业生产与食品安全、资源环境、农民就业、农村经济、乡村活力以及社会结
构之间的互馈关系，探索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农业模式；⑥ 研究乡村居民福祉的内涵、衡
量指标及测度方法，认识农业生产、社区建设、生态保护等对居民福祉的影响，探索缩
小城乡差距、共同提升城乡居民福祉的路径；⑦ 以提升居民福祉为导向，探索可持续乡
村社区建设的地域模式，创新乡村社区治理制度；⑧ 探索乡村土地利用与景观变迁过程
及其驱动因素，分析其对景观服务供给以及居民福祉的影响；⑨ 乡村可持续发展转型政
策与路径的综合设计与效应评价。

另一方面，着眼中国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与差异性，将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成
果转化为行动策略，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适时性、区域性与层次性。首先，充分考
虑当前中国乡村可持续转型的外部环境因素，尤其是一些新因素给乡村可持续发展所带
来的可能挑战和机遇，比如，全球化对中国乡村地域系统重构的影响[83]，知识经济对乡
村产业科技含量与劳动力素质的更高要求，现代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为城市、乡村与
乡村之间的跨区域、跨国度发展以及偏远地区乡村发展所创造的机会等。其次，充分认
识乡村地域系统的差异性，制定差异化的乡村可持续发展区域战略 [84]，体现城市群地
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区以及各类型地理环境区域之间的战略差异，并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县（市）进行试点示范，探索乡村振兴发展的典型区域模式。另外，

“三农”问题是一个系统结构问题，推动乡村向可持续发展转型，必须基于对乡村人地关
系的系统认知，推行可持续的系统工程。因此，我们必须在系统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
之间的互动关系基础上，整合田园综合体、农村环境治理、农田整治、居民点整治、生
态修复等各类工程项目，统筹山、水、林、田、湖、草、居、业等多类要素，实施土地
综合整治工程，优化生态、生产、生活空间[80]，促进工程项目实施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此外，规划作为连接科学知识与实际行动的重要桥梁，是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工
具。缺乏理论支撑、缺乏地域特色、没有民意调查、没有可行性评估的规划，不仅不能
推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反而有可能加速乡村衰退。我们需要以乡村可持续性科学为指
导，通过科研工作者、规划设计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居民的共同合作，来编制科学的乡
村振兴规划，在设计振兴路线的同时，更注重约束框架的建构，以更好地保护乡村景观
与乡村文化。

总而言之，乡村振兴实质上是以乡村人地系统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推进乡村转型、
重塑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的过程[43]。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可以
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三农”问题，进一步发掘乡村价值，全面了解乡村人地关系的地域
差异，深刻理解城乡之间的互动机理，以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制定、路径设计与项目实施
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

5 结论

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
多重功能，在全球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中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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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综合体，城市可持续性与乡村可持续性密切相关。乡村可持续性不仅强调乡村代际公
平，同时还应该强调城乡公平。因此，我们认为乡村可持续性包括两层内涵，即在维系
自然环境支撑力的前提下，为乡村居民持续稳定提供生计资本与生存空间，满足其基本
需求；在保护乡村性的前提下，为城市居民提供充足的农产品及其他生态、文化服务。

乡村可持续性科学作为可持续性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乡村人地关系为研究对
象的应用导向性学科。它以促进乡村人地关系协调为目标，从跨学科、多尺度视角研究
农业可持续性、社区可持续性与农民福祉三大内容，重点探索农业生产、农村环境与农
民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状态、过程与机理，并建构从科学知识向行动决策转化的路径，
推动乡村向可持续发展转型。乡村振兴是新时期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而城
乡融合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为此，乡村可持续性科学必须以城乡区域为核心尺
度，以城乡融合为基本理念，与城市可持续性科学分工协作，共同探索城乡地域系统人
地关系，共同推进城乡可持续发展。

中国乡村具有地域性和阶段性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可持续性科学可以为中国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技术与决策支撑。为促进其发展，地理、生态、经济、工
程、管理、规划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至关重要。地理学作为研究地球表层人与自然相互
作用过程与机理的综合性学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方法一直是其研究的核心内
容[85-86]。地理学者们应该在乡村可持续性科学研究中发挥主导作用，与所有致力于乡村建
设的研究者与实践者一起，为乡村振兴发展构建一个系统的理论与行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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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worldwide, and sustainability science has emerged in the 21st century as a
globally well-recognized new area of science. Rural sustainability scienc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ustainability science, is a use- inspired science aimed at understanding and improving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e rural environment from a transdisciplinary and
multiscale perspective. In tandem with urban sustainability science, it provides much needed
scientific support for dealing with rural decline and promoting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we first discuss the concepts of sustainability, rural sustainability, and rural
sustainability science, and then propose a transdisciplinary integrated framework of rural
sustainability science that focuses on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community sustainability, and
rural human well-being. China is a nation with deep rural roots, complex problems involving
interactions among agriculture, farmers, and villages, and huge urban- rural socioeconomic
gap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1978, China's rural area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but
they still face numerous tough challenge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are needed for
promoting the rural transition toward sustainability, but the necessary scientific basis and
appropriate guidelines for formulating such strategies are still lacking. We argue that rural
sustainability science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technical, and decision- making suppor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Our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China's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es that the transition to sustainability is urgently needed,
and so is the science that guides the transition.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we call for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that couples rural society and its environment, focusing on nine core
issues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and aiming to transfer knowledge of
rural sustainability into local adaptive actions.
Keywords: rural are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science; coupled human-
environment system;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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