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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治理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内容，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提高农村社会文明程

度离不开务实管用的治理方式。乡村治理积分制通过建立积分规范和评价体系，量化相关行为，依

据评分结果对乡村有关主体行为进行评价并给予相应的激励或约束。作为一种“激励—约束”机

制，积分制被嵌入到乡村社会，进而深化乡村治理。中央有关文件指出，“积分制可以有针对性地

解决乡村治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符合农村社会实际，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操作性，是推进乡村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探索”2①。乡村治理积分制有助于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提升村

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村庄场域认同度，从而形成一套持续稳定的内生发展机制 3②。作为治理工具

的积分制可以激发社会成员广泛参与以及塑造社会行为准则，进而激发乡村潜能。积分制嵌入乡村

社会离不开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的有机耦合。深入挖掘积分制嵌入乡村社会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

择，将有助于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筑牢治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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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乡村治理重要手段的积分制嵌入基层社会的特征日益突出。乡村振兴进

程中积分制基于自治、法治与德治融合发展的治理需求，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

新风、内生动力的精神需求以及对党建引领、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的发展需求而被深度

地嵌入乡村社会。基于党领共治格局，通过赋能嵌入、机制嵌入和内生嵌入，从而积极

嵌入到乡村的社会秩序、社会规范和公法精神；与此同时，它横向嵌入到乡村的社会道

德、成员需求与国家社会关系，积极形塑乡村社会的多维互动治理场景。但在政策实践

中，积分制仍存在加强和改进的空间。要拓展乡村社会治理主体，强化乡村建设目标导

向；增强乡村发展动能转化力度，提升基层善治能力；健全乡村治理机制和路径，促进

积分制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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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述评

关于乡村社会实施积分制治理的动因研究。有研究发现，失衡的乡村治理结构导致积分制要

以动力协同来激活村民主动参与，以组织调整来健全乡村治理制度，以社会嵌入整合乡村关系与文

化 1①。有学者基于结构洞视角，研究认为，积分制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不需要改变现有乡村社会关系

结构；积分制通过激励机制，发挥其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的中介功能，打破现有乡村主体间协调难度

大的结构洞，生成新结构、新认同，进而激发乡村社会活力 2②。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积分制治理，

唤起乡村社会成员主体意识，有助于整合和培育治理资源，构建乡村社会良性循环发展格局 3③。

关于积分制治理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研究。作为社会治理工具的积分制蕴含自治、德治和法治融

合发展的末梢治理逻辑。积分制通过整合各方治理资源，渗透和建构乡村社会生产生活，整体性规

划和目标性塑造乡村基层社会 4④。在实践发展中，积分制以乡村治理问题为重要导向，增强基层党

组织凝聚力和组织力，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内生动力。积分制逐渐成为社会治理新方式。通过治

理机制下乡，它在村庄社会创立并嵌入竞争关系的规则机制以及面子与积分的转化机制，注重激发

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参与的积极性，进而优化乡村治理秩序并激发内生动力 5⑤。积分制展现出强大的

动员力，有利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形成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新的桥梁。积分制通过构建

具有正外部性的道德行为获取积分的体系，推动社会规范的显性化，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卡尔·波兰尼认为，经济不是游离于社会结构之外独立存在的，而是牢牢地嵌入社会制度、宗

教、文化之中 6⑥。嵌入性概念后来扩散到社会网络、社会治理领域。嵌入性意味着个人和机构参与

正在进行的社会关系，把复杂的社会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共同的价值体系。通过因地制宜方式嵌入

乡村治理结构，积分制强化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性，促进乡村治理效能增强 7⑦。有学者运用嵌入性

理论研究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积分制通过价值融合、制度互补以及角色协同而嵌入乡村自治，以

共识凝聚机制强化价值认同、以资源配置机制构建社会联结、以调适共生机制共享治理资源形成

耦合关系 8⑧。不同于政府自上而下向社会空间渗透和覆盖的团结性吸纳模式，它以“行政运作”和

“多维合作”为核心机制，自下而上对社会力量进行动员与整合 9⑨。

嵌入性理论旨在解释个体与社会相互依存的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对个体行为的塑造具有重

要影响。乡村治理积分制通过建立积分制度和评价体系，激励和约束乡村主体行为，强调发展主体与乡

村社会的适应性。个体的行为和偏好不仅被乡村社会所塑造，同时也在改变和调适社会关系。积分制嵌

① 许源源、杨慧琳：《“动因—过程”视角下的积分制：产生、运行与效能——基于湖南省D村的个案研究》，《中国行政管理》

2022年第11期。

② 王增武、汤夺先：《结构洞视角下乡村有效治理的张力与动力——以皖中A村为例》，《新疆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③ 谢治菊、梁英华、高璇：《诱致性制度变迁下村庄治理资源的跨界整合——基于青岛市 X新区“德育银行”的考察》，《中

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2年第5期。

④ 朱政：《“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探索——以“积分制”治理为素材》，《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⑤ 何得桂、吉李敏：《国内学界的乡村治理积分制研究：回顾、反思与展望》，《社会科学论坛》2022年第5期。

⑥ [英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洋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页。

⑦ 刘银喜、马瑞聪：《积分制推动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探索与优化路径——基于4个典型案例的分析研究》，《治理现代化研究》

2022年第5期。

⑧ 贺芒、邱兴颖：《治理转型下政府嵌入与乡村自治双轨耦合机制——基于“价值 -制度 -角色”的分析框架》，《农林经济管

理学报》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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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乡村社会强调乡村主体行为的路径依赖性。各主体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某种行为习惯和规范，这

将影响其行为和决策方式。积分制积极嵌入到乡村社会的成员需求、社会规范和公法精神中，从而形塑

多维互动治理场景。嵌入性理论为乡村治理积分制通过激励约束乡村主体行为，系统性提升乡村治理水

平，促进乡村实现善治的过程提供一种解释的思路与框架，也为乡村治理积分制的改进提供依据。

既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还存在一定的限度。第一，既有研究成果大都基于乡村治理积分

制的案例分析，主要探究实施动因和成效，但还相对缺乏对积分制嵌入乡村社会的整体性研究。第

二，既有研究主要分析积分制对乡村治理、文明风尚等维度的影响，而对于积分制如何促进乡村全

面振兴的治理机制的挖掘偏弱。第三，既有研究重点关注积分制激发相关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作

用，而对乡村建设如何整合多层次要求、何以促进主体之间互动的内在机理仍有拓展空间。有鉴于

此，本文从整体性角度剖析积分制嵌入乡村社会的逻辑，着重探究乡村振兴进程中积分制激发乡村

社会发展效能的作用机理和深化路径。

二、嵌入与需要：乡村振兴进程中积分制与乡村社会的关联

积分制有助于激发相关主体参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积分制嵌入乡村社会，主要源于积分制治

理目标与乡村社会发展需要的精准榫合、有机融合以及价值耦合。基于积分制的内容和程序促进自

治、德治和法治的融合发展，有助于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进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一）将积分制嵌入乡村社会，健全末梢治理机制

1.以自治为主要根基，推动乡村社会自我治理。积分制以量化指标为规范、以奖励为激励、以

惩治为约束的制度设计。积分制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也激发了乡村主体的自主性。其一，激发村

民自主参与。积分制鼓励村民参与日常事务管理，通过参与制定积分规则来弥合乡村内部分歧、达成

乡村社会共识，进而提升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通过构建参与乡村治理的机会和平台，有助于增强基

层群众的自治能力。其二，促进乡村自我治理。利用考核与评议的路径，积分制促进乡村社会的安定

有序，更好地规范乡村社会成员行为。它推动乡村主体自我管理、自我监督与自我约束，进而彰显出

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创造伟力。其三，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积分制治理目标之一是推动群众参与式发

展。通过民主管理、民主评议与民主监督，积分制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它推动基层政府与乡村主体

之间的协同，形成具有价值目标的群体意识以及集体行动，从而打造乡村治理共同体。

2.以法治为重要保障，界定乡村社会行为边界。通过规范乡村主体行为，积分制有助于促进乡

村社会的安定有序且充满活力。积分制起到一定程度的民间法治保障作用，其核心要义之一在于更

好地培育、引导和推动乡村居民运用法治思维解决乡村建设问题。以法律规范为依据，积分制根据

共同制定的积分评价体系标准以及监管乡村主体的日常行为，进而科学引导和规范他们的行为，保

障主体发展权益、增进公共利益、促进乡村社会公平正义。换言之，针对千差万别的乡村地区和千

变万化的乡村社会，积分制通过具有针对性、规范性的治理机制，从而将自然法、习惯法与成文法

在乡村基层治理中趋于融合，使它行之有效。实施积分制治理可以把法律内容、法治建设与法治精

神寓于乡村社会治理，也可以把法治内容更好地转化为乡村主体的行为方式和实践内容，进而推动

法治在基层社会展现出强大的功能和活力。

3.以德治为基本支撑，达成乡村社会善治共识。作为评价模式的积分制，它有助于系统评定村

民行为举止、思想道德。积分制以激励约束机制引导他们的行为选择，积极塑造良好风尚。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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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对乡村主体思维和行为的规范，积分制嵌入乡村社会重在引导乡村主体行为偏好和理性选择。

它注重道德教育和文明引导，进而提高村民文明素养，达成乡村善治共识。强化乡村社会共同行

动，促进基层共同缔造行为。它基于道德的吸引力扩大社会参与，推动乡村善治的有效运转。除国

家法规之外，积分制的内容还源于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习惯法。制定积分制细则体现出与

当地道德和习俗的契合性，从而保障制度内容契合乡村社会环境。

（二）把积分制嵌入乡村社会，提升乡风文明程度

1.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积分制治理嵌入乡村社会的内容之一是彰

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价值，也注重深度挖掘传统文化中敬老爱幼、互帮互助、家风文明、

乡里和谐、民风淳朴等礼俗意蕴。主要通过厘清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深邃思想观念、良好道德规

范、厚重人文底蕴，积分制从而将优秀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融入乡村主体日常生

活，使积分制成为乡村主体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更好地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2.深化移风易俗，促进乡村社会良好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导致多元文化冲击乡土社会。中国乡

村传统社会结构随之解构并重构，引发乡村成员在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积极变革。有的乡

村出现某种程度的铺张浪费、天价彩礼、攀比竞争等不良现象，从而影响精神文明建设。积分制嵌

入乡村社会的重要目标在于深化农村地区移风易俗。通过制度体系和评价标准的鲜明导向，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充分地嵌入到乡村社会的民风民俗。通过积极倡导乡村主体践行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生活化和常态化。它致力于更好地破除传统乡村风俗中的陈规陋习，更新乡村社会文明

观念，从而巩固开展既安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乡村社会。

3.激发内生动力，满足乡村精神文明需求。积分制通过鼓励乡村主体积极作为，改变以往村民

乡村参与事务不足的困境，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进而增强乡村社会事务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积分制以绩效评价为根据激发乡村主体内生动力。它的制定和实施与强化乡村建设、促进农民自由

而全面发展息息相关。通过紧密结合乡村主体的发展需要，倡导其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确定符

合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积分制以精神文明培育和提升来更好地满足乡村主体的精神需求，除关注

村民的行为结果之外，它还注重调整村民日常行为及动机。积分制注重满足村民日常对于文化内

涵、社会交往、情感价值方面的需求，内生动力驱动内生需求，内生需求又激发出内生动力。它们

同频共振、相向而行，进而共同深化乡村社会的党领共治格局。

（三）积分制嵌入于乡村社会，促进乡村迈向振兴

1.党建引领推动乡村社会发展。党建引领是积分制治理的核心。通过积分制度及其评价体系，

健全基层党组织、村委会、党员、村民、新型经营主体、相关企业等多元主体的治理联结机制，从

而推动乡村振兴。通过积分制与党务工作的结合，着力破解乡村治理互动性不强、参与度不高、执

行力不够的难题。基于党建势能对乡村公共事务和乡村建设的创造性转化和整体性治理，党建引领

积分制以党政权力和责任为组织基础，更加注重优势治理和共同缔造，从而构建积极治理与为民服

务相融合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 1①。党建引领积分制嵌入于乡村社会，它以集成型治理的党

建统领乡村社会多元主体，整合重塑相关资源和优势，优化乡村治理结构，促进主体之间的互联互

通、高效运行，激活蕴含于乡村社会内部的发展动能，进而作用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2②。

① 何得桂、韩雪：《党建化治理：乡村振兴进程中基层改革创新特征和逻辑》，《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3年第2期。

② 何得桂、刘翀：《党建势能：基层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实践机制——以陕西 H县党建“三联”促发展为例》，《中共天

津市委党校学报》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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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地制宜破解乡村社会难题。灵活多变是积分制治理的重要特征。它注重精准发力和靶向治

理，进而破解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治理难题。乡村治理积分制呈现很强的适应性，主要是切合农村实

际，简单易行 1①。围绕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和存在的突出问题，积分制明晰治理细则并健全评估指

标体系。作为一种“治道”，乡村振兴进程中的积分制表现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积分制嵌入乡

村社会的前提是契合乡村地区在自然环境、人口结构和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针对不同地方的习

俗、观念和环境，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因地制宜地提出乡村产业、文化、人才、组织、生态振兴

方面切实可行的方案，进而破解乡村社会难题。

3.改革创新增强乡村社会动能。改革创新是积分制治理的显著特点。积分制嵌入乡村社会的过

程，也是创新乡村治理方式的展现。它在乡村扩散，进而对原有的乡村社会体系、结构以及功能造成

影响。积分制为乡村社会增强动能，其表现在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发展驱动。其一，积分制有效激

发相关主体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健全激励约束机制，鼓励村民积极参

与乡村建设和乡村发展，更好地将乡村主体组织起来，协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其二，积分制治理提

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作为被广泛使用的新型治理方式，积分制通过完善治理动员的制度体系，推动

乡村社会的参与式治理，进而降低乡村治理成本，促进治理有效。其三，积分制加快推进乡村社会进

步。积分制通过目标锚定和高效运转，更好地促进社会进步，为乡村的繁荣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三、乡村振兴进程中积分制嵌入乡村社会的内在机理

乡村振兴的总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要求。积分制有助于

乡村社会资源要素有力、有序地整合以及科学配置。乡村治理积分制通过量化标准与评价体系来激

励和约束乡村主体，激发乡村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促进乡村发展。基于党领共治格局，积

分制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主要涉及三个维度，即内涵层面的积极嵌入、横向嵌入以及路径层面的多

维嵌入（见图1）。它们相互影响、互为促进，共同构建积分制治理与乡村社会的多维互动模型，进

而推动积分制治理与乡村社会的有机结合。

党的领导 强化积分制治理的向心力

协同共治 谋求多元主体的价值共识

共同缔造 构建基层社会善治共同体

嵌入秩序 彰显乡村社会安定有序

嵌入规范 规范乡村居民日常行为

嵌入公法 强化乡村治理价值取向

嵌入道德 驱动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嵌入需求 满足乡村居民发展诉求

嵌入关系 密切国家与乡村的关系

积
极
嵌
入

横
向
嵌
入

赋能嵌入 促进多元主体系统联动

机制嵌入 完善资源要素整合配置

内生嵌入 增强乡村内源发展能力

多
维
嵌
入

嵌
入
内
涵

嵌
入
路
径

党领共治格局

图1  积分制嵌入乡村社会的机理分析

（一）党领共治格局是积分制全面嵌入乡村社会的前提

1.以“党领”强化积分制治理的向心力。中国共产党是筑牢基层治理基础的主心骨。其一，基

① 韩俊：《在乡村治理中因地制宜推进积分制》，《农村工作通讯》2020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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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党组织领导推动了积分制内容的完善。通过发挥自身在乡村社会的战斗堡垒作用，基层党组织监

管积分制的制度内容、实施细则、评价方式和奖惩手段，从而保障党和国家的意志在积分制治理中

得到积极贯彻和精准落实。其二，基层党组织拓展了积分治理单元。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治理单元激

活和促进积分制“进村入户”。依托网格化治理和信息化支持平台，把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深度扩

展到末梢治理。其三，基层党组织统筹了发展要素资源。通过合理规划和高效配置相关资源，促进

乡村资源要素的有序流动，为积分制实施提供有力保障。其四，党员践行了积分制的带动作用。发

挥党员在积分制实施中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进而激发其他相关主体的参与热情，提升基层党组织

的动员能力。

2.以“共治”谋求多元主体的价值共识。积分制强调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治理、乡村建设与

乡村发展。基于法律规定和民主程序，以村规民约的形式将乡村公共事务转化为易于被接受的量化

指标。同时把相关各方的所思所需融入积分内容，让不同成员在积分制治理中都有所受益，营造乡

村社会广泛认同和接受的公共价值。根据价值共识基础，积分制实施过程促进各主体之间交流、互

动与合作，增进各主体相互理解和认同，有效联结各自的发展目标，进而共同致力于善治。

3.以“共同缔造”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机制，积分制既体现参与式发展

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又表征着迈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观 1①。基于党的全面领导，践行以决策共

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和成果共享为核心的共同缔造理念。这充分激发国家、社会和

民众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创造伟力，构建乡村发展共同体和治理共同体。其一，积分制嵌入乡村社

会要突出党的全面领导。以基层党组织为引领，依托其组织功能和动员能力，更有效地实施积分

制。其二，通过民主决策与激励约束机制引导乡村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积分制助力构建乡村社会共

治格局。以“共同缔造”为核心倡议的乡村治理积分制，除了明确基层治理的边界，遵循党的主张

与国家政策逻辑之外，还要强调授权式治理与参与式治理，推动乡村社会多元主体共治。

（二）多维互动治理是积分制嵌入乡村社会的振兴机制

1.积分制积极地嵌入乡村社会

一是注重嵌入秩序：彰显乡村社会安定有序，良好的社会秩序是乡村的重要保障。秩序代表社

会体系的边界，通过整合作用，引导人们在面对“互为仇敌”的利益分配时，仍能使社会成为一个

整体 2②。基于评价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积分制有助于引导和规范乡村成员的生活秩序，整合乡村

社会价值。积分制嵌入乡村社会秩序，将党和国家对乡村治理的预期成效以及对乡村建设的目标更

好地渗透到乡村日常事务治理，进而推动乡村主体发展前景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以乡村社会内

生秩序为着力点，以乡村社会结构为根基，以国家治理秩序为重要前提，优化乡村社会结构及运行

功能，发挥乡村治理制度设计的保障作用，从而维持乡村社会的良好秩序。形成乡村社会的独特价

值取向与乡村居民的良好价值判断，增强乡村成员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进而确保乡村社会安定有序

并充满活力。二是突出嵌入规范，规范乡村居民日常行为。规范是乡村秩序在主体行为方面的重要

投影。积分制嵌入于乡村规范，强调发展主体对公共秩序建立的承认、遵守与互动。通过划定乡村

社会行为边界，它积极作用于乡村主体日常行为。以制度目标影响他们的发展前景，使乡村居民更

加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践行目标准则。以科学的评价标准引导乡村社会主体的价值判断，通过奖

① 何得桂、王盛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与理论价值》，《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

②  [英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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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机制规劝乡村主体行为选择。此外，基于其评价体系与规范机制，积分制有助于引导乡村主体健

全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并在矛盾发生时提供及时有效的化解机制，进而促进和美乡村建设。三

是重视嵌入公法，强化乡村治理价值取向。用于调整国家、公民与组织之间关系的公法具有一定的

权威性。在制定规则与评价标准时，积分制充分考虑法治要求，确保机制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此

外，过程的公正性也助力积分制嵌入乡村社会，推动乡村治理有效，提升影响力。治理旨在各种制

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和规范管理对象的行为，从而最大程度增进公共利益。积分制引导乡村居

民注重自身行为的合法性与合规性，更注重行为带来的公共利益和承担的社会责任。推行积分制的

治理进程，应以公法精神治理乡村公共事务，更好地界定乡村主体的行为边界与评价标准，健全引

导性的激励约束机制，进而推进高效能的社会治理。鼓励基层社会善治行为，形成预期的乡村社会

秩序，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2.积分制横向式嵌入乡村社会

一是嵌入道德，驱动乡村社会文明程度。道德通常是维系乃至强化乡村社会的共同心理与价

值判断。积分制嵌入乡村道德领域，有助于将道德要求融入到其中，有利于明确乡村主体行为的期

望和要求，激励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进而使积分制内容更好地转化为道德建设效能。强化道德

引领，培养乡村成员道德素质与纪律意识。通过把评价指标与道德行为挂钩，评估乡村主体行为的

价值贡献，更好地发挥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调节作用，从而激励乡村主体驱动积极进取、文明良好

的社会风尚。通过出台积分制评价标准与实施细则，把乡村社会传统道德、社会习俗与现代精神有

机耦合，对乡村社会原有道德加以批判继承和辩证改进，使之与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相契合。二是嵌

入需求，满足乡村居民发展诉求。乡村振兴是回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不仅体现于物质保障，更体

现于文化需求与精神建设，满足乡村社会成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种社会契约，能以道德和

正当的平等弥合主体间因角色、能力等存在的不平等，保障共同体成员的发展权利 1①。湖北省N县

B社区鼓励成员共同参与解决身边“急难愁盼”问题，因地制宜地设计制度规则与内容形式，激发

群体成员的行动意愿。一方面，积分制激励乡村主体参与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活动，保障成员自由

而全面地发展，促进政策执行与成员发展同向而行。另一方面，积分制将乡村成员对乡村发展的诉

求纳入政策目标，以政策执行推动需求满足，推动乡村建设与居民发展的同频共振。积分制嵌入乡

村社会，将乡村居民的诉求表达纳入治理流程，精准识别和准确表达村民需求。在此基础上，健全

乡村居民参与乡村振兴的通路，加大国家对乡村社会的需求感知，从而形塑成员行为，增进他们对

乡村振兴的认知理解和价值认同。三是嵌入关系，密切国家与乡村的关系。积分制运行过程蕴含着

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引导乃至控制，注重平衡乡村主体权利与义务以及配置基层治理资源。实施

积分制治理，将党和国家致力于乡村振兴目标更好地渗透到乡村公共事务管理和主体日常行为。通

过积分奖励，激发乡村居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积分制实践过程

中，乡村主体基于公平的评价体系和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有助于更好地塑造公共组织权威与社会

秩序。通过信任建构影响村民行为与价值判断，强化他们对涉农政策的认同感，促进国家与乡村社

会的信任合作。积分制使乡村主体更加直观感受到对自身行为的认可，提高乡村居民参与乡村发展

的积极性和自主性。积分制成效也折射出乡村主体对政策执行的回应状况，从而更好地表达乡村主

体对政策的意愿和诉求。

① [法 ]让 -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崇明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2页。



·93·

3.积分制多维地嵌入乡村社会

一是赋能型嵌入，促进多元主体系统联动。通过赋能可激发成员潜能并提升治理成效。赋能过

程重点是以何种机制和路径赋予行为主体权力、能力和能量，以激发主体的内部驱动力 1①。积分制

赋能乡村社会，有助于促进相关主体更好地达成善治共识，明晰各自的功能定位，形成相互合作的

协同治理机制。积分制有助于改善乡村治理中有关成员获得感不强的状况，进而把治理目标更好地

转化为生动实践。通过积分制度进行联动，不同主体充分发挥相应优势，推动治理资源共享与优势

互补。通过赋能型嵌入，鼓励乡村主体对乡村建设进行意见表达，提升相关主体的自我效能感和参

与自觉性，增强他们对乡村公共事务的责任感。推动乡村治理目标与多元主体参与共建、促进乡村

社会总体规划与乡村成员现实需求契合。实施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以及共建共治共享的闭环式基层

治理体系。整合乡村社会资源，形成多元主体通力合作以及多维互动机制。完善乡村社会基层党组

织、乡村组织与村民等多元主体之间的沟通机制，不断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来回应公众需求，推动乡

村社会系统联动的敏捷性以及乡村发展 2②。二是机制性嵌入，完善资源要素整合配置。利益机制是

激活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因素。把积分制与股份制挂钩，有助于构建成员利益、集体利益与社

会利益相结合的发展共同体。积分制嵌入乡村社会，健全以评价指标为规范、以集体资源为保障、

以激励约束为动力的治理机制，进而充分激活乡村集体资产、土地、人才、制度等要素资源在乡村

振兴进程的作用。基于既有治理格局形成新机制，使不同角色的治理主体充分发挥优势互补效能，

以机制创新为治理提供动力，增强善治能力 3③。通过机制性嵌入，将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与乡

村社会发展的联动和融合。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与乡村社会发展目标的相互植入和有机融合，可避免

政策机械性地嵌套于乡村社会。对乡村治理资源进行系统性整合、整体性谋划和合理性配置，有助

于破除或减少要素资源集聚的体制机制障碍，进而激发乡村主体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持续提升

乡村治理效能。通过积分制治理机制，引导和激励村民参与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生态

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发展。三是内生式嵌入，增强乡村内源发展能力。积分制嵌入乡村

社会除了更新治理手段和治理方式之外，还革新基层治理的思维方式，挖掘乡村内源发展动能。其

一，内源式发展重视相关主体的能动性。激发乡村主体包括主动作为、良好愿望以及创造天赋在内

的积极性、主动性。积分制要求乡村主体自主制定规章制度、治理乡村社会事务，加强乡村社会自

我管理能力。其二，内源式发展突出发展条件与路径的耦合性。积分制依据乡村社会自身优势与区

域特色，明确规则内容与制度保障，聚集乡村集体资产、自然资源、人才资源、文化资源等。它引

导乡村社会优化资源配置结构，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此外，立足乡村社会结构、乡土文化和风俗

习惯，积分制增进乡村发展主体对积分制治理认同。

四、乡村振兴进程中深化积分制嵌入乡村社会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成效与发展主体的利益紧密关联。将积分制积极嵌入乡村社会，耦合基层治理体系

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取得不少成效。目前积分制在乡村社会中的应用还处在探索推广阶

① 何得桂、李想：《多维赋能与责任重塑：乡村组织的制度化调适——以“镇村工作一体化”实践为研究对象》，《中国农村

观察》2023年第1期。

② 何得桂、王伟涛：《敏捷治理：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以陕西省S县为例》，《党政研究》2023年第3期。

③ 何得桂、夏美鑫：《党建赋能与分离均衡：新时代基层治理创新激活的驱动机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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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存在一定的限度，应积极完善积分制嵌入乡村社会的路径选择，更好地发挥积分制对乡村振兴

的推动作用。

（一）拓展乡村社会治理主体，激发参与主体活力

随着积分制全面地嵌入乡村社会，要更加深度挖掘各主体主动作为的积极性。注重通过乡村公

共事务的授权式治理，积极赋能乡村居民深度参与乡村治理、乡村发展和乡村建设。同时把多元主

体充分纳入乡村积分制治理范畴。拓展多元主体参与乡村共建，包括但不限于村委会、乡村经济组

织、社会组织、新型经营主体、涉农企业、农民等。既要彰显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也要增强乡村

治理的人民性、创新性和包容性。进一步激发各主体参与乡村振兴的活力，提升乡村主体自我治理

水平，增强自身发展能力，进而推动乡村振兴的参与式治理。

（二）强化乡村建设目标导向，推动目标任务达成

将积分制嵌入乡村社会，助推乡村振兴。通过设置和优化乡村建设目标，精准细化积分制治

理任务，将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纳入积分制实施细则与评价体系。在乡村发展层面，整合乡村治理资

源，促进乡村治理积分制对乡村建设的合理规划。在乡村发展实践层面，要基于乡村产业、生态、

人才、文化等方面发展状况，积极探索积分制治理的有效实现方式。通过对乡村建设规划设计与实

践探索的一体推进和同频共振，达到乡村建设的预期目标。

（三）促进乡村发展动能转化，增强持续发展能力

增强善治驱动力，推动乡村发展动能转化。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将积分制全面地嵌入乡村社

会，要更好地解决乡村发展主体参与不足的难题，加快健全积分评价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将积分

制运行与乡村建设任务由行政推动为主更好地转化为激励引导为主，持续增强乡村社会内生发展动

力以及完善党领共治格局。此外，突出乡村发展全员受益理念，强化乡村主体对积分制与乡村发展

的价值认同，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而推动乡村社会的内源式发展。

（四）彰显乡村社会善治理念，突出共建共治共享

善治包括善良意愿和善于治理两个层面 1①。在将积分制嵌入乡村达成乡村社会善治过程中，应

更加注重采用务实管用的治理手段。既要整合相关资源、完善治理结构，也要明确多元主体的角

色定位。要调整和完善积分制评价体系与治理目标，健全主体之间的衔接机制，加快构建多元主

体在权利、关系、需求等维度的多维互动治理机制。应突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

从而推动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的共同缔造行为。另外，可通过

平台共建和协同治理事务，共享乡村发展成果，从而做到乡村振兴实践的全民参与、发展成果的

全民共享。

（五）健全乡村治理机制路径，提升末梢治理水平

要健全积分制的实施流程并优化评价体系，充分体现并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好地契合基层

特点并满足乡村发展需求。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推动积分制与乡村社会有机融合。通过深化乡村治

理的民主化、法治化、群众化和数字化，促进乡村治理规范化和制度化，为筑牢乡村治理根基构建

长效机制。此外，应完善和强化积分制实施方法与奖惩机制，将其运行路径与乡村资源紧密结合；

基于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双重驱动，推动资源合理配置并牵引乡村善治；积极探索乡村善治的有效

实现方式，从而推动乡村治理有效迈出更大步伐。

① 徐勇、陈军亚：《国家善治能力：消除贫困的社会工程何以成功》，《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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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既离不开组织动员的积极作用，也离不开务实管用的乡村治理方式。“乡村

建设是为农民而建，要健全自下而上、农民参与的实施机制”1①。把积分制全面地嵌入基层社会，

既是国家乡村建设意志自上而下地对乡村社会的渗透过程，也是乡村社会成员自下而上对乡村振兴

的回应表现。通过实施细则与实际情况的精准榫合，治理过程与相关政策的密切协同，治理目标与

社会发展的集成统合，进而推动制度嵌入与治理有效的深度融合。把积分制治理嵌入乡村社会，可

以更好地发挥它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乡村文明风尚培育、治理主体意识觉醒、破解乡村建设难题

等方面的激励约束作用。特别是要通过赋能型嵌入、机制性嵌入和内生式嵌入，进而推动对乡村社

会秩序、村民行为规范、乡风文明建设等方面的整合功能，深化积分制治理嵌入乡村社会的机制和

路径，不断拓展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性，注重强化乡村建设目标导向和创新导向，从而促进乡村发

展动能的创造性转化，增强乡村社会善治能力，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and Path Selection of the Points System 
Embedded in Rural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E Degui WANG Shenggang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rural governan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ints system embedded 
in the grassroots society ar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points system 
is deeply embedded in rural society based on the governance needs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elf-
governance,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virtue, and in response to the spiritual needs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new style of civilization, and endogenous impetu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leading 
of party building, adjus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reform and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party-
led co-governance pattern, through empowerment embeddings, mechanism embeddings and endogenous 
embeddings, the rural social order, social norms and public law spirit are actively embedde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horizontally embedded into the rural social morality, member needs and national social relations, actively 
shap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ve governance scene of rural society. However, in policy practice, there 
is still room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points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expand the main body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and strengthen the target orientation of rural construction. We will strength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riving force for rural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good governance capacity of grassroots. Improve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rural governance, promote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points system to better 
transform into rur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then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Points System; Good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ve Governance; Effectiv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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