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贤治村：主体角色、制度契合与实践机制基于赣 

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考察

一、本文概述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乡贤治村”现象，特别是在赣南农村地区的 

实践。乡贤治村作为一种地方治理模式，其主体角色、制度契合与实 

践机制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通过对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考察，本 

文旨在揭示乡贤在地方治理中的独特作用，以及他们如何与现有制度 

相结合，形成有效的治理机制。

赣南地区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乡贤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根深 

蒂固。乡贤们以其丰富的经验、威望和智慧，参与到村庄的公共事务 

中，为村庄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支持。本文将分析乡贤在村庄治理中 

的主体地位，包括他们的产生机制、权力运作以及对村庄事务的参与 

方式等。

本文将考察乡贤治村与现有制度之间的契合度。在中国现行的政 

治制度框架内，乡贤如何发挥其作用，如何与政府机构、村级组织以 

及其他社会力量进行有效的协调与合作，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 

通过对实际案例的分析，本文将揭示乡贤治村模式与现有制度的互动 

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对村庄治理效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乡贤治村的实践机制。这包括乡贤如何参与村庄规划、 

公共事务管理、矛盾调解等方面的工作，以及他们在实践中面临的挑 

战和困境。通过对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深入考察，本文将为其他 

地区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推动乡贤治村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二、乡贤治村的理论基础与历史渊源

乡贤治村的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乡村社会结构中。 

其理论基础主要源自儒家思想中的“仁爱” “礼治”和“德治”等观 

念。儒家强调的“君子之德”与乡贤的品德修为、社会影响力不谋而 

合，使得乡贤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也 

强调家族、宗族的凝聚力和权威性，乡贤往往作为这些社会结构的核 

心人物，承担着调解纠纷、引导风尚、推动发展的职责。

乡贤治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乡绅制度。乡绅，即乡村中的 

知识分子和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士，他们在乡村社会中扮演着教育、 

管理和引导的角色。随着历史的演进，乡绅逐渐演变成现代的乡贤， 

但其核心职责一一服务乡村、促进乡村发展一一始终未变。在中国革 

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乡贤也多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土地革命 

时期的农会领导人、改革开放时期的乡村企业家等，都是乡贤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体现。

赣南地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其乡村社会深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乡贤治村的传统尤为深厚。历史上，赣南的乡贤 

不仅在农业生产、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还在地方治安、 

社会公益等方面有着显著贡献。在现代，赣南的乡贤治村实践更是丰 

富多彩，他们通过自身的知识、经验和资源，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和文化传承，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

乡贤治村不仅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渊源，更在现代的乡村 

治理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实践价值。对赣南农村乡贤治村的 

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也 

为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三、赣南农村乡贤治村的现状分析

赣南，这片位于江西省南部的红土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乡贤治村作为一种新型乡村 

治理模式，在赣南农村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实践。本章节将基于赣南农 

村乡贤治村的实践，深入剖析其现状分析，揭示乡贤治村在主体角色、 

制度契合以及实践机制等方面的具体表现。

从主体角色来看，赣南农村的乡贤群体主要由退休干部、教师、 

医生、企业家等具有一定社会声望和影响力的人士组成。他们深受乡 

土文化的熏陶，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责任感。在治村过程中，乡 

贤们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一方面连接着政府和村民，另一方面 



则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和民主化。

在制度契合方面，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充分利用和发挥现有制度优势。例如，通过村民自治制度，乡贤们积 

极参与村务决策，推动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同时，结合乡村振兴战 

略，乡贤们积极引导村民发展特色产业，提升乡村经济发展水平。这 

些实践表明，乡贤治村与现有制度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契合关系，有效 

推动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在实践机制方面，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运作 

机制。一方面，通过建立乡贤理事会等机构，明确了乡贤的职责和权 

利，规范了乡贤治村的运作流程；另一方面，通过设立乡贤基金、搭 

建乡贤服务平台等措施，为乡贤治村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和服务支 

持。这些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为乡贤治村在赣南农村的持续发展提供 

了有力保障。

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在主体角色、制度契合和实践机制等方面表现 

出了鲜明的特色和优势。然而，也应看到，乡贤治村在实践中仍面临 

着诸多挑战和问题，如乡贤资源的有限性、制度环境的制约等。因此， 

未来赣南农村乡贤治村的发展需要在充分发挥现有优势的基础上，不 

断创新和完善治理机制，以适应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和乡村治理 

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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