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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习、身份认同与新型乡村治理体系构建
——河南省一个乡村的案例研究

◇王志涛 张 婷

现阶段，我国已进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时期。新时期需要注重对政策体

制机制创新，需要从理论层面对乡村治理和发展过程

进行科学的审视和有效的总结，以更好地指导实践。

在总结脱贫攻坚经验和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时，村庄

成功脱贫致富衔接乡村振兴的过程与内在机理尤其

值得研究分析，科学有效的实践经验和持续发展的成

长机制值得借鉴、延续和推广。村庄作为一个基层组

织单位，外部帮扶、自我学习和发展有助于其发展能

力的提升，有助于其组织身份从贫困到非贫困转变，

也有助于探索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实现形

式。这一理念与组织学习理论有一定的契合性，该进

程也体现了良好组织学习机制的形成与发展。特别

是，村庄在脱贫致富道路上不断学习和探索，有助于

培养组织内生发展能力和组织韧性、形成基于组织学

习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和价值共创体系。

一、案例分析与命题归纳

本文将村庄组织学习机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分为获得性学习和试验性学习两个阶段。获得性学

习阶段，即村庄对外部知识的获取和吸收的过程，特

别是借助外部帮扶的技术、资金等发展自身产业以

及产业融合的初始阶段的过程。试验性学习阶段，

即村庄通过知识积累、能力提升获得了一定的成长，

在组织内部进行知识开发和创造，并开始不断自我

探索和试错，以实现快速成长、不断创新和价值

创造。

（一）获得性学习阶段：村庄发展初见成效

在初始阶段，村庄受资源制约发展滞后，资金缺

陷和技能知识匮乏等问题凸显，缺乏内生性发展动

力。村庄和农户在面临各种风险时不具备动态调整

能力。在获得性学习阶段，各主体脱贫致富意愿强

烈。乡党委和政府引领、基层治理、帮扶企业带动以

及政策扶持都对乡村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于自身资源禀赋，结合产业基础和发展方向，各主

体合力将土地、技术、资金和人才等资源整合形成具

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组织学习和个体学习交互

影响不断“学习赋能”，村庄发展能力持续提升，进而

实现农户增收。与此同时，身份转变和能力提升带

来了村庄人才回流、整村面貌优化等诸多变化。但

是，该阶段的组织学习主要来源于外部知识获取、流

动和转化等，处于组织学习机制的形成阶段，组织动

态能力依然不足。

1.内外部环境驱动、乡镇组织引领组织学习

命题１：强化外部帮扶资源整合的同时也要注

重提升自身实力，组织管理者以及个体参与者的积

极性、努力程度和信任机制等都是形成组织学习机

制的重要条件。

命题２：乡镇党委和政府是农村基层组织和富

民强村的龙头和枢纽，乡党委和政府的学习和探索

能力使其成为农村基层组织的第一责任人，并最大

限度地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

2.组织能力持续提升、农户身份认同转变以及

良性的乡村秩序正在形成

命题3：帮扶企业和合作社能够整合资源以及

不断创新迭代，加速农户的知识积累，从而实现农户

的身份转变和身份认同。

命题4：在农户身份转变的过程中，个体学习和

组织学习能够通过“学习赋能”，一方面激发农户可

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能够促使村庄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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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习型的基层组织单位。

命题5：乡村治理下的外力嵌入与基层治理相结

合，有利于完善基层组织、加强基层政权的治理能力

和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形成良好的乡村治理秩序。

（二）试验性学习阶段：能力持续提升

进入试验性学习阶段后，该村庄具备了较为丰

厚的资源和发展能力，立足于自身优势进行资源的

有效运用和价值转化。借助已有基础和在扶持政策

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融合的保障下，组织通过自身

知识开发和内部反思学习等实现学习赋能，使组织

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产业逐渐向多样性和多功能

性转变，农户身份认同水平有了更大程度的提升，并

逐渐走上以农户为中心、多方力量助推的内生性发

展道路。各个主体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互动学习

机制不断得到深化，并逐渐形成了价值共创体系。

这种共创机制在促进乡村发展的同时也使各主体价

值也得以实现和持续提升。

1.金融扶持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融合

命题6：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与解决相对贫困

问题相伴而生，对中低收入农户的贷款是农村金融

服务的重点工作。一站式的金融服务平台能够精准

识别需求和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了金融的普惠性和

低收入农户的获得感。

2.资源重构，动态能力持续提升

命题7：个体和村庄的学习过程沿着获得性学

习和试验性学习不断演进，学习机制的建立促进了

身份认同与三产融合的协同，并使乡村治理体系得

到进一步改善。

3.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价值共创体系

命题8：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程，既是所有农

户参与创业减贫的过程，也是农户、政府、帮扶企业、

合作社和村庄的价值共创进程。

二、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组织学习视角，归纳出了村庄脱贫致

富过程中的组织学习机制、身份认同与转变和实现

价值共创的路径，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乡村治理

下的外力嵌入与基层治理相结合，有利于加强基层

组织的治理能力和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乡党委

和政府的重视和努力程度对良好的组织学习机制和

乡村治理秩序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第二，强化外

部帮扶资源整合的同时也要注重自身能力提升。个

体学习和组织学习能够通过“学习赋能”，使组织能

力得到提升，进一步激发农户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

的同时，也促使村庄成为一个学习型的基层组织单

位。第三，组织学习机制的建立促进了个体与组织

的身份认同与身份转变。身份认同与三产融合实现

有效协同，使乡村治理体系得到进一步改善。各主

体合作互动参与乡村振兴建设，能够在推进乡村振

兴的进程中创造自身价值和实现价值共创。

结合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注重组织学习文化的培育，形成良好的组

织学习机制。建立组织知识共享系统，实现学习的

结构化和制度化，为知识的吸收、整合以及创造提供

学习环境，实现村庄动态能力的提升。提升学习机

制中各主体在互动合作中资源整合和识别认知能

力，实现在持续学习中对参与主体进行能力培育和

学习赋能，促进资源的有效运用和人力资本水平的

持续提升。

第二，发挥身份认同的多重效应，促进内生动力

提升。身份认同转变的过程，也是社会融入的重要

标志。应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和身份认同均等化，

促进体面就业和自我发展以提高农户的身份认同

感、自身参与感、自我实现感及对乡村社会的认同

感，帮助其获得更多价值创造和分享的机会，进而促

进其主体地位的实现和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

第三，形成一个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互动学

习和价值共创体系。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多主体协

同助推的内生性发展道路，增进社会资源和发展要

素的流动聚集。促使价值共创体系中各主体之间紧

密互动学习，共同将各种资源转化为动态能力，形成

知识共享和价值共创格局，不断探索乡村治理的新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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