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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计量分析

与深化研究的路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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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知网硕博论文统计发现，乡村振兴已成为国内硕士生和博士生学位论文的重要选题，

围绕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教育振兴、乡村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不

足，如成果数量增长迅猛，但总量与期刊论文、报纸刊文差距明显；成果受到较大关注，但影响力不大；

成果中应用研究居多，而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研究方法相对传统，新技术新方法不被重视。今后

硕士生和博士生要进一步更新观念、提高认识，在视域层面要加强多学科融合，在内容层面要注重深

层次研究，在方法层面要强化方法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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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eor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Path 
Thinking of Its Deep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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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statistics of master 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f CNKI,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for domestic master's 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s. Research on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education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has yielded fruitful results. There are also certain 
shortcomings, namely although there is a rapid increase in master’s 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s, there is a big 
gap between the total number of master 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s and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journals and 
newspapers; the results have received greater attention but have little influence; the results are mostly applied 
research, but the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is relatively weak;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relatively traditional and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methods are not taken seriously. In the future, master's and doctoral students should 
further update their concepts and raise awareness, strengthen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t the perspectiv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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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乡村

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

中之重。随着国家资源向基层下沉，以振兴乡村

为指向的乡村治理与建设正如火如荼地推进，乡

村振兴旋即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相关研究持

续深入、理论成果不断涌现。与此同时，乡村振

兴也成为国内硕士生和博士生学位论文（以下简

称“硕博论文”）的重要选题。本文以中国知网

收录的硕博论文为统计样本，拟对近年来国内研

究生关于乡村振兴研究的现状加以整体扫描和立

体透视，以窥探研究生在此论域取得的成就以及

存在的不足，并就今后进一步深入推进略提几条

可能的发展路径。

一 文献统计

（一）文献分布

通过文献检索可知，国内研究生以乡村振兴

为学位论文选题始于 2018 年，迄今硕博论文共计

466 篇（查询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8 日），其中博

士论文 7 篇，硕士论文 459 篇，占比分别为 1.3%
和 98.7%（硕博论文年度分布见表 1）。

从分布年份来看，2018 年以来国内硕士生和

博士生逐步将学术视野聚焦乡村振兴领域，可以

说是对中共十九大战略部署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认

同。从成果数量来看，近期乡村振兴硕博论文数

量呈现强势增长态势，其中 2019 年突破 300 篇，

比 2018 年增长 349%；而 2020 年硕博论文处于动

态更新中，目前仅收录 5 篇。从论文类别来看，

硕士论文数量明显多于博士论文篇数。数据统计

表明，关注三农问题、加强农村基层工作、健全

农村治理体系、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业已成为部分

研究生的理论自觉。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

进，势必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关注这一研究领域；

而随着论文数量的大幅攀升，硕博论文必将成为

乡村振兴研究的重要成果形式。

（二）研究机构

从研究机构来看，中国知网收录的 466 篇乡村

振兴硕博论文主要来自于高等院校，党校系统和科

研院所也有零星分布（硕博论文机构分布见表 2）。

表 2 对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篇数排名前 20
位的研究机构作了梳理统计。从机构类型来看，

排名前 20 位研究机构均为高等院校，其中浙江海

洋大学、南昌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广西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等高校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超过

10 篇。从机构发文篇数来看，排名前 20 位研究机

构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共计 164 篇，占论文总

量的 35.2%。从机构所在区域来看，湖北省机构硕

博论文最多，共计 38 篇；浙江省、江西省和四川

省次之，分别有 37 篇、35 篇和 32 篇；江苏、福建、

陕西、山东、吉林、安徽、广东、山西、黑龙江、

辽宁、湖南、北京、广西壮族自治区、河南、河

北等省市区机构硕博论文较多；贵州、重庆、内

蒙古自治区、上海、天津、甘肃、云南、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海南、青海、宁夏回族自治区等省

市区机构硕博论文较少；而西藏自治区机构尚未

有相关成果。

（三）学科专业

从学科专业来看，乡村振兴研究 466 篇硕博论

文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

表 1 “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年度分布

年份

2018
2019
2020

硕士论文

  82
372
    5

博士论文

2
5
0

论文总量

  84
377
    5

表 2 “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机构分布（部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研究机构

浙江海洋大学

南昌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广西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

郑州大学

湘潭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篇数

14
13
12
12
11
9
9
9
8
8

研究机构

延安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云南大学

安徽大学

武汉轻工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山东大学

西南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篇数

7
7
7
6
6
6
5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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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on in-depth research at the content level, and strengthen methodological construction at the method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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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学、地理学、农业资源与环境等诸多人

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级学科（学科专业分布

见表 3）。

数据统计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管理学、政

治学、应用经济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专业研究生

对乡村振兴关注较多，硕博论文篇数相当可观。此

外，教育学、历史学、地理学、建筑学、艺术学等

学科专业也有部分研究生以乡村振兴为学位论文

选题。换言之，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学科专业较

为丰富，但跨学科方面的研究尚未有效展开。这是

今后需要研究生倾心倾力、深耕深挖的学理路向，

以助力乡村振兴研究向纵深推进并取得实效，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理论借鉴和经验启示。

二 动态分析

乡村振兴研究动态的分析，可以通过高频关

键词呈现出来。依据中国知网文献检索功能，对

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高频关键词加以统计分析，

以管窥近年来研究生对此论域的核心关切和学术

旨趣（高频关键词见表 4）。需要指出的是，在关

键词统计过程中剔除了乡村振兴战略等与乡村振

兴高度重合的词汇，以及“战略背景”“战略布

局”“发展研究”“影响因素”等指向性弱的词汇。

关键词统计可知，“乡村发展”“乡村地区”“乡

村建设”“乡村治理”“乡村文化”“基层党组织”

等词汇出现的频次较多，是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

文的重要学术关注点。下面以“文化”“教育”“治

理”等为切入点，对研究生关于乡村振兴研究学

位论文略予评述，进一步深化对研究动态及最新

进展的了解和把握。

（一）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研究

作为乡村得以延续的根基灵魂，文化是助力乡

村振兴的精神之源。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深刻改变着农民的精神面貌，

还有力推动了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文化振兴受到硕

士生和博士生的深度关切，硕博论文多达 37 篇，

其学术旨趣涵摄历史文化传承、乡土文化振兴、文

化产业发展、乡贤文化培育、特色小镇开发、传统

村落保护、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如张文静以

徽州聚落生态文化为例，基于乡村振兴的视角挖掘

徽州区域丰富的文化资源及其当代价值，阐明皖南

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有助于激发农民的文化认

同、增强农民的文化自信，进而形成文化自觉，为

乡村振兴提供精神滋养 [1]。陈存斌以“中国海岛第

一村”舟山马岱历史文化遗存为研究案例，通过马

岱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检视，主张从构建分级

分类的保护体系、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加强历

史文化村落规划等方面入手，做好马岱历史文化遗

存保护利用 [2]。吴心玫以乡贤文化为研究对象，探

索乡村振兴战略契机下江西九江乡贤文化传承与

创新发展的可行性对策，通过对九江乡贤文化传承

发展现状界定的基础上，从培育新型乡贤、召引乡

贤回归、乡贤文化发展等方面保障乡贤文化传承发

展有序推进 [3]。

（二）关于乡村教育振兴研究

教育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支撑，是振兴乡村

文化、提高农民素质的重要途径，因而成为近期

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的热门选题。文献检索表

明，以教育为乡村振兴研究主旨的硕博论文共计

21 篇，其核心议题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职业教育、

义务教育、创业创新教育、法治教育、学前教育、

师生生存状况等。如刘熙宁以河北县域义务教育

为例，对县域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与乡村振兴战

略不适应性作了全面分析，并就乡村振兴视域下

县域义务教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出对策建议和

实践路径 [4]。叶雅兰基于实地调查，对乡村振兴

表 4 “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高频关键词（部分）

关键词

乡村发展

乡村地区

十九大

乡村建设

乡村治理

乡村文化

中央一号文件

生态宜居

三农工作

农村基层党组织

新型城镇化

农业生产

频次

125
113
43
38
35
27
20
16
14
14
13
13

关键词

现代化建设

旅游体验

乡村旅游

城乡一体化

农业基础设施

村落文化

基层治理

社会主要矛盾

文化广场

生态环境

乡村旅游业

协同治理

频次

71
12
11
11
11
10
10
9
9
9
9
8

表 3 “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学科专业分布

学科专业

马克思主义理论

管理学

政治学

应用经济学

城市规划学

教育学

篇数

126
91
67
42
34
28

占比 /%
27.0
19.6
14.4
9.0
7.3
6.0

篇数

18
15
14
13
9
9

学科专业

历史学

地理学

建筑学

艺术学

民族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占比 /%
3.9
3.2
3.0
2.8
1.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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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农民法治教育予以探析，认为农民法治观

念的接受度提升、法治意识的内化度提升、法治

信仰的践行度提升等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序

推进 [5]。薛瑞英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职业教

育功能加以考释，在剖析农村职业教育功能的发

展历程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微

观三个层面探究农村职业教育功能的结构及定位，

并就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及其

功能实践提出方法路径 [6]。

（三）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落实。没有乡村的有

效治理，就不会有乡村的全面振兴。如何加强和

创新乡村社会治理，让农村社会和谐有序、农民

拥有更多获得感，成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关注和探

讨的重要议题，相关研究成果共有 36 篇。如管文

行着力剖析了乡村治理主体问题，认为乡村治理

在不同历史时段具有不同的主体构成，目前主要

包括农村基层党组织、乡镇政府、村民自治组织

以及市场性治理主体等，而要发挥不同主体的积

极作用，必须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引导、完善相关

制度建设和健全主体间利益整合机制等 [7]。金禹

基于一种新的治理分析框架对乡村振兴中的乡村

治理逻辑作了阐释，认为要提升乡村治理的能力

和效力，就必须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有效引领，由

社会组织协助政府完成治理任务，构建广大民众

参与的协调机制来确保乡村治理有序实施 [8]。赵

川林述论了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贤参与乡村治理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认为要从优化乡贤队伍结构、

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出台相应的激励措施等方面

发挥乡贤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智力作用 [9]。

三 现状研判

对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进行梳理统计以及对

研究动态进行学理分析，可以进一步对此论域的研

究现状加以评判，厘清其概况、剖析其得失，为今

后硕士生和博士生研究乡村振兴提供参考借鉴。

（一）从成果数量来看，篇数增长迅猛，但总

量与期刊论文、报纸刊文差距明显

自 2018 年国内硕士生和博士生将学术视野投

向乡村振兴以来，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篇数增

长迅猛，可以说恪尽了研究生的本分和本事，但

是硕博论文总量与学术界差距仍然非常明显。这

里以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与期刊论文、报纸刊

文为例进行对比分析（硕博论文、期刊论文与报

纸刊文情况见表 5）。

数据统计表明，学术界对乡村振兴问题的关

注时间更早、成果数量更丰硕。2017 年，在党的

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后，与乡村

振兴有关的期刊论文和报纸刊文即呈井喷态势，

说明理论工作者比高校研究生有着更高的学术敏

锐度和理论洞察力。今后要引导研究生密切关注

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学术界的最新成果，不断

提高自身理论自觉性，把乡村振兴研究推向纵深。

（二）从社会影响来看，受到较大关注，但影

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学术关注度是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标识，主要通

过被引率、下载量等体现出来。通过中国知网引

文数据库对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与期刊论文的

引用频次、下载次数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得出结

论（硕博论文、期刊论文引用下载情况见表 6）。

表 5 “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期刊论文与

报纸刊文年度篇数

发文年份

2017
2018
2019
2020

硕博论文

0
82
372
5

期刊论文

346
6487
8629
2491

报纸刊文

306
2424
1513
312

表 6 “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期刊论文引用下载情况（部分）

引用频次
≥ 201

101~200
51~100
31~50
11~30

硕博论文

0
0
0
1
8

期刊论文

6
13
46
86
417

下载次数
≥ 10001

5001~10000
3001~5000
1001~3000
100~1000

硕博论文

0
1
7
43
338

期刊论文

15
32
81
672
1034

基于引用频次和下载次数的统计可知，乡村 振兴研究硕博论文业已受到较大关注。从引用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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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来看，被引超过 10 次的硕博论文共有 9 篇，被

引次数超过 30 次的硕博论文 1 篇，即苏州科技大

学刘晓宇的硕士论文《乡村振兴背景下苏州特色

田园乡村规划策略研究》，被引 36 次。从下载数

量来看，下载超过 1000 次的硕博论文共计 51 篇，

下载超过 5000 次的硕博论文 1 篇，即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韩丹的硕士论文《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陕

西省特色小镇发展模式研究》，下载 5702 次。然

而与乡村振兴期刊论文相比，硕博论文无论被引

率还是下载量都远逊于前者，说明硕博论文的社

会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从研究类型来看，应用研究居多，而基

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

从研究类型来看，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以

应用研究等为主，共计 438 篇，占论文总量的

94%。而乡村振兴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硕博论文

较少，仅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

战略研究》（杨茹茹，2019）、《我国乡村振兴

战略的伦理之维》（李皓，2019）、《在共享发

展境域中实现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万信，

2019）、《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研究》（曹

伟波，2019）、《< 人民日报 >“乡村振兴”重大

主题报道内容研究》（韩旭，2019）、《马克思

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视域下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马

琦茜，2019）、《乡村振兴视域下中国农村生态

文明建设研究》（叶奇奇，2019）、《乡村振兴

战略中的道德建设研究》（黄东梁，2018）等 28
篇。作为一项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的发展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固然要以应用研究为导向，通过案

例分析、经验总结、调查论证为其他区域振兴乡

村提供经验启示和价值借鉴。重视应用取向而轻

忽理论构建，在短期内不会有什么问题，长期来看，

缺乏理论支撑的实证研究则会营养不良而后续力

不足。这要求研究生必须静下心、扑下身，在实

地调查、数理统计、模型建构的基础上，尽可能

多地收集文献资源、把握理论前沿、深化基础研究，

为乡村振兴研究有序推进夯实理论根基。

（四）从方法运用来看，方法相对传统，新技

术新方法未受到重视

基于研究方法的细密爬梳可知，硕博论文主要

运用文本解读法、经验总结法、问卷调查法、数

据实证法、模型建构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方

法运用情况见表 7）。

表 7 对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方法运用作了

整理统计，有的硕博论文主要运用一种研究方法，

有些硕博论文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但总体上看，

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仍以传统研究方法为主，

对新技术新方法的敏感性和认同度不高。新技术

新方法既有助于深耕现有论域，又有助于开辟新

的疆域，却未受到硕士生和博士生的重视。相比

而言，期刊论文已将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

等新兴技术方法融入乡村振兴研究中，而且取得

了相当可观的成就。检索中国知网，可以清晰地

发现，借助大数据开展乡村振兴研究的期刊论文

36 篇，运用区块链推进乡村振兴研究的期刊论文

4 篇，将人工智能嵌入乡村振兴研究的期刊论文 2
篇。因此，硕士生和博士生要不断增强新兴技术

的驾驭和应用能力，将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

能等嵌入乡村振兴研究中，切实提升乡村振兴研

究的时代感和影响力。

四 研究展望

基于对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的计量分析和

现状研判，笔者认为今后要进一步找差距、补短板、

强弱项，从观念、视域、内容、方法等层面拓展

和深化，提质增效，使硕博论文成为乡村振兴研

究的重要成果形式。

（一）观念层面：提高重要性认识

硕博论文能否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建言献策的

关键在主体，研究者的理论素养和关注程度直接

决定了硕博论文的质量和水平。这就要求硕士生

和博士生必须更新观念，提高对国家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重要性的认识，认识到乡村振兴是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城乡协同融合发展、实现贫困地

区脱贫致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效举措；认

识到乡村振兴是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重要环节，

是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保障。有鉴于振兴乡

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作为专业契合度比较高的

农林类研究生理应对乡村振兴战略有着更高的学

术自觉，然而硕博论文篇数排名前 20 位研究机构

表 7 “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方法统计

研究

方法

篇数

文本

解读

54

经验

总结

86

问卷

调查

57

数据

实证

102

模型

建构

63

案例

分析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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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林类高校只有福建农林大学和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其余如安徽农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吉林农业大学各 3
篇，华中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甘肃农业大

学、浙江农林大学各 2 篇，而内蒙古农业大学、

云南农业大学等仅有 1 篇。可见，乡村振兴研究

中农林类高校研究生并未体现出专业优势，反而

是海洋类、综合类、师范类高校研究生表现抢眼。

今后各高校要加强引导，帮助广大研究生尤其是

农林类研究生明晰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

背景和战略构想，使之积极投身到乡村振兴实践

活动及理论研究中去。

（二）视域层面：加强多学科融合

高校研究生乡村振兴研究近年来进展迅速、成

果颇丰，然而相对学术界在该领域研究进展而言，

其存在一些不可轻忽的问题，尤其是研究视阈狭

窄的问题，这有必要引起从事乡村振兴研究的研

究生们的高度注意。  
目前，既有的硕博论文多以单一学科、某一专

题的方式开展乡村振兴研究，如从马克思主义理

论、政治学、管理学、教育学、应用经济学、地理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

单一学科专业探究乡村振兴视域下的集体经济创

新、基层组织建设、乡村社会治理、土地制度改革、

乡风文明培育、城乡融合发展等议题。单一学科、

专题研究有助于硕士生和博士生围绕某一议题开

展研究，尽可能把相关问题说清楚、讲透彻、弄

明白，进而深化对乡村振兴某个层面某个环节的

了解和认知，其研究意义不言而喻、研究价值不

可轻忽。但是，硕士生和博士生不能完全沉溺于

单一学科专题研究而疏忽对多学科融合的探索和

尝试。多学科融合有助于破除因学科分割而造成

的视角盲区，将乡村振兴战略构想更全面、系统、

完备地揭示出来，从整体上全局性推进乡村建设

与振兴。据笔者了解，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尚

未有多学科交叉融合方面的成果。鉴于此，研究

生在做好乡村振兴专题性基础性研究的同时，应

从不同学科视角积极拓展研究论域，通过学科融

合对乡村振兴整体样貌加以系统检视和全面把握。

（三）内容层面：注重深层次研究

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关键词检索分析表明，

近年来硕士生和博士生关于乡村振兴的学位论文

选题广泛，涵摄乡村振兴几乎所有领域，可以说

业已实现对此研究论域的全面覆盖，这表明乡村

振兴受到不同专业研究生的全方位关注。但是，

学术研究不仅要有面的宽广、量的累积，还要有

质的提升。当前部分硕博论文影响不大，与有些

研究生对中央精神把握不准、研究现状梳理不够、

问题发现意识不强、解决问题能力不足有关，正

是这些原因使得有的硕博论文尚处于浅层化和碎

片化状态，缺乏必要的理论深度和实践力度。而

注重与乡村振兴相关的深层次问题研究，是提升

硕博论文质量和影响的内在要求。

深化研究内容，有助于进一步挖掘乡村振兴的

本真特质和深层意蕴。鉴于高校研究生乡村振兴

研究现状，今后应深化硕博论文研究内容，研究

者在研究中既要考虑到全面性，也要注意到深邃

性，力争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研究格局。

深化乡村振兴硕博论文研究内容可从以下几个层

面展开：一是深耕现有论域，即以现有研究成果

为重要基础，继续深挖乡村振兴的深层意蕴。基

于上文对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的梳理、论文题

名及关键词的检索可知，目前高校研究生学术视

野聚焦到乡村振兴的主要论域，但对有的论域的

关注和探究还远远不够，存在深度浅、视界窄等

问题，这就需要高校研究生潜下心来深挖深耕、

字斟句酌，进而推出更有理论深度、更有实践温

度的精品力作。二是开辟新的疆域，即在现有研

究论域的基础之上，开辟乡村振兴研究的新论域。

乡村振兴作为当代农村建设与发展的基本方向，

意涵深邃、内容丰富，然而目前有些论域没有受

到研究生的深度关注。譬如，乡村振兴的理论渊

源与实现基础、乡村振兴的效能评价与指标创设、

乡村振兴研究的方法论构建等，诸如此类的深层

次问题都有待研究生深入挖掘和深度阐释。 三是

开展细部研究，即从更具体、更精细、更微观的

层面探究乡村振兴。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当

前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的细部研究没有再进一

步的细化和深入，能否从和谐、平等、法治、诚信、

友善等方面嵌入乡村振兴研究，尚须高校研究生

积极探索和尝试。研究内容的微观细末化，不仅

是硕博论文研究的创新之举，也是未来深化研究

的重要趋向。细部研究虽不能细致到使人们窥探

到一个乡村的振兴，但精细化思维和理念无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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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都是弥足珍贵的，是乡村振兴研究落实落细落

小的必要环节。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硕士生和

博士生戒骄戒躁、潜心钻研，对乡村振兴的逻辑

结构、核心要素和内在机制进行科学揭示和理论

阐发，深化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规律性、逻辑

性和必然性的理性认知，无疑能创作出更多高质

量、有影响的硕博论文。

（四）方法层面：强化方法论构建

开展乡村振兴研究，方法论运用尤为关键。鉴

于上文对乡村振兴研究硕博论文研究方法的梳理

可知，目前高校研究生主要运用文本解读法、经

验总结法、问卷调查法、数据实证法、模型建构法、

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这本身无可厚非，但乡

村振兴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些方法上，还要加

强方法论构建。

目前，国内硕士生和博士生对乡村振兴的研究

缺乏方法论构建意识。诚然，研究生在研究乡村

振兴的过程中都会运用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却没

有上升到方法论的理论高度，而大都是方法运用

的应然结果。方法论构建的缺失，势必削弱对乡

村振兴的研究反思，导致硕博论文对乡村振兴的反

思研究不够明显，也不够彻底。推进乡村振兴硕博

论文研究，要强化研究过程方法论构建。构建乡村

振兴研究方法论，一方面要强化历时性呈现。历时

性呈现聚焦本土层面，即从历史发展脉络的时间维

度来探讨乡村振兴战略。目前，乡村振兴的历时性

研究未引起高校研究生的高度关注，相关成果非常

稀缺。研究生可以从中国百年乡建史的视角省思乡

村振兴战略，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得失作为

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价值借鉴。另一方面要强化共时

性比较。共时性比较聚焦国际层面，是以特定时间

段域内外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对比研究。近年来，研

究生对乡村振兴的研究多集中于我国，而对其他国

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着墨甚少，比较研究明显不足。

比较性研究，应是今后研究生需要注重的研究方

法。譬如，研究生可以开展共时性比较研究，对东

亚韩国、日本振兴与发展乡村的措施及经验对中国

实施乡村振兴的影响和启示等选题开展研究。历时

性与共时性协同并进，有助于形成“纵向到底”“横

向到边”的全域性研究视角，深化对乡村振兴战略

深邃意涵、价值指向和逻辑理路的精准把脉，并将

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研究方法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

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的且极为重要的战略

工程，乡村振兴的有序推进和高质量发展需要社

会各界的共同关注和积极参与。研究生作为高层

次人才，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关注和研究，不仅

壮大了研究队伍，还丰富了研究成果，为全面振

兴乡村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党校系统等研究生培养单位要发挥导

向作用，引导更多硕士生博士生投入到乡村振兴

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中去。只要研究生真心投入、

精耕细作，其个人的点滴努力必将汇聚起振兴乡

村的涓涓流水，在乡村建设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留下持久而深远的时代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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