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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

———基于梅家坞村的调查研究

章军杰１ꎬ２

(１. 山东大学 管理学博士后流动站ꎬ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ꎻ
２.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ꎬ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ꎬ正重塑乡村社会文化经济生态链ꎮ互联网带来的

信息高速流通、思维变革ꎬ对此前在信息获取处于弱势地位的乡村带来系列影响ꎮ文章运用

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及半结构式访谈方法ꎬ通过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梅家坞村的个案解读

与剖析ꎬ呈现梅家坞村社会经济和产业协作状况ꎬ论述互联网在农民生产、消费、交易和娱乐

方式等方面引发的变革ꎬ并发现当前梅家坞村存在产业协作低、生产周期性漫长、文化缺失

等问题ꎬ再由经济、社会、文化三个维度ꎬ探讨乡村新经济范式下梅家坞村如何构建经济—社

会—文化共同体ꎬ如何以产业化带动乡村治理现代化ꎮ互联网时代梅家坞的社会经济发展ꎬ
对其他地区乡村振兴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ꎮ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ꎻ乡村振兴ꎻ乡村经济ꎻ梅家坞村ꎻ三农问题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１５０５(２０１８)０４ ０１１８ １１
ＤＯＩ:１０. １４１３４ / ｊ. ｃｎｋｉ. ｃｎ３３￣１３３７ / ｃ. ２０１８. ０４. ０１２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Ｌｉｆ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ｇ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ｅｉｊｉａｗｕ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ＺＨＡＮＧ Ｊｕｎ￣ｊｉｅ１ꎬ２

(１.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ｔｉｏｎ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２５０１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２５０１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ｒｅ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ｃｕｌｔｕｒ￣
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ｓ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ａｎｄ ｉ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ꎬ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ｌａｃｋ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ꎬ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ｅｉｊｉａｗｕ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ｉｎ Ｗｅｓｔ Ｌａｋ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ｈａ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ꎬ ｈ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ｌｉｆｅ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ꎬ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ｈ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ｌｉｋｅ ｌｏｗ￣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ꎬ ｌｏ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ｌａｃｋ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ｌ￣
ｌａｇ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ｈｏｗ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ｈｏｗ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Ｍｅｉｊｉａｗｕ.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ｇｅ ｉｎ Ｍｅｉｊｉａｗｕ ｃａｎ ｂｅ ａ ｇｏｏ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ａｒｅａ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ｇｅꎻ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ꎻ Ｍｅｉｊｉａｗｕ Ｖｉｌｌａｇｅꎻ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剧变的新时代ꎬ在产业、空间、业态等方面无不发生着剧变ꎮ中国历史的实

质ꎬ主要就是乡村演进史ꎮ[１]村落是农民生产、生活的最重要空间和最基本单位ꎬ以村落为单位研究农

业、农村与农民问题是一个观察中国的必要视角ꎮ我国乡村相关研究肇始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

动ꎮ由梁漱溟、江恒源、晏阳初等知识精英推行的大规模乡村社会建设运动ꎬ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ꎬ
他们通过大量的研究与实验ꎬ从理论和实践的双维寻找乡村振兴的动力ꎮ１９３８年ꎬ费孝通基于对江苏

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近两个月的深入调查ꎬ形成«江村经济»①一书ꎬ并对“江村”进行持续７０年的跟踪观

察ꎬ尝试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问题ꎬ并引发国内外学者的高度

关注ꎬ开启一种以村落为单位的微观研究新范式———“江村学”ꎮ[２]马林诺斯基指出“(江村)让我们注

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ꎬ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ꎮ[３]ＸＩ“江村”记述开弦弓村

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ꎬ反映中国乡村现代化和乡村历史剧变的一种类型ꎬ被国际学

术界视为了解中国乡村变迁的窗口ꎮ改革开放以来ꎬ围绕农村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ꎬ不同学者从

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出发ꎬ对乡村建设开展多维度研究ꎮ陆学艺、黄宗智、李培林、徐勇、王铭铭、于建嵘

等重量级学者对乡村社会、乡村经济、乡村自治等议题的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ꎬ更是带动一批有志于

乡村建设的学人投身研究乡村、解释乡村、改造乡村ꎮ
乡村经济是乡村研究开展的初衷与起点ꎮ邓大才以农民的市场化与社会化为核心对湖村经济生

活的深描[４]ꎬ刘金海从农业就业与非农村就业对大别山麓农民就业与增收的解读[５]等ꎬ为我们理解当

代中国乡村经济变迁提供一个“窗口”ꎮ但较之社会学、政治学对乡村结构与社会关系、村治变迁与秩

序重构等质性研究ꎬ乡村经济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乡村经济类型、乡村经济发展与转型等现象描述ꎬ
虽在乡村旅游、乡村工业、“一村一品”等方面形成诸多研究成果ꎬ但与乡村经济实践对理论层面的迫

切需求形成强烈反差ꎮ与此同时ꎬ改革中或曰变革中的乡村经济ꎬ由传统的农业经济逐步拓展至工业

经济和服务经济ꎬ并在互联网时代呈现出新的特点ꎬ出现了借助“互联网 ＋ ”的农业４. ０版[６]ꎮ“互联网

＋三农”不仅改变乡村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易方式ꎬ也变化了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和发展动力ꎬ并
在“信息拥有者”和“信息贫困群体”的分化中形成普遍的“数字鸿沟” [７]ꎬ必将对乡村社会经济及其制

度变迁产生重大影响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ꎬ在农业现代化基础上创造性提出“农村现代

化”命题ꎬ互联网是新时代农村现代化的应有关照ꎮ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４１次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ꎬ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ꎬ我国网民规模达到７. ７２亿ꎬ其中农村网民规模达２. ０９亿ꎬ普

９１１第 ４ 期 章军杰:互联网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　

①１９３８年ꎬ费孝通在伦敦大学就学期间ꎬ基于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社会调查ꎬ撰写博士论文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Ｌｉｆ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Ｖａｌｌｅｙ(中文版译为«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ꎬ引起人类学界

和社会学界的重视ꎬ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式著作ꎮ



及率达３５. ４％ [８]ꎬ形成一定规模并具较大发展潜力ꎮ２０１７年１２月ꎬ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专题讨论乡村振

兴战略ꎬ强调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ꎬ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ꎮ“互联网 ＋ 三农”是我国农村又将面临的一次重大变

革[９]ꎬ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ꎬ打破传统乡村原有的平衡ꎬ
正重塑乡村社会文化经济生态链ꎮ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高速流通、思维变革ꎬ对此前在信息获取处于弱

势地位的乡村产生系列影响ꎬ乡村社会变迁也呈现一些新特点:①传统乡村社会主要沿着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路径渐次展开ꎬ互联网时代的乡村社会则呈现一种由农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由
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双重转变的趋向ꎻ②“互联网 ＋三农”催生乡村新的经济范式ꎬ现代乡村社会的组

织结构、产业行为、开放程度、知识体系等也发生“裂变”ꎮ互联网被假设成为天生迫切被需要且对所有

人有益的活动[１０]ꎬ用微观的解析探讨如何实现互联网时代新的乡村经济范式ꎬ尝试用产业化带动新

治理模式的探索ꎬ对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积极意义ꎮ

一、研究缘起:互联网时代乡村经济大变革

(一) 从“江村”到梅家坞村

“江村”即开弦弓村ꎬ位于江苏省吴江县ꎬ蚕丝业一度是村民的最主要收入来源ꎮ但随着现代制丝

工业技术的引进ꎬ传统家庭蚕丝手工业逐步破产ꎬ深刻影响开弦弓村人的生活ꎮ“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

样ꎬ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ꎬ[３]３呈现由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家庭手工业向机械轻

工业、传统手工作坊向合作工厂等多维变化ꎬ形成异于传统乡村经济的新范式ꎬ并对传统乡村社会、经
济、文化产生深刻影响ꎮ

梅家坞村地处浙江省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区西部腹地ꎬ自古是龙井茶的主产地ꎬ茶叶是村民的主

要收入来源ꎮ但囿于交通、通信等因素ꎬ传统售茶主要依靠村民摆摊销售或公司收购ꎬ茶叶市场范围和

利润空间长期处于狭仄状态ꎮ２０００年以来ꎬ部分村民开始尝试通过淘宝等网络平台销售茶叶ꎬ扩展市

场ꎮ交通的改善、龙井茶的销售拓展等ꎬ促进旅游业的产生与发展ꎬ越来越多的茶楼、民宿开始出现ꎬ并
逐步进驻大众点评、美团等平台ꎬ提供网上预定等在线服务ꎮ互联网推动旅游业和茶业的发展ꎬ也推动

包括快递、包装等配套行业的兴起ꎬ同时它们又反作用于旅游业和茶业ꎬ凸显“互联网 ＋ 三农”的动力

和张力ꎬ形成异于传统的新产业生态系统(见表１)ꎮ

表１　 “江村”与梅家坞村对比表

村名 “江村”(开弦弓村) 梅家坞村

地理位置
苏州市吴江区ꎬ

长江下游

杭州市西湖区ꎬ
西湖风景区西部腹地

地形 平原地形ꎬ水网密布 蜿蜒山坞ꎬ丘陵起伏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水稻、渔业为主 茶叶

第二产业 纺织工业 茶叶加工

第三产业 乡村休闲旅游业

产业转型
方向 工业化 信息化

动力 制丝技术革新 互联网技术应用

无论是江村还是梅家坞村ꎬ它们都是中国广大乡村中的一部分ꎮ“以江村来说ꎬ它固然不能代表中

国所有的农村ꎬ但是确有许多中国的农村由于所处条件的相同ꎬ在社会结构上和所具有的变化方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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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江村基本上是相同的ꎬ江村固然不是中国全部农村的‘典型’ꎬ但不失为许多农村所共同的‘类型’
或‘模式’ꎮ” [３]４２２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ꎬ可以看到中国的部分缩影ꎮ乡村的发展离不开农民的主

动性与创造性ꎬ也离不开时代的大背景ꎮ从江村到梅家坞村ꎬ中国乡村正在经历一个新的巨大变迁ꎬ农
业劳动力在向非农劳动力转移上呈现“不离土不离乡”的新变化[１１]ꎬ乡村经济的动力与运行机制也在

发生新的变化ꎮ

(二) 调查地点的选择与研究方法

梅家坞村是一个有着６００多年历史的古村ꎮ因交通闭塞、通讯不便ꎬ村民较之周边长期处于相对贫

困状态ꎮ１９８０年代以来ꎬ龙井茶的生产、加工与销售ꎬ以及围绕龙井茶形成的休闲旅游ꎬ逐步改变梅家

坞村相对贫穷落后的局面ꎮ特别是２０００年梅灵隧道的开通ꎬ催生梅家坞农家乐的兴起ꎻ“互联网 ＋ 三

农”更是推动梅家坞淘宝村的建设ꎬ村民自发设立淘宝店ꎬ部分青年返乡电商创业ꎬ带动梅家坞茶产业

升级ꎻ２０１４年梅家坞村遭遇寒冬①ꎬ茶楼生意惨淡ꎮ为拓展市场ꎬ部分茶楼、民宿开始进驻大众、美团等

平台ꎬ并提供在线预定服务ꎮ同时ꎬ以龙井茶特色产品为基础的电商平台发展迅速ꎬ推动形成“互联网

＋三农”新产业格局ꎮ“卢正浩”茶叶铺在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７年连续四年“双十一”成交额居全国茶叶店铺前

十ꎮ２０１５年起ꎬ梅家坞村连续三年被阿里研究院评为“淘宝村”②ꎮ电商平台的发展ꎬ拓宽梅家坞村龙井

茶销售渠道ꎬ微商也正在兴起的过程ꎬ梅家坞成为杭州“百村示范、千村整治”的典范(见表２)ꎮ

表２　 梅家坞村发展阶段表

阶段 特点

１９８０年前 梅家坞开始用电锅炒茶ꎬ成为全国新农村示范点

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０年 茶园承包到户ꎬ茶企业逐渐兴起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逐渐融合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８年 梅灵隧道开通ꎬ“景中村”整治ꎬ茶文化旅游开始兴起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年 茶文化旅游蓬勃发展ꎬ电子商务开始兴起

２０１４ －至今 茶业、旅游业遭遇寒冬ꎬ产业适时转型与升级ꎬ连续三年被评为“淘宝村”

　 　 注:根据梅家坞村委会提供资料及其他材料整理ꎮ

本文属实证研究中的个案分析ꎬ以定性分析为主ꎬ辅以定量分析ꎮ通过实地调研和半开放式访谈

的方式ꎬ对包括村民、管理部门、网商、茶楼主等在内的３３人次半结构式访谈ꎬ发放问卷２０７份ꎬ回收有

效问卷１８６份ꎬ结合访谈和文献所得数据对梅家坞乡村经济进行解读ꎬ分析互联网时代梅家坞村经济

的发展状况、运作模式和产业链协作关系ꎬ呈现“互联网 ＋ 三农”新产业格局ꎬ并把产业力量嵌入乡村

社会ꎬ影响乃至主导乡村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易方式ꎬ呈现互联网时代新的乡村经济范式ꎬ对乡村振

兴战略具有重要的范式和方法论意义ꎮ

二、梅家坞乡村经济的发展与协作

(一) 梅家坞的工业化与信息化

梅家坞的工业化起步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ꎮ１９６１年春ꎬ梅家坞村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实现用电炉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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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１４年ꎬ因农家乐同质化竞争、房租压力大、限制公款消费等原因ꎬ梅家坞遭遇史上最冷寒冬ꎮ参见:梅家坞农家

乐遭遇最冷“寒冬”[Ｎ]. 今日早报ꎬ２０１４－１２－２４(０２).
淘宝村是指活跃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１０％以上、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到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村庄ꎮ



茶ꎬ既保存茶叶的形、色、香、味特色ꎬ又提高生产效率和茶叶品质ꎮ１９８６年ꎬ梅家坞创办精品制茶厂ꎬ并
于１９８９年注册“梅”字商标ꎬ利用集体经济的力量创办茶叶企业ꎬ成为西湖龙井茶的代表ꎮ[１２]除电炉炒

茶之外ꎬ２０００年来炒茶机的应用与普及ꎬ加速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结合的变革ꎮ目前ꎬ全村９０％以上村

民购有炒茶机器ꎮ每年三四月春茶采摘炒制期间ꎬ梅家坞村大规模运用炒茶机ꎬ实现由传统炒茶向半

机炒半人工的转变ꎬ正处于向工业化生产的过渡阶段ꎮ
梅家坞的信息化则起步于２１世纪初ꎬ并在２００７年以后逐步实现光纤宽带全覆盖ꎮ互联网不仅改变

经济发展模式ꎬ也渗透到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ꎮ村民的交流方式、休闲娱乐也发生变革ꎮ村民 Ａ 某说:
“今年我５０多岁ꎬ但我也会用微信和姐妹们聊天ꎬ平时也知道上网看看电视ꎬ互联网不仅对做生意的人

有帮助ꎬ对我们的影响也非常大ꎮ”①在电子商务以线带面的作用下ꎬ梅家坞村由传统农业社会和工业

社会的混合体ꎬ逐步走向信息化ꎮ

(二) 梅家坞乡村经济的多重协作

梅家坞村仍保持着传统乡村社会的交往原则ꎬ血缘与地缘等传统关系仍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ꎬ但
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ꎮ本地网商、合作社在茶叶价格、品质、生产能力等方面考察合作的可能性ꎬ更
多考虑的是利益ꎬ其次才会考虑感情ꎮ在问及邻里关系时ꎬＢ 某说:“你看城市里对门的串门么?几乎没

有吧ꎮ我们这边也基本不串门ꎬ就是(茶楼)老板伙计聚在一起娱乐ꎮ”②在产业协作的不断深化中ꎬ传
统的血缘与地缘关系虽有保持但逐渐淡化ꎬ而由利益关系主导的合作则不断强化ꎮ围绕着龙井茶这一

核心ꎬ梅家坞乡村经济形成产业链各要素之间的多重协作关系(见图１)ꎮ

图１　 梅家坞村产业生态系统

１. 横向协作ꎮ梅家坞村以原山区地形为依托ꎬ以
龙井茶为媒ꎬ与梅家坞村景区周围的西湖、宋城相呼

应ꎬ构成茶文化休闲旅游区ꎮ据不完全统计ꎬ梅家坞村

约有茶楼农家乐１６０家ꎬ民宿１０余家ꎮ游客可吃农家饭、
住民宿、欣赏茶园风光、品尝龙井等ꎬ春茶采摘期间也

可体验龙井茶的采摘和炒制ꎮ民宿会向住客推荐茶叶ꎬ
部分茶楼也会与民宿合作向游客推荐彼此ꎮ每个行业

之间ꎬ看似分离ꎬ却通过“茶”这一载体ꎬ相互连结ꎬ推
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ꎮ

２. 纵向协作ꎮ茶叶从生长、管理、采摘最终到消费

者手中ꎬ需经生产、包装、销售、运输等主要环节ꎮ为增

强梅家坞村龙井茶品牌影响力和整合部分村内外资

源ꎬ促进茶叶的生产销售ꎬ村内成立杭州梅家坞村朱梅

茶叶专业合作社、杭州兴农春茶叶专业合作社等多家

茶叶合作社ꎮ当地部分原先从事茶叶生产的村民开设

茶叶包装店ꎬ个别茶叶包装公司根据消费者需求ꎬ设计并生产个性化包装ꎮ快递行业的发展提高茶叶

的运输效率ꎬ茶叶店铺与位于转塘的顺丰、圆通、申通、韵达等多家快递签有长期合作协议ꎬ每天定时

上门揽件ꎬ便利茶叶在线交易ꎮ
３. “互联网 ＋ ”协作ꎮ“互联网 ＋ ”的概念自提出以来ꎬ网络开始在农村持续渗透ꎬ并逐渐成为行业

发展新趋势ꎮ梅家坞村的电子商务发展正是这一体现ꎬ初步形成以龙井茶销售为基础的特色产业集

２２１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８ 年

①
②

访谈对象:村民 Ａ 某ꎬ访谈时间: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０日ꎬ访谈地点:梅家坞老村３７１号ꎮ
访谈对象:茶楼主 Ｂ 某ꎬ访谈时间:２０１７年１月７日ꎬ访谈地点:梅家坞新村３７号ꎮ



聚ꎮ由市场引导生产ꎬ以销售连接市场ꎬ梅家坞村茶叶除以往的熟客、游客购买外ꎬ增加电商、微商等销

售渠道ꎮ除茶叶的网络销售ꎬ茶楼、民宿也与携程、大众点评、美团、百度糯米等网络平台合作ꎮ游客可

通过各大网络平台ꎬ了解当地信息和体验预订服务ꎻ而另一端的茶楼、民宿等也可通过平台对接游客ꎬ
扩大市场半径ꎮ

三、互联网时代梅家坞社会经济变迁

(一) 社会变迁的五个维度

１. 空间环境ꎮ２０００年梅灵隧道开通ꎬ梅家坞途经的公交线路增加至３条ꎬ在新村与老村均设有公交

站点ꎬ另有两条旅游巴士线路连通梅家坞与宋城等杭州其他主要旅游景点ꎬ交通状况得到有效改善ꎮ
２００３年起ꎬ梅家坞村进行三期景中村整治ꎬ对原有建筑进行改造ꎬ逐步恢复和建设具有茶乡特色的景

观ꎮ目前ꎬ梅家坞村已实现光纤入村、４Ｇ 网络覆盖ꎬ改善原有的信息封闭状况ꎮ顺丰、申通等快递公司

在距梅家坞附近的转塘设有仓储快递区ꎬ快递员定时上门取发快件ꎬ满足村民生产生活的需要ꎮ
２. 社会结构ꎮ梅家坞的社会结构趋于多元化ꎮ梅家坞现有常住人口２０００人ꎬ其中农民户口达１２８７

人ꎬ家庭以小型化为主ꎮ村内外来人口约８００人①ꎬ主要从事服务业、茶园管理ꎬ还有部分经营超市、茶叶

包装店等ꎮ随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ꎬ个体经营户比重不断上升ꎮ在受访人群中ꎬ个体经营户占比２９％ ꎮ
外坞人②投资的茶楼在峰值曾达全村的７０％ ꎮ但２０１４年以来ꎬ由于房租压力、同质竞争等原因ꎬ外坞人

不断减少ꎬ并凸显从投资茶楼到茶楼民宿双向投资的新趋势ꎮ与此同时ꎬ合作社、协会等社会组织不断

出现并定期组织相关培训ꎬ帮助村民更好进行茶叶生产ꎬ有效整合村内外资源并规范带动梅家坞村

发展ꎮ
３. 经济结构ꎮ梅家坞经济由单一农业经济转型为农业、旅游服务业协同发展ꎬ经济结构呈现多元

化态势ꎮ茶叶作为梅家坞村支柱产业ꎬ在经济发展中仍起主导作用ꎮ在茶叶销售上ꎬ梅家坞村村民除原

有的熟人销售、公司收购等形式外ꎬ通过淘宝、微信、微博等平台拓展茶叶宣传渠道ꎬ提升茶叶销量ꎮ在
第三产业方面ꎬ去哪儿、美团等第三方平台不仅降低信息传播成本ꎬ扩大辐射半径ꎬ同时也为游客提供

便利的预定服务ꎮ互联网的普及与应用不仅打响梅家坞休闲旅游的品牌ꎬ也提升村民收入促进梅家坞

村产业升级ꎮ如 Ｃ 某说:“我们客栈放在去哪儿和携程上ꎬ尽管收取１５％的费用ꎬ但效果远大于我们自

己宣传ꎬ尤其是我们这样不靠马路边的地理位置ꎮ”③

４. 生活方式ꎮ互联网的普及与应用改变梅家坞村村民的原有生活方式(见图２)ꎮ受访村民中ꎬ
２５. ５８％的村民认为互联网对其休闲娱乐方式影响较大ꎬ２１. ７１％的村民认为互联网改变娱乐时间ꎻ受
访村民闲暇时以看电视和上网为主ꎬ其中３１. ３７％村民上网时选择网上购物ꎬ其次为浏览信息ꎬ村民生

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已发生改变ꎮ网上购买生活百货、服装配饰等ꎬ街头巷尾寄取快递已成常态ꎬ并进一

步拓展至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炒股、购买理财产品ꎬ投资理财方式多样化ꎮ在访谈礼耕堂店主 Ｄ 某时ꎬ
其正用电脑浏览股票交易信息ꎬ并提到“店里有无线ꎬ空闲时间就用电脑或者手机上上网ꎬ看看股票ꎬ
很方便”ꎮ④

５. 文化变迁ꎮ中国传统的社会稀缺资源分配是通过差序格局来实现的ꎮ[１３] 互联网促进产业链升

级ꎬ丰富乡村单一的经济形态ꎬ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梅家坞村ꎬ其动态性及动态性中蕴藏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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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梅家坞村委会ꎮ
梅家坞村民将外来茶楼承包者称之为“外坞人”ꎮ
访谈对象:客栈店主 Ｃ 某ꎬ访谈时间: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８日ꎬ访谈地点:梅家坞老村２０５号ꎮ
访谈对象:礼耕堂店主 Ｄ 某ꎬ访谈时间: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３日ꎬ访谈地点:梅家坞老村１９４号ꎮ



图２　 梅家坞村村民上网情况

产与再生产ꎬ为乡村文化变迁提供了新的养分ꎮ调查发现ꎬ不少外出打工或求学者回到梅家坞村开设

淘宝店ꎬ开设店铺意味着在家创业做老板ꎬ这对他们更有吸引力ꎮ这部分回乡的年轻人正成为梅家坞

村新农人的主力军ꎬ原有基于血缘和地缘的文化传承有了新的可能ꎮ且随着村内淘宝店不断涌现ꎬ茶
楼民宿融入更多互联网元素ꎬ村民原有狭隘观念也发生转变ꎬ更加懂得如何应用互联网将“茶”这一要

素融入生产生活ꎮ

(二) 变迁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１. 非法开垦与生态保护的冲突ꎮ茶叶作为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ꎬ收入因互联网应用随销售渠道扩

展日益增长ꎮ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ꎬ较高的经济回报吸引村民非法开垦ꎮ但非法开垦所带来的环境破

坏ꎬ不利于梅家坞村发展的可持续性ꎮ梅家坞村于１９８４初ꎬ以每人九分七厘的标准进行第一次茶园分

配ꎬ后于１９９９年进行第二次茶园分配ꎮ①因茶叶的产量和质量受茶树品种、生产技术等条件限制ꎬ对气

候要求严苛ꎬ产量有限ꎮ据初步测算ꎬ梅家坞村春茶总产量最多八十吨ꎬ而市场上对龙井茶需求远超产

量ꎮ原茶地生产的龙井茶难以满足市场需要ꎬ加之此前生态保护意识淡薄、法制观念落后等原因ꎬ不断

有村民通过开荒毁林开辟新的茶地进行生产活动ꎮ新开垦的茶地在２ － ３年后便具有生产力ꎬ每亩可带

来２万元以上的收益ꎮ②非法开垦现象近年虽有所遏制ꎬ但此前已有约８０％的村民通过非法开垦获得新

的茶地ꎬ这部分茶地的合法性和破坏性问题尚待解决ꎮ
２. 公共空间匮乏与经济发展的冲突ꎮ互联网与农村产业链的结合ꎬ推动梅家坞旅游业进一步发

展ꎬ但原有公共空间却难以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需求ꎮ因互联网辐射半径大ꎬ茶楼、民宿不再限于区位

因素ꎬ非马路两旁的茶楼也可通过自身特色或高性价比提高竞争力ꎬ弥补地理位置的劣势ꎮ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年“五一”“十一”期间ꎬ梅家坞村游客量均达万人以上ꎬ但村内现有停车位仅５２０余个③ꎬ与停车需

求形成较大反差(见图３)ꎮ而网络平台的双向互动和评分机制ꎬ突显消费者反馈和口碑的重要性ꎬ“停
车难”等公共设施匮乏问题正影响梅家坞旅游业的品质ꎮ此外ꎬ用地限制也阻碍村内产业的进一步发

展ꎮ作为梅家坞村电子商务的领头羊———卢正浩茶庄ꎬ其电子商务专用的仓库和办公地点均位于转

塘ꎬ而非在村内ꎬ这与村建设用地稀缺有一定关系ꎮ
３. 低水平产业协作与同质化竞争问题ꎮ梅家坞村内茶业、旅游业的产业形态单一ꎬ产业呈周期性

变化ꎬ难以形成梅家坞村高效发展的持续动力ꎮ梅家坞村电商销售产品类别ꎬ除卢正浩茶庄有扩展到

白茶、乌龙茶等茶叶品种ꎬ其他均集中于西湖龙井茶ꎮ彼此间处于直接的竞争关系ꎬ在同质的情况下依

靠价格走量取胜ꎬ甚至出现部分淘宝店假冒西湖龙井的情况ꎮ这不仅有损村民的经济利益ꎬ也给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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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访谈对象:梅家坞村委会书记 Ｅ 某ꎬ访谈时间:２０１７年１月９日ꎬ访谈地点:梅家坞村村委会ꎮ
访谈对象:村民 Ａ 某ꎬ访谈时间: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０日ꎬ访谈地点:梅家坞老村３７１号ꎮ
数据来源:梅家坞村委会ꎮ



坞村品牌形象带来不利影响ꎮ另外ꎬ随着外坞人的缩减ꎬ越来越多的村民自己开办茶楼ꎮ但就如村干部

梅某提到:“村里考虑过搞‘联营’ꎬ以星级茶楼联合周边茶楼ꎬ把茶楼的摊子铺大ꎬ就可以让村子深处、
不靠路边的农家也尝到甜头ꎮ但经调查ꎬ村内愿意带头搞茶楼的很少ꎮ”①目前茶楼普遍处于同质化竞

争中ꎬ大多茶楼都是自家经营、规模较小的个体户ꎬ经营内容集中于餐饮、品茶ꎬ产品千篇一律且缺乏

创新ꎮ菜系基本属杭帮菜ꎬ人均消费集中在６０ － ８５元之间ꎬ仅个别茶楼人均消费超过百元(见表３)ꎮ由
于特色缺乏、产品单一等问题ꎬ村内茶楼、农家乐只能选择以低价或拉客方式吸引顾客ꎬ维持日常运

营ꎮ茶叶生长的周期性又深刻影响梅家坞产业的周期性ꎬ进一步激化低水平竞争ꎮ②

图３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６年梅家坞村“五一”“十一”游客量图(单位:万人次)
注:数据来自杭州市西湖街道办事处ꎬ２０１３年“五一”数据缺失ꎮ

表３　 梅家坞、茅家坞、三台山部分茶楼基本信息

村庄名称 茶楼名称 地点 菜系 人均消费(元)
梅家坞 冉冉茶楼 梅家坞８１号 杭帮 /江浙菜 ５５
梅家坞 樟乐茶庄 梅家坞９１号 杭帮 /江浙菜 ８６
梅家坞 云栖小筑 梅家坞３９ － １号 杭帮 /江浙菜 ８３
梅家坞 欣怡茶庄 梅家坞８９号 杭帮 /江浙菜 ７３
梅家坞 北隐７６＃ 梅家坞７６号 创意菜 １０３
茅家埠 五峰草堂 龙井路７０号 杭帮 /江浙菜 １３５
茅家埠 清溪余韵 龙井路１２号 杭帮 /江浙菜 ７１
三台山 古韵茗茶 三台云舍５７号 食品茶酒 ６０
三台山 优渥 三台山路１６９号 杭帮 /江浙菜 ５６

　 　 数据来源:根据实地走访、大众点评网等有关资料整理ꎮ

４. 社会认同弱化与集体记忆重构的冲突ꎮ互联网方便人与人的联系ꎬ创新经济发展模式ꎬ但其所

引发的“时空虚化”及“语境再造”ꎬ引发原有社会规范瓦解、集体记忆重构[１４]等问题ꎮ互联网突破原有

的时空边界ꎬ压缩人际交往的时间成本ꎮ访谈中ꎬ不少村民谈及微信聊天的普遍性ꎬ起床第一件事情就

５２１第 ４ 期 章军杰:互联网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　

①

②

每年３ － ５月是茶叶农忙季节ꎬ由３月中旬起ꎬ村民开始雇佣安徽、江西等地农民工ꎬ协助茶叶采摘、炒制等ꎮ此时

正值新茶上市ꎬ村内会举办炒茶大赛、采茶舞表演等活动ꎬ吸引游客爬山踏青、体验茶文化、购买茶叶等ꎮ而夏秋季节正

值茶园管理期ꎬ茶叶农药残留量偏高ꎬ村内又缺少相关的文娱活动ꎬ游客相对较少ꎬ茶楼、民宿生意均不理想ꎮ一位茶楼

主 Ｈ 某就提到:“会比较不稳定ꎬ有时候一天客人蛮多的ꎬ有时间也有可能一个都没有ꎮ”访谈对象:梅家坞村委副主任

Ｆ 某ꎬ访谈时间: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５日ꎬ访谈地点:梅家坞村委会ꎮ
访谈对象:茶楼主 Ｈ 某ꎬ访谈时间:２０１７年１月７日ꎬ访谈地点:梅家坞老村１３４号ꎮ



是刷朋友圈ꎮ运营淘宝店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ꎬ也对淘宝店主的社交娱乐等产生连锁反应ꎮ就如淘

宝店主 Ｉ 某谈到:“做淘宝ꎬ规模较小的时候ꎬ只能自己做ꎬ对身体影响很大ꎬ没双休日ꎬ有时候半夜都

会有单ꎬ也没时间锻炼ꎮ有顾客会因晚回旺旺信息或者发货慢ꎬ而给差评甚至退货ꎬ所以ꎬ空下来也只

是上网看剧、打游戏ꎬ不敢离开电脑ꎮ”①互联网正弱化原有的地缘、社会关系及认同感ꎬ而新的社会族

群和社会规范尚未成形ꎬ网络带来社会族群的伸缩性、模糊性又带来乡村集体记忆重构的复杂性ꎮ
５. 大规模应用机械炒茶与传统手工炒茶技艺断层的冲突ꎮ茶文化是梅家坞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ꎬ

龙井茶炒茶技艺是茶文化中重要的一环ꎬ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ꎮ但因采茶劳动量大、炒茶易烫伤

手等原因ꎬ会且乐于从事采炒茶的年轻人并不多ꎮ近年随着茶叶采摘人工成本提高ꎬ龙井茶利润空间

进一步被压缩ꎬ高效率、低成本的机器越来越受欢迎ꎮ在西湖龙井梅家坞一级保护区内ꎬ９０％以上的龙

井茶采用半机炒、半人工的方式代替全人工炒制ꎮ据茶农 Ｊ 某介绍:“通过机炒ꎬ每天每个工人可炒制

２０斤茶ꎬ而手工炒茶一天最多炒制２斤ꎮ”②虽然机炒茶成本低、效率高ꎬ但手工炒制的茶叶香味更浓郁

持久ꎬ口感也更甘醇ꎬ是机炒茶所不及的ꎮ大规模应用机械炒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西湖龙井品质ꎬ也不

利于手工炒茶技艺的保护和传承ꎮ

四、互联网 ＋ :构建乡村命运共同体的对策建议

(一) 以产业协作为中心ꎬ打造经济共同体

１.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ꎬ推广互联网应用ꎮ进一步开展光纤网络、４Ｇ 网络建设和业务应用ꎬ构建梅

家坞互联网平台ꎮ有效整合茶楼、民宿等资源ꎬ通过游、行、购、食、娱一整套产品的在线实时动态分享ꎬ
让线上的消费者转变为线下游客ꎻ应用二维码、公众号等ꎬ游客通过文字、语音等多种形式ꎬ多角度感

知梅家坞村的历史与文化ꎻ将智能家居应用于民宿ꎬ实现一键开门、一键退房等功能ꎻ利用 ＶＲ 体验采

炒茶ꎬ为游客提供更先进、更便捷的体验ꎻ以游客偏好、消费习惯、消费评价等构建梅家坞大数据ꎬ以便

茶楼民宿最大程度满足游客需求ꎮ
２. 试点推广物联网技术ꎬ连接生产与消费ꎮ围绕大田生产、设施农业及推广体系建设ꎬ试点推广物

联网技术在龙井茶的种植与管理过程中的应用ꎮ生产方面ꎬ通过物联网技术推进智能农业ꎬ直接观察

茶树生长状况ꎬ对茶树进行更高效的管理ꎬ既减少人力管理成本ꎬ又提升梅家坞龙井品质ꎬ孵化草根创

业[１５]ꎻ消费方面ꎬ建立龙井茶安全追溯系统ꎬ对消费端龙井茶来源、经过环节、增值过程等通过二维码等

形式传递给消费者ꎬ尽可能保证龙井茶安全可靠的可感知度ꎬ提高梅家坞龙井茶的知名度和信誉度ꎮ
３. 创新宣传形式ꎬ构建立体宣传网络ꎮ通过网络预订平台提供茶楼、民宿增值服务ꎬ多渠道宣传推

介梅家坞相关产品或服务ꎬ构建立体化的大宣传格局ꎬ进一步打响梅家坞品牌ꎮ可建立梅家坞微信公

众号、微博等ꎬ对采炒茶等直播ꎬ不仅宣传茶文化ꎬ更宣传梅家坞村的整体形象ꎻ举办炒茶王比赛等活

动ꎬ通过 ＶＲ、直播等多形式扩大宣传半径ꎬ提高梅家坞村品牌知名度ꎮ

(二) 加强线上线下互动ꎬ打造社会共同体

１. 推广网络使用ꎬ再造乡村社会新语境ꎮ多渠道推广互联网应用ꎬ线上线下多维度再造乡村社会

新的语境ꎮ可与“为村③”等开发平台合作ꎬ结合互联网工具包及线下培训会ꎬ向４５岁及以上村民普及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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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访谈对象:某淘宝店主 Ｉ 某ꎬ访谈时间: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８日ꎬ访谈地点:梅家坞老村２８２号ꎮ
访谈对象:茶农 Ｊ 某ꎬ访谈时间: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８日ꎬ访谈地点:梅家坞老村２８２号ꎮ
“为村”是腾讯的一个开放平台ꎬ其核心内容是让每个村庄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微信公众服务号ꎬ对外可以发

送文章推介村庄ꎬ对内开发有村民自己的“朋友圈”———“赶集”ꎬ以及“商城”“村务公开”“便民服务”等与村民生产生

活密切相关的板块ꎮ



联网、智能手机相关知识ꎻ开设微信群、公众号等ꎬ既便于村委宣传组织活动、普及相关政策ꎬ也便于村

民间的交流联系ꎻ整合尊老爱幼等传统规范、新的礼仪规范到村规民约中ꎬ并综合网络视频等开展多

形式宣传ꎬ提升村民对新规的认知度和认同感ꎬ形成新时期梅家坞村共同的社会规范ꎮ
２. 强化大众参与ꎬ构建乡村社会新的互动形式ꎮ综合运用线上、线下的多渠道ꎬ加强原村民、新乡

贤、外坞人等多维度的大众参与ꎬ形成新的乡村社会互动形式ꎮ基于微信等社交平台ꎬ便于村民与非村

民的线上交流ꎻ定期举行茶文化祭祀或庆典活动ꎬ提高村民与非村民的线下参与度ꎻ实行村志、族谱电

子化ꎬ村民均可通过文字、音频等形式记录家庭或村庄发生的事件ꎬ共同谱写梅家坞人共有的集体记

忆ꎻ发挥新乡贤带头作用ꎬ吸引其通过投资等形式参与村庄建设ꎻ邀请外坞人参与梅家坞日常活动ꎬ加
强其与其他群体的互动ꎬ强化其对梅家坞村的认同感ꎮ

３. 加强公共服务ꎬ构建乡村社会新民生体系ꎮ利用新技术、新方法ꎬ提升并拓展现有公共服务ꎬ构
建互联网时代新的乡村社会民生体系ꎮ依托既有的村委会办公楼和办事大厅等设施ꎬ增加必要的民生

服务项目ꎬ方便村民公共服务项目的办理ꎻ在梅家坞互联网平台增设投诉与建议板块ꎬ方便村民和游

客参与民生建设ꎻ改建和新建智能化停车场ꎬ智能化网格化管理停车场ꎬ提高停车位的使用率ꎮ

(三) 重塑乡村共同记忆ꎬ打造文化共同体

１. 对接现有资源ꎬ构建“互联网 ＋ ”乡村文化新载体ꎮ应用“互联网 ＋ ”思维ꎬ激活、整合并完善现

有文化资源ꎬ创新乡村文化载体以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ꎮ可整合村阅览室和文化服务中心阅

览室ꎬ开展各类梅家坞历史文化相关的培训或活动ꎻ开设听书看报、农业科技等栏目ꎬ让村民足不出户

或在电子阅览室ꎬ既可获取文化、农业、旅游等板块的最新资讯和办理服务ꎬ也可为有共同爱好的群体

搭建互动平台ꎬ进一步拓展线上线下多形式交流ꎮ
２. 适应新需求ꎬ实施梅家坞茶文化数字化工程ꎮ应用虚拟现实技术ꎬ对接年轻人的数字化、交互式

需求ꎬ创新乡村文化传承与利用方式ꎬ实施梅家坞文化数字化工程ꎮ可实行村志电子化、茶工艺音频化

等ꎬ保存梅家坞村历史文化及茶的采摘炒制工艺ꎬ并将数字化工程所形成资料进一步应用于乡村休闲

旅游中ꎮ村民和游客可通过扫描二维码即时获取茶文化、茶谜语、茶品种及梅家坞历史等相关内容的

音频或文字资料ꎬ提升村民和游客对于梅家坞及茶文化的认知度ꎮ
３. 传承村民集体记忆ꎬ营造新的乡村文化ꎮ通过文化活动常态化、文化呈现载体创新化等方式ꎬ凝

聚并传承集体共同记忆ꎬ营造新的乡村文化ꎮ可定期举办茶文化祭祀或庆典活动ꎬ编排话剧、情景剧展

示茶农生活等ꎬ继承并推广茶文化ꎬ加强村民对梅家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ꎬ并扩展梅家坞旅游项目ꎻ将
梅家坞村历史文化通过壁画、墙纸、茶具等有机结合ꎬ并深入挖掘具有传统文化记忆的物和事ꎬ创造具

有梅家坞特色的文化产品与服务ꎮ

五、结　 论

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ꎬ中国农村经济经历了跌宕起伏的４０年ꎮ“当一种新的因素被导入一种旧

的环境中时ꎬ我们所得到的并非该旧情境加该新因素ꎬ而是一种新的环境ꎮ” [１６] (互联网使农村经济发

生重大变革)ꎬ它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ꎬ加快农业供给侧改革ꎬ正在成为某种影响乃至主导乡村振兴的

新动力ꎬ重塑中国农村经济地理ꎬ互联网时代的乡村经济也成长为一种新的经济范式并引人瞩目ꎮ本
文通过对杭州市西湖区梅家坞村的个案解读与剖析ꎬ讨论互联网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ꎬ发现互联

网时代乡村经济范式的若干“密码”:
第一ꎬ因应互联网发展需求ꎬ相对落后地区可立足自身特色资源优势ꎬ发展最有基础、最有优势、

最有潜力的特色产业ꎬ并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ꎮ可应用互联网技术ꎬ提升农产品生产效率和品质ꎬ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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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众筹等多途径扩展农产品销售模式ꎬ创新乡村新的产业内涵与形式ꎬ提高互联网时代乡村综合

效益ꎮ
第二ꎬ结合互联网 ＋ ꎬ加强线上线下双向互动ꎬ且这种互动由于乡村“熟人社会”更具有推广性ꎬ更

具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张力ꎬ有助推动整村实现共同富裕ꎮ互联网时代的乡村社会需要创新社会互动模

式ꎬ可推广网络的应用ꎬ再造乡村社会新语境ꎻ加强多维度的大众参与ꎬ开创中国式的公共性生产与再

生产ꎬ构建互联网时代乡村社会互动新形式ꎬ增强社会整合度ꎮ
第三ꎬ农村人口不仅是互联网的消费者ꎬ也是能动的生产者ꎮ基于互联网 ＋ ꎬ发挥农村人口的主体

作用和首创精神ꎬ创新乡村文化呈现方式ꎮ可对接现有资源ꎬ构建新的乡村文化载体ꎬ推行乡村文化数

字化工程ꎬ保留及重塑新的乡村集体记忆ꎬ营造新的乡村文化ꎮ
概言之ꎬ互联网时代的乡村社会呈现一种由农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双重转

变的趋向ꎬ“互联网 ＋三农”催生乡村新的经济范式ꎬ现代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产业行为、开放程度、
知识体系等也发生“裂变”ꎬ亟待构建新的社会经济文化秩序ꎮ以构建经济共同体为核心ꎬ由经济共同

体出发打造社会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ꎬ是互联网时代相对落后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能路径ꎮ冀通过

乡村特色核心产业与互联网络技术的协同创新ꎬ强化线上、线下人与人间的直接互动ꎬ多形式、多维度

重塑乡村共同记忆ꎬ实现产业、人口、文化等全方位的乡村振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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