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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经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就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农田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命脉,农田水利的高质量供给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把农田水利作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 乡村文化是指生活在乡村中的

人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特有的、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及观念体系的总称,是乡村地区自然、历史的

沉淀及农耕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从精神文化层面看,乡村文化振兴是指乡村社会整体精神文化的振兴,
其本质内涵在于通过集体性、开放性的文化载体作用于个体的文化感知和价值规范,其基本目的在于

“积极培育农民之间的新集体主义意识和互助合作精神”,亦即建设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下

的乡村“合作文化”、限制乃至最终消除乡村“不合作文化”。 基于演化博弈模型的乡村文化振兴推升农

田水利供给质量的内在机理是:乡村“合作文化”激励作用的发挥可促成农户积极参与农田水利供给的

合作均衡实现,进而使得农田水利工程被充分、及时和普遍地供给出来,农田水利工程满足农田灌排需

求的充分性、及时性和普遍性也随之提升,即农田水利供给质量随之提升。 江西省万载县鲤陂水利协会

位于双桥镇鲤陂灌区,是一个百年不衰的农民水利协会,其运作绩效主要体现在“提高了水的利用效率”
“扩大了灌溉面积”“节省了农户灌溉用水劳动力投入”“灌区工程质量不断改善”“提高了弱势群体灌溉

用水的获得性”等方面。 鲤陂水利协会的运作绩效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乡村“合作文化”激励对农户在农

田水利供给中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及最终对农田水利供给质量的推升作用。 鲤陂水利协会的长期治水

实践说明:农户认知结构、农户双边关系、小型“水利社会”中的“合作文化”嵌入均有助于推升农田水利

的农户合作供给质量。 振兴乡村文化以推升农田水利供给质量的基本路径在于:培育农民认知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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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任与合作理念;建构农户间互惠、互信、互动的行为关系网络;推进乡村场域的“合作文化”建设。
关键词:乡村文化;乡村文化振兴;合作文化;农田水利供给质量;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323. 213;G249. 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2)02-0015-11

一、文献综述及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强

调:“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农田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命脉,农田水利的高质

量供给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把农田水利作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语)。 农田水利供给与“三农”密切相关[1] ,农户既是农田水利的需求者,也
是农田水利的供给者,是影响农田水利供给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如何提升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

给质量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解决的重要“三农”问题。
从已有研究看,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影响因素的分析上,其观点可概

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单因素影响观,即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仅受某一种因素的影响。 有研

究者认为,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困境的根源在于农村基层组织功能的弱化,化解之道在于强化农

村基层组织的治水功能[2] ;还有研究者认为,农户合作意愿、合作行为之间的背离导致了农田水利

农户合作供给的困境,化解之道在于强化农户之间合作意愿[3] 。 二是两因素影响观,即农田水利的

农户合作供给同时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有研究者认为,现有农田水利体制方面的弊端、村庄文化

激励成本载体的缺位共同导致了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的困境,化解之道在于把分散的农户整合

成为可协商的利益主体[4] ;还有研究者认为,社区及农户两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着农户的合作供给意

愿,唯有积极培育社区社会资本、持续优化社区水利环境才能有效激发农户合作供给农田水利的积

极性[5] 。 三是三因素影响观,即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同时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有研究者认

为,导致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困境的因素包括国家、市场、村庄三个方面,化解之道在于实现三者

之间的最佳结合[6] ;还有研究者认为,农村社会资本多寡、农户认知水平高低、农村社区行为规范的

完善与否共同影响着农田水利供给中的农户合作意愿,化解之道在于构建非正式监督、约束机制,
以降低农户合作成本、提升农户认知水平,同时完善农田灌溉管理制度以有效解决农户间的用水纠

纷[7] 。 四是多因素影响观,即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同时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有研究者认为,
社会资本异质性、农民受教育程度、农户认知水平、农田水利工程维修状况、灌溉纠纷等对农田水利

的农户合作供给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化解之道在于不断培育农村社会资本、完善相关服务功能、提
升农户对农田水利重要性的认知水平[8] ;有研究者认为,水资源稀缺程度愈高、农田灌溉面积愈大、
农户宗族结构愈同质,农户在农田水利供给过程中的合作意愿就愈加强烈[9] ;有研究者认为,灌溉

费用多少、灌溉纠纷情况、灌溉面积大小、政府资金投入、农户个体特征等因素共同影响农户在农田

水利供给过程中的合作意愿,化解之道在于发展用水合作组织、制定合理的灌溉水价、降低农户的

灌溉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增加政府用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投入[10] 、提升农户对

农田水利重要性的认知水平[11] ;还有研究者认为,村庄农田水利供给规则、村庄灌溉用水规则执行

状况、村委会等基层组织治水功能的强弱、农户获取灌溉用水信息的难易程度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农

田水利供给过程中农户的合作意愿[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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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问题,研究者多聚焦于对资金投入、资源投入(组织资源、制度

资源、农业生产资源等的投入)等影响因素的分析,并且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在对诸多影

响因素的研究中,乡村文化如何影响农户合作供给农田水利的行为,乡村文化振兴如何推升农田水

利的农户合作供给质量等问题却鲜有涉及。 基于此,本文从农户视角、运用演化博弈论方法、结合

成功案例对乡村文化振兴助力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质量提升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乡
村文化振兴推升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质量的内在机理阐释;乡村“合作文化”推升农田水利农户

合作供给质量的成功案例分析;振兴乡村文化以推升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质量的基本路径设计。

二、乡村文化振兴推升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质量的内在机理

(一)概念界定

1. 乡村文化振兴

其一,何为文化? 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群体共有的生活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观念体系的总

称[13] 。 一般而言,以存在形态为划分标准,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两大类,其中,物质文

化是指物态层面上的文化,如以自然景观、传统建筑等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具有显性、有形、具象

等特征;非物质文化是指非物态层面上的文化,又可细分为行为文化(如型塑个体行为的传统习俗

等)、制度文化(约定俗成的型塑个体行为的诸如伦理道德、礼仪规范等方面的社会规范)和精神文

化(体现个体精神状态的诸如生活哲学、价值理念等方面的文化)三类,具有隐性、无形、抽象等特

征。 鉴于本文研究对象的个体(农户)特性,本文所说的文化仅指非物质文化中的精神文化。
其二,何为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是指生活在乡村中的人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特有的、相对稳定

的生产生活方式及观念体系的总称[14] ,是乡村地区自然、历史的沉淀及农耕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乡

村文化根植于乡村、源自于农耕文明、孕育于乡土环境、生发于农业社会。 乡村文化按其存在形态

同样可划分为乡村物质文化、乡村非物质文化两大类。 乡村非物质文化也同样可细分为乡村行为

文化、乡村制度文化、乡村精神文化三类。 乡村这一地理空间是乡村文化生存的场域,农民(农户)
是乡村文化传承的基因载体[15] 。 依据本文对文化内涵的具体界定,本文所说的乡村文化同样仅指

乡村非物质文化中的乡村精神文化,即体现农民(农户)个体精神状态的生活哲学、价值理念等方面

的文化。
其三,何为乡村文化振兴? 时代在变迁,乡村文化也在变迁。 一方面,农村家庭承包制实施后,

农地成为农民“最本己”的关注[16] ,利益主义价值观随之在农民心中萌生,村庄基层组织的内聚力

遭遇困境乃至被裂解的危局[17] ;另一方面,受城镇化、市场化的影响,农民纷纷从农村涌向城市务工

或经商,在商业化、货币化等功利思想的熏染下,其淳朴厚道的乡土气质逐渐被精致的利己主义所

消融[15] 。 这样,利益主义、利己主义、“搭便车”思想———本文称之为“不合作文化”———开始在乡村

场域抬头并呈现出不断强化之势,乡村文化中的互助、合作、信任、集体主义等优质成分———本文称

之为“合作文化”———开始受到侵染并呈现出不断弱化之势。 在这样的乡村文化变迁背景下,国家

适时提出了“乡村振兴”这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把“乡村振

兴”具体化为“五个振兴”,提出了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

组织振兴等“五个振兴”的科学论断[18] 。 从精神文化层面看,乡村文化振兴是指乡村社会整体精神

文化的振兴,其本质内涵在于通过集体性、开放性的文化载体作用于个体的文化感知和价值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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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19] ,其基本目的在于“积极培育农民之间的新集体主义意识和互助合作精神” [20] 。 概而言之,本
文所说的乡村文化(仅指精神文化层面)振兴是指建设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下的乡村

“合作文化”、限制乃至最终消除乡村“不合作文化”的过程。
2. 农田水利供给质量

其一,质量内涵。 在物理学意义上,质量是指物质的量或物体惯性的大小;在哲学意义上,质量

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质(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与量(事物存在规模、发展程度方面

的规定性);在法学或法律意义上,质量是指对产品质量的最低要求:一方面产品要符合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及在产品上或产品包装上所注明的产品标准,另一方面产品必须具备其应具备的性能①。
除上述内涵外,有关学者、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主要从经济学或管理学的意义上界定质量的内

涵[21-23] :Crosby 认为质量即符合要求,该定义把质量具体化为满足标准的特定参数,即如果产品满

足这些特定参数,那么该产品就可被认为合格或优良,该定义也使得质量变得更具客观性、可测性;
Juran 认为质量是产品成功满足需要的程度;Shewhtar 认为质量即产品绝对的、被普遍认可的、不可

妥协的标准;在 ISO9000:2000《质量管理体系———基本原理和术语》中,质量是指产品、体系或过程

的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该定义是目前国际上被普遍认可、广泛应用的质量定义,基于此,
本文以 ISO9000:2000 质量标准中的质量定义为依据,把质量概念的本质属性界定为对特定需求的

满足程度。
其二,农田水利供给质量内涵。 依据质量内涵的界定,本文把农田水利供给质量界定为:被供

给的农田水利工程满足农田灌排需求的程度。 依据农业生产活动的基本特点———农作物生长需要

充足的水分、农作物生长有明显的季节性、农业生产活动分布于广大农村地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

田灌排需求的满足程度可具体化为三个方面:一是满足农田灌排需求的充分性,即农田水利工程是

否充分满足了农田灌排需求,越充分说明农田水利供给质量越高,反之则相反;二是满足农田灌排

需求的及时性,即农田水利工程是否及时地满足了农田灌排需求,越及时说明农田水利供给质量越

高,反之则相反;三是满足农田灌排需求的普遍性,即农田水利工程是否普遍地(即是否覆盖了所在

区域的全部需要灌溉的农户)满足了农田灌排需求,越普遍说明农田水利供给质量越高,反之则

相反。
(二)博弈模型

1. 基本假设

假设同一村域内的农户就是否参与农田水利供给(农田水利工程的投资或投工投劳、管护等)
进行博弈,农户理性的有限性、学习速度的缓慢性决定了农户之间的博弈是缓慢的演化过程———在

渐进的学习及模仿过程中调整、寻求优势策略以实现稳健均衡,因此农户间的博弈属演化博弈。 由

于农田水利供给属于村域公共物品供给,供给过程中“搭便车”的机会主义现象便时有发生,基于

此,农户的策略选择集合便是{积极参与供给(表示为 M),搭便车(表示为 N)},同时假设:农户选择

M 策略的概率为 θ(0≤θ≤1),则农户选择 N 策略的概率为(1-θ)。 进一步地,假设:农户均选择 M
策略时的得益(净收益)为 F;一个农户选择 M 策略、另一农户选择 N 策略时,选择 M 策略的农户的

得益为 H,选择 N 策略的农户的得益为 G,此时由于农田水利供给成本完全由选择 M 策略的农户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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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农田水利带来的收益却由选择 M 策略的农户与选择 N 策略的农户共同分享,因此有 G>F>0,同
时假设 H<0;两农户均选择 N 策略时农田水利供给失灵,农户从中获取的得益均为 0(见表 1)。

表 1　 农户参与农田水利供给博弈的策略选择及得益

博弈方及策略(概率)
农户(乙)

M(θ) N(1-θ)

农户(甲)
M(θ) F,F H,G

N(1-θ) G,H 0,0

　 　 2. 自然状态下农户参与农田水利供给的演化博弈均衡

自然状态(农户策略选择不受任何外部因素影响)下农户参与农田水利供给的演化博弈结果仍

是农户均选择 N 策略的“囚徒困境”,分析说明如下:
确定农户选择 M 策略的期望得益 E1:
E1 = θF+(1-θ)H (1)
确定农户选择 N 策略的期望得益 E2:
E2 = θG (2)
确定农户的平均得益 Ê:
Ê = θE1 +(1-θ)E2 = θ2(F-G-H) +θ(G+H) (3)
确定农户选择 M 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
F(θ)= θ(E1 -Ê)= θ(1-θ)[θ(F-G-H) +H] (4)

确定 F(θ)= θ(1-θ)[θ(F-G-H)+H]的平衡点,即令 F(θ)= 0 得到:θ∗
1 = 0、θ∗

2 = 1、θ∗
3 =H/ (G-F+H)。

显然,θ∗
1 、θ∗

2 ∈[0,1],就 θ∗
3 =H/ (G-F+H)而言,如果 G-F+H>0,考虑前文假设 H<0,那么 θ∗

3 =H/ (G-F+

H)<0;如果 G-F+H= 0,那么 θ∗
3 =H/ (G-F+H)无意义;如果 G-F+H<0,那么 θ∗

3 =H/ (G-F+H)>1,可见

θ∗
3 ∉[0,1],即 F(θ)= θ(1-θ)[θ(F-G-H)+H]仅有两个平衡点:θ∗

1 = 0 和 θ∗
2 = 1。

确定农户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使 F′(θ∗) <0 的 θ∗策略:
由式(4)F(θ)= θ(1-θ)[θ(F-G-H) +H]得:
F′(θ)= -3θ2(F-G-H) +2θ(F-G-2H) +H (5)
由式(5)得:

 

F′(θ∗
1 )= F′(0)= H;F′(θ∗

2 )= F′(1)= G-F;依据前文假设 H<0、G>F 有:F′(θ∗
1 )=

F′(0) <0;F′(θ∗
2 )= F′(1) >0。 可见,θ∗

1 = 0,即农户选择 N 策略是唯一演化稳定策略(见图 1)。 从

演化博弈论角度得出的该结论说明:尽管农户均选择 M 策略的得益(F,F)超过均选择 N 策略的得

益(0,0),但自然状态下农户演化博弈的结果仍是农户均选择 N 策略的“囚徒困境”式均衡。

图 1　 演化稳定策略为 θ∗ = 0 时的复制动态相位图

3. 乡村文化振兴条件下农户参与农田水利供给的演化博弈均衡

乡村文化振兴意味着乡村“合作文化”的形成,乡村“合作文化”激励作用(正、反两方面)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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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会增加那些讲诚信、善合作农户的得益(如合作带来的未来利益),同时减少那些“搭便车”农户

的得益(如“搭便车”行为导致未来合作利益的丧失),当乡村“合作文化”激励作用充分发挥并使

F>G 且 H>0 时,农户演化博弈合作均衡{M,M}就必然实现,具体分析如下。
在 F>G 且 H>0 的情况下,如果 G-F+H<0,那么 θ∗

3 = H / (G-F+H) <0;如果 G-F+H = 0,那么

θ∗
3 =H / (G-F+H)无意义;如果 G-F+H>0,那么 θ∗

3 = H / (G-F+H) >1,可见 θ∗
3 ∉[0,1],即 F(θ)= θ

(1-θ)[θ(F-G-H) +H]仅有两个平衡点:θ∗
1 = 0 和 θ∗

2 = 1。
依据式(5)并同时考虑 F>G 且 H>0 得:
F′(θ∗

1 )= F′(0)= H>0;

F′(θ∗
2 )= F′(1)= G-F<0

可见,θ∗
2 = 1,即农户选择 M 策略是其唯一演化稳定策略,亦即乡村“合作文化”激励下农户供给

农田水利的演化博弈的合作均衡出现(见图 2)。

图 2　 演化稳定策略为 θ∗ = 1 时的复制动态相位图

(三)内在机理

1. 乡村文化振兴推升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质量的内在逻辑

其一,从博弈论的角度看,乡村“合作文化”作用的充分嵌入(乡村“合作文化”对农户激励作用

的充分发挥)导致农户利益(博弈方得益)发生改变,即:选择 M 策略农户的利益从低于选择 N 策略

农户的利益(F<G 和 H<0)变为高于选择 N 策略农户的利益(F>G 和 H>0)。 在农户的演化博弈过

程中,利益的改变是农户学习、模仿行为选择的内在动力,选择 M 策略的利益越大(即 F 越大以至于

F>G 和 H>0),其利益上的诱因就愈加强烈,农户学习、模仿 M 策略的速度就愈加迅速,行为效果也

就愈加显著,随着选择 M 策略农户数量的增加,其示范效应也愈加强烈,最终导致所有农户均选择

M 策略,农户积极参与农田水利供给的合作均衡{M,M}得以实现。
其二,农户积极参与农田水利供给的合作均衡{ M,M}的实现,意味着农田水利工程被充分、及

时和普遍地供给出来,亦即农田水利工程满足农田灌排需求的充分性、及时性和普遍性的提升———
农田水利供给质量的提升。 从本文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可以看出,在乡村“合作文化”激励作用充

分发挥的情况下(F>G 和 H>0),农户得益被从自然状态下的(0,0)推升至(F,F),农户既是农田水

利的供给者也是农田水利的需求者,农户得益从(0,0)升至(F,F),也意味着农田水利工程满足农

田灌排需求程度的提升,从而也就意味着农田水利供给质量的提升。
2. 乡村文化振兴推升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质量的基本条件

其一,农户之间博弈的长期性。 农户之间博弈的长期性,不仅可以为各农户提供彼此更为详

细、准确的合作行为方面的信息(即是否参与合作的行为信息),有助于农户准确、有效地选择自己

的合作者;而且也有助于使农户合作行为方面的信息逐渐传达至整个村庄区域,从而奠定乡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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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化”激励作用发挥的基础。 反之,如果农户之间的博弈是一次性的,则农户不仅没有实施和保

持合作行为的动机,反而更容易在外部惩罚机制弱化或缺失的条件下滋生机会主义行为。 因此,只
有在长期的博弈中,乡村“合作文化”激励作用的发挥才能更加充分,农户合作供给农田水利的积极

性才能更加高涨,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质量才能逐步提升。
其二,农户合作行为信息传递的有效性。 农户合作行为信息的有效传递是乡村“合作文化”激

励作用充分发挥的前提和保障。 农户合作行为信息传递的有效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农户合作

行为信息被准确地传递、农户合作行为信息被及时地传递、农户合作行为信息被广泛地传递。 农户

合作行为信息被传递得愈准确、愈及时、愈广泛,乡村“合作文化”激励作用的发挥就愈充分,乡村

“合作文化”激励作用发挥得愈充分,农户合作供给农田水利的积极性就愈强烈,农田水利的农户合

作供给质量就愈能得到提升;反之则相反。
其三,对机会主义行为惩罚威胁的可信性。 对农户机会主义行为(在本文表现为农户选择“搭

便车”的 N 策略)惩罚的可信威胁需满足以下条件:农户选择 N 策略的得益小于其选择 M 策略的得

益(模型中的 G<F 且 H>0)。 对农户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威胁愈可信,乡村“合作文化”激励作用发

挥得就愈充分,乡村“合作文化”激励作用发挥得愈充分,农户合作的积极性就愈高昂,农田水利的

农户合作供给质量就愈能得到提升。

三、乡村“合作文化”推升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质量的成功案例

(一)案例简介

尽管受到了市场经济的不断洗礼,我国乡村社会仍具有传统农户社会的属性———农户以家庭

为基本单位、以血缘及宗族关系为基本纽带、世代生存和生活于某一村庄,这种属性决定了农户之

间博弈的长期性,农户之间博弈的长期性使得农户不仅注重“合作文化”在自身的体现和积淀,而且

更加注重“合作文化”在代际的传递和积淀,若上一代被视为“不合作的人”,那么其下一代往往很难

找到合作伙伴,这样,农户一般不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而损害家族的长期利益。 此外,村庄社会

具有较为高效的信息传播渠道———“熟人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了农户之间无形的信息传播渠道,极
大地降低了农户间的信息传递成本,从而使得村庄社会中农户的信息趋于完全化,这为乡村“合作

文化”激励作用的充分发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江西鲤陂水利协会的成功治

水实践为例,分析和说明乡村“合作文化”激励对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质量的推升作用。
江西省万载县鲤陂水利协会位于双桥镇鲤陂灌区,是一个百年不衰的农民水利协会。 鲤陂最

早建于公元 1871 年,是由万载县、双桥镇周家寺院组织村民修建的一座柴陂,工程主要由 1 座拦水

陂、1 条 5 公里长的干渠、27 条共 3 公里长的支渠组成。 拦水陂原属柴陂,灌溉面积约 58 公顷,1970
年由当地政府资助水泥改建成浆砌石溢流陂,改建后的鲤陂属宽顶堰型,陂高 3. 5 米、长 27. 8 米、顶
宽 5. 3 米、底宽 8. 8 米,中间设 3 墩 4 孔冲砂、泄洪闸,该陂拦引锦江支流龙溪水,控制流域面积 45
公顷,灌溉面积扩大到 97. 3 公顷,其中流灌 86. 1 公顷,提灌 11. 2 公顷。 为管理好该农田水利系统

并解决当地村民之间的争水纠纷,鲤陂建立之初,就由周家寺院李珠妹召集各姓族长商议,决定成

立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性水利组织———鲤陂水利协会。 鲤陂水利协会目前的理事会成员有

会长 1 人、副会长 1 人、理事(委员)5 人,7 人均是当地的村民,经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会员代表

由各村的村民小组长组成[24] 。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鲤陂水利协会所辖灌区现已横跨赤兴乡的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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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双桥镇的周家村、龙田村、蔺桥村、僧桥村等 5 个行政村 20 个村民小组,灌溉稻田 1
 

460 余亩,受
益群众 2

 

000 余人[25] 。 百年不衰的鲤陂水利协会的运作绩效主要体现在“降低了灌溉供水成本,明
显提高了水的利用效率”“扩大了灌溉面积” “节省了农户灌溉用水劳动力投入” “灌区工程质量不

断改善”“提高了弱势群体灌溉用水的获得性”等方面[26]187-188。
(二)案例分析

鲤陂水利协会的上述运作绩效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乡村“合作文化”激励对农户在农田水利供给

中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及最终对农田水利供给质量的推升作用,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农户认知结构中“合作文化”的嵌入(重诺守信理念发生作用并产生影响)推升了农田水

利供给质量。 由于鲤陂水利协会中的农户长期生活在同一村庄区域内,共同的生产、生活环境使他

们相互之间非常熟悉,从而使协会成为一个小范围的“熟人社会”。 在这样一个“熟人社会”里,如果

某一农户因逃避在农田水利建设、管护中的投工投劳等义务而与水利协会之间发生了摩擦,消息便

会迅速传开,而该农户也会成为这一“熟人社会”中大家议论的对象,并最终受到“熟人社会”的集体

歧视,作为一个违规者,这一农户自身的形象就会受到贬损,正如鲤陂灌区的某位农民所说的那样,
“要是这样被人议论,老脸都没地方放了” [26]157。 可见,正是农户认知结构中“合作文化”的嵌入,才
使得鲤陂水利协会的参会农户内心深处有着对各种“不合作”、逃避责任等机会主义行为的羞耻感,
这羞耻感作为一种强烈的道德约束力,有效抑制了农田水利供给中的“不参与”行为,有效促成了农

田水利供给中农户之间的合作行为,最终推升了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质量。
其二,农户双边关系中“合作文化”的嵌入推升了农田水利供给质量。 以征收水费的农田水利

筹资行为为例,鲤陂水利协会水费征收制度安排的主要内容包括:征收时间(改革开放后)———一般

在每年 10 月 15 日至 12 月 30 日期间由协会的相关管理人员负责征收;征收标准———以实际灌溉面

积为标准,正常年份每年每亩耕地征收 8 元水费(对于没有劳动力或家中有重病人的困难农户免收

水费) [26]100。 由于水利协会属民间组织而非政府组织,并没有强制性的水费征收权,日常水费收交

活动只能依靠负责征收水费的协会管理人员与用水农户之间的互信关系———双边关系中“合作文

化”的嵌入———来维系。 在鲤陂水利协会长期运行过程中,从未出现过农户因不愿交纳水费而当

“不要脸的人”的现象,负责征收水费的协会管理人员到用水农户家里征收水费时,用水农户除按规

定交纳水费外,一般还会主动接待他(或她)在家吃饭[26]157。 可见,协会管理人员与用水农户双边之

间“合作文化”(互信)的嵌入催生了农田水利供给(如农田水利筹资等)中的农户合作行为,最终推

升了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质量。
其三,小型“水利社会”中“合作文化”的嵌入推升了农田水利供给质量。 鲤陂水利协会是农户

自己的组织,实施民主协商管理。 协会内部的任何一家农户的任何一块土地都不能从已有的鲤陂

灌溉体系中独立出来,农户非常重视流入自家田地的渠系是否完善、水流是否通畅、计时是否准确

等,因而其参与合作供给的积极性很高,协会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决定出工、出资的分摊及水费收

支等事项;协会成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设备出设备,可以以物换工、以资换工、以工换工、以工

换水;协会还通过自主协商的方式把当地利益相关、彼此熟悉的农户有效组织起来,让所有农户对

彼此的活动了如指掌———清楚了解在当天的农田水利供给活动(如管护活动)中有没有消极怠工或

未参与的农户,从而也就很容易排除那些不付费而享用灌溉水资源的农户[26]109。 长此以往,“守规

守信、积极参与光荣,违规失信、‘免费搭车’可耻”的理念便沉淀为鲤陂水利协会各成员之间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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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共识”和共同的“社会记忆”,这种“社会共识”和“社会记忆”进一步沉淀为小型“水利社会”的

“合作文化”,不断强化着农户相互之间的合作行为,最终推升了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质量。

四、振兴乡村文化以推升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质量的基本路径

农户间的演化博弈分析及鲤陂水利协会的成功实践说明,推升农田水利农户合作供给质量的

基本思路在于:培育乡村“合作文化”以有效激励农户在农田水利供给中的合作行为。
其一,培育农民认知结构中的信任与合作理念。 个体认知结构是指由情感、理性、动机及意志

等因素构成个体心理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某种程度的共通性及潜在的可变性等特征。 要培育农

户认知结构中的信任与合作理念,就要启动以广大农户为对象的“学习”过程:一方面,以信任、合作

文化的培育和传播来丰富农户的“学习”内容,以潜移默化地改善农户的认知结构;另一方面,充分

利用互联网等现代网络技术手段来创新农户的“学习”形式,放大农户的“学习”效应,在更大范围、
以更快的速度推进农户认知结构的改善,使信任、合作理念随“学习”过程的不断推进而扎根于农户

的内心世界,以不断提升农田水利供给活动中农户彼此间信任和诚信程度、强化农户的信任意向及

合作行为,以不断推升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质量。
其二,建构农户间互惠、互信、互动的行为关系网络。 一要构建农户间的互惠行为关系网络,

即:培育农户在治水实践中履行各自职责的同时为彼此及共同利益的获取创造条件的互惠意识;开
展治水实践中以经验分享和问题协商为基本内容的互惠交流活动,以实现农户彼此的认知和需要

的不断整合。 二要构建农户间的互信行为关系网络,即:不断培育治水实践中农户间相互信任的文

化氛围,以化解和减少农户间的矛盾和冲突;在治水实践中创造自由而开放的信息交流氛围以增进

农户间的相互信任;通过提高治水实践中农户合作行为收益及非合作行为成本等措施建立有效的

机会主义防范机制。 三要构建农户间的互动行为关系网络,即:构建治水实践中农户之间为达到对

彼此有益的共同目标而相互配合的合作互动关系;构建治水实践中农户依靠自身的合作行为去感

染和影响其他农户积极参与的感染互动关系;构建治水实践中农户为实现其共同目标、根据相互需

要及自身状况共同调整自己行为以相互适应对方要求的顺应互动关系。 农户间互惠、互信、互动的

行为关系网络的建构,将有效促成农户之间真诚而长久的合作关系,最终提升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

供给质量。
其三,推进乡村场域的“合作文化”建设。 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传递性:A—B、B—C、C—D

等之间的二元关系会扩展为多元化的行为关系网络结构,即 A—B—C—D 等之间的行为关系网络,
行为主体成为“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多元化的行为关系网络里,以信任、合作等为内核的“合作文

化”积淀越深厚,就越有利于行为主体间信任机制的建立及合作关系的维持。 要优化乡村社会文化

环境以催生农民合作行为、推升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质量,就要不断加大对农户的意识形态投

资,不断推进乡村场域的“合作文化”建设,使诚信理念、合作精神上升为农户的基本道德准则和行

为规范,进而形成对失信及非合作等机会主义行为的无形约束,乡村场域“合作文化”建设和形成过

程———诚信理念、合作精神不断在乡村社会升华和扩散的过程,将是乡村文化不断振兴、乡村社会

文化环境不断优化、农户合作行为不断生成、农田水利的农户合作供给质量不断被推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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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clearly
 

pointed
 

out
 

in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that
 

China s
 

economy
 

has
 

entere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the
 

preferential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must
 

be
 

persisted
 

in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
 

The
 

irrigation
 

and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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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rvancy
 

is
 

the
 

lifeblood
 

of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high-quality
 

supply
 

of
 

the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is
 

the
 

key
 

to
 

promote
 

the
 

agricultur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must
 

be
 

taken
 

as
 

the
 

focus
 

of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
 

Rural
 

culture
 

refers
 

to
 

the
 

unique
 

and
 

relatively
 

stable
 

production
 

style 
 

life
 

style
 

and
 

the
 

concept
 

system
 

that
 

are
 

formed
 

by
 

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village
 

for
 

a
 

long
 

time 
 

and
 

also
 

refers
 

to
 

the
 

rural
 

nature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refers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whole
 

spiritual
 

culture
 

in
 

the
 

rural
 

society
 

from
 

a
 

spiritu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its
 

essential
 

connotation
 

is
 

that
 

the
 

cultural
 

carrier
 

with
 

the
 

integrity
 

and
 

openness
 

acts
 

on
 

the
 

individual
 

cultural
 

perception
 

and
 

evaluation
 

standard 
 

and
 

its
 

basic
 

purpose
 

is
 

 cultivating
 

farmers 
 

new
 

collectivism
 

consciousness
 

and
 

mutual
 

cooperation
 

spirit  
 

that
 

is
 

the
 

constru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the
 

rural
 

cooper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the
 

restriction
 

and
 

eventual
 

elimination
 

of
 

the
 

rural
 

noncooperation
 

culture .
 

The
 

internal
 

mechanism
 

for
 

the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to
 

improve
 

the
 

supply
 

quality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based
 

on
 

the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is
 

as
 

follows 
 

the
 

incentive
 

role
 

played
 

by
 

the
 

rural
 

cooperative
 

culture 
 

can
 

make
 

the
 

cooperative
 

equilibrium
 

for
 

the
 

farmers
 

enthusiasm
 

to
 

participate
 

in
 

the
 

supply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realize 
 

and
 

then
 

make
 

the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ve
 

been
 

provided
 

fully 
 

timely
 

and
 

universally.
 

The
 

adequacy 
 

timeliness
 

and
 

universality
 

of
 

farmers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requirements
 

met
 

by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lso
 

rise
 

accordingly 
 

that
 

is 
 

the
 

supply
 

quality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rises
 

accordingly.
 

Lipi
 

water
 

conservancy
 

association
 

located
 

in
 

Lipi
 

irrigation
 

area
 

in
 

Shuangqiao
 

Town
 

of
 

Wanzai
 

county
 

of
 

Jiangxi
 

province
 

is
 

a
 

farmers 
 

water
 

conservancy
 

association
 

existing
 

persistently
 

hundred
 

years 
 

its
 

operation
 

performance
 

is
 

mainly
 

embodied
 

in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water  
 

expanding
 

the
 

irrigated
 

area  
 

saving
 

the
 

farmers
 

labor
 

input
 

in
 

the
 

irrigation
 

water
 

usage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rrigation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availability
 

of
 

irrigation
 

water
 

of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etc.  
 

the
 

operation
 

performance
 

of
 

Lipi
 

water
 

conservancy
 

association
 

reflects
 

the
 

role
 

because
 

of
 

rural
 

cooperation
 

culture 
 

incentive
 

in
 

prompting
 

farmers 
 

cooperative
 

behaviors 
 

generation
 

in
 

the
 

supply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and
 

improving
 

the
 

supply
 

quality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finally
 

from
 

different
 

sides.
 

The
 

long-term
 

practice
 

of
 

Lipi
 

water
 

conservancy
 

association
 

in
 

governing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shows
 

that
 

the
 

embeddedness
 

of
 

the
 

good
 

reputation
 

in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farmers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of
 

farmers
 

and
 

small
 

water
 

conservancy
 

society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farmers
 

cooperative
 

supply
 

in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The
 

basic
 

ways
 

to
 

revitalize
 

the
 

rural
 

cultu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upply
 

quality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lie
 

in cultivating
 

the
 

trust
 

and
 

cooperation
 

concept
 

in
 

farmers
 

cognitive
 

structure 
 

constructing
 

a
 

network
 

of
 

mutual
 

benefit 
 

mutual
 

trust
 

and
 

interaction
 

among
 

farmers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operative
 

culture 
 

in
 

rural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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