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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实现乡村宜居的重要抓手.
 

政策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任务的

指挥棒,
 

以政策为载体深度挖掘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价值内涵,
 

对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制度化,
 

推进重庆

市乡村治理体系和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该文利用NVivo软件对重庆市人民政府网站关于农村人居

环境的相关政策进行量化研究,
 

从政策发展阶段、
 

政策工具和政策主题3个维度构建3维文本分析框架,
 

解析不同

维度下政策发展的特征,
 

通过皮尔森相关系数检验各阶段政策数量与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水平的相关性,
 

指出重庆

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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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rural
 

revitaliza-
tion

 

strategy
 

and
 

realize
 

the
 

livable
 

countryside.
 

Policy
 

documents
 

are
 

the
 

guidelines
 

of
 

the
 

task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remediation.
 

Taking
 

policy
 

documents
 

as
 

the
 

carrier,
 

it
 

is
 

of
 

great
 

signifi-
cance

 

to
 

realiz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remediation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rural
 

governance
 

capacity
 

in
 

Chongqing.
 

NVivo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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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土地利用与乡村发展研究.



was
 

used
 

to
 

carry
 

out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e
 

relevant
 

policy
 

documents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on
 

the
 

website
 

of
 

Chongqing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A
 

three-dimensional
 

text
 

analysis
 

framework
 

was
 

construct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policy
 

development
 

stages,
 

policy
 

tools
 

and
 

policy
 

them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cy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were
 

analyzed.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
cient

 

was
 

used
 

to
 

tes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of
 

policies
 

and
 

the
 

quality
 

of
 

rural
 

human
 

settle-
ments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the
 

improvement
 

path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in
 

Chongqing
 

wa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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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解决农村人居环境问题,
 

自2013年起连续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科学的、
 

指导性的治理举

措,
 

特别是2018年2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为全

面推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指明了方向.
 

政策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体系的基础,
 

政策文本是政策的核心

要素,
 

深入挖掘有助于明确政府行为的价值结构和作用导向.
 

目前,
 

农村人居环境研究主要从规划学[1-2]、
 

地理学[3-4]、
 

管理学[5-6]等学科视角展开,
 

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建设规划[7-8]、
 

质量评价[9-10]、
 

重点任务与优

化路径[11-13]等方面,
 

从文本分析视角对农村人居环境相关政策进行挖掘分析的研究尚少.
 

通过对政策进行

“量”的分析,
 

找出能反映其本质又易于计数的特征,
 

并克服定性研究主观性的缺陷,
 

有助于实现政策研究

的客观性,
 

达到对政策的“质”更深刻、
 

更精确的认识[14].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西部地区的乡村作为中

国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5年行动的主攻区,
 

经济建设与农村人居环境保护之间的矛

盾将愈发复杂.
 

重庆市作为西部经济的增长极,
 

其内部区域差异明显,
 

如何破解和优化农村人居环境存在

的现实困境,
 

发挥其在西部地区的示范作用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基于此,
 

本文对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政策进行文本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检验政策作用导向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成效,
 

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

提升路径提供理论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是西南地区的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
 

全市共辖26区12县,
 

辖区总面积8.24万km2.
 

截

至2020年底,
 

重庆市乡村人口达979.01万人,
 

占全市常住人口的30.54%.
 

农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为16
 

361元,
 

仅为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40.90%,
 

城乡收入差异较大.
 

2014年,
 

为进一步

加强对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
 

重庆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实施意见》并明确提出,
 

要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作为乡村发展建设的任务和重点.
 

2018年重庆市人民政府颁布了《重庆

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
 

部署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任务,
 

确定了21个重点项目.
 

截至2020年底,
 

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显著,
 

结合农村危房改造、
 

易

地扶贫搬迁、
 

旧房整治提升、
 

污水治理等项目,
 

因地制宜推进改厕96.98万户;
 

完成农村非正规垃圾

堆放点整治158个,
 

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达99.7%;
 

建设乡镇污水管网4
 

543
 

km2;
 

持续开展以“三
清一改”为重点的村庄清洁行动,

 

全市8
 

006个行政村实现全覆盖,
 

累计清理垃圾59.74万吨、
 

沟渠

14万公里、
 

农业生产废弃物25.52万吨;
 

农膜回收1.87万吨,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和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率分别达到84.4%和87.2%.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农村人居环境既包括生态环境、
 

交通条件和基础设施等硬环境,
 

也涵盖公共服务便利度和社会经济水

平等软环境[15].
 

基于此,
 

本文对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政策进行收集.
首先,

 

数据初选.
 

通过检索重庆市人民政府网站政策文件库,
 

发现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主题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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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政策较少;
 

再输入“农村”
 

“美丽乡村”
 

“乡村振兴”等关键词进行2次搜索.
 

其次,
 

数据筛选整理.
 

①
 

仅采

用宏观政策文件,
 

即发文单位是重庆市人民政府或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②
 

采用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紧

密联系,
 

在政策中涵盖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关事宜,
 

或者明确提到了有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其他

实质性政策;
 

③
 

选择政策类型主要包括法律法规、
 

规划、
 

意见、
 

办法、
 

通知、
 

公告等,
 

不计入复函、
 

批复等;
 

④
 

政策的目标对象为全重庆市,
 

仅针对某些特殊区县、
 

特殊问题的农村人居环境政策不予采用.
 

最终收集

到相关政策156份,
 

作为本文的基础数据源.
 

此外,
 

本文所涉及的社会经济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1998-2020年)》和《重庆统计年鉴(1998-2020年)》.

2 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文本分析

本文从政策发展阶段、
 

政策工具和政策主题3个维度剖析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发展的特征,
 

构建“政策发展阶段(X)-政策工具(Y)-政策主题(Z)”的政策文本分析框架(图1).

图1 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分析结构模型

2.1 一元的政策发展特征分析

2.1.1 X维度:
 

政策发展阶段

根据政策的主要思路及具体措施,
 

从“要素 结构 功能”视角[16],
 

将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发展

分为3个阶段:
 

①
 

要素供给阶段(1997-2005年).
 

重庆直辖初期,
 

受制于自然本底条件,
 

城乡要素流动严

重受限,
 

农村各项建设成本高,
 

各类基础要素配置严重不足,
 

只有通过乡村清洁工程、
 

水电路房建设等措

施补齐农村人居硬环境短板,
 

推动农村基础要素供给.
 

②
 

结构完善阶段(2006-2013年).
 

2004年以来,
 

通

过水土保持与治理、
 

农村环境整治、
 

美丽乡村建设等工程措施推动农村人居软环境建设,
 

加强城乡要素交

换,
 

完善农村人居环境结构.
 

③
 

功能提升阶段(2014-至今).
 

2014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出台的《关于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的实施意见》,
 

意味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已成为重庆市破解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通

过乡村振兴战略,
 

引导农村生活、
 

生产、
 

生态和文化功能向高质量方向提升和演化.
2.1.2 Y维度:

 

政策工具

合理选择和科学制定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基本前提,
 

政策工具研究的基础和核心问题是

如何将政策目标转化为政策现实[17].
 

本文借鉴并改进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18-19],
 

总结归纳出重庆市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工具内涵,
 

并将政策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
 

组织激励型、
 

信息公开型、
 

协同治

理型4类(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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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 具体工具 内涵

命令控制型 农村污染防治办法 通过解决农村突出环境问题,
 

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规划实施方案 通过制定农村发展计划,
 

明确农村人居环境发展方向

农村事务管理办法 通过制定管理条例,
 

为农村人居环境发展提供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组织激励型 农村人居环境资金保障制度 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参与主体,
 

提供财政资金支持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通过产权制度改革,
 

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供基础保障

农村产业发展实施意见 通过产业扶持政策,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信息公开型 政府工作报告 通过总结与展望工作报告,
 

提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信息

各级主管部门任务分工 通过明确各级主管部门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程中的任务分工,
 

为公众提供信息

协同治理型 村民自治办法 通过保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村民自治,
 

体现其主体地位

公众监督举报 通过制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监督办法,
 

提高多元主体的参与度

多元主体决策参与 通过引导多元主体,
 

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关事务进行决策

2.1.3 Z维度:
 

政策主题

政策主题可反映政策的价值导向和农村人居环境发展阶段的短板.
 

本文借鉴并改进已有的相关研究成

果[20-21],
 

以“产业发展、
 

居住条件、
 

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
 

经济发展”为政策主题,
 

通过细化其价值要素,
 

根

据政策中的标志性词语进行归类,
 

形成了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政策主题(表2).
表2 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主题

政策主题 价值要素 内涵 标志性词语

产业发展 农业发展 实现农业农村发展现代化、
 

科学化的各项措施 农业、
 

农村、
 

发展等

市场流通 农产品、
 

生产资料、
 

消费品等市场和流通体系建设 产品、
 

市场、
 

物流等

特色产业 主要涉及农村特色产业或新业态发展 特色、
 

产业、
 

休闲等

居住条件 农业环境 主要涉及与农业紧密相关的生态环境的整治与保护 污染、
 

土壤、
 

耕地等

自然生态 森林、
 

水土保持、
 

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生态维护 生态、
 

环境、
 

水土等

村庄规划 村庄规划和传统村落等发展规划的编制和管理 村庄、
 

规划、
 

乡村等

住房建设 农村住宅与居民点建设,
 

涉及危房改造、
 

建筑风貌等 危房、
 

建筑、
 

住房等

公共服务 安全 乡村安全治理配套服务措施,
 

涉及防灾减灾等 安全、
 

治安、
 

防灾等

教育 乡村义务教育、
 

职业农民培训等教育资源的分配 教育、
 

培训、
 

职业等

就业 多渠道推动农民就业、
 

创业的各项政策 创业、
 

就业、
 

农民等

社保 农村医疗、
 

养老、
 

就业等各项社会保障服务 保障、
 

保险、
 

救助等

文化 乡村传统文化保护、
 

精神文明建设、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等 文化、
 

文明、
 

活动等

医疗 医疗服务、
 

医疗资源、
 

医疗卫生等供给 医疗、
 

医生、
 

卫生等

基础设施 道路交通 农村道路设施的建设与维护,
 

保持交通的通畅 公路、
 

道路、
 

交通等

给排水 给排水网管建设、
 

饮水保障和安全工程等 供水、
 

饮水、
 

管网等

能源 农村各类能源供应、
 

保障等 电网、
 

能源、
 

沼气等

卫生条件 围绕农村环境卫生问题的基础设施体系 垃圾、
 

治理、
 

污水等

信息通信 互联网、
 

宽带、
 

电视等信息通信设施的普及 宽带、
 

信息、
 

网络等

经济发展 金融服务 刺激农村经济发展的各项金融服务政策 金融、
 

经济、
 

服务等

收入分配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政策 收益、
 

收入、
 

利益等

产权安排 各项产权安排活动,
 

包括土地、
 

宅基地等 土地、
 

权益、
 

宅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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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二元的政策发展特征分析

2.2.1 X-Y维度:
 

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工具运用

本文分析不同发展阶段中政策工具的运用(表3),
 

明确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政策工具的发展方向.
 

命

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占政策工具运用的56%.
 

重庆直辖初期,
 

经济建设重心在城市,
 

乡村发展关注度不够,
 

城乡二元结构明显;
 

同时由于乡村地域广,
 

山地丘陵广布,
 

农业发展难度大、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
 

开

发建设过程中又不够重视相关配套建设,
 

导致基础设施建设的欠账较多[22].
 

早期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低,
 

农

民参与度也低,
 

政府主要采取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对农村人居环境各方面进行强制性建设,
 

引导整治工作

也按部就班运行.
组织激励型政策工具占政策工具运用的17%.

 

2007年重庆市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区后,
 

经

济发展新常态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的实施和制定提供了新方向和新路径.
 

为降低投资成本,
 

政府通过

各种支农惠农政策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其中,
 

但除了当地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外,
 

其他市场经济主体参与的活

力仍然较低.
 

2014年重庆市人民政府颁布《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实施意见》后,
 

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加

大,
 

多元主体积极性显著提高.
信息公开型政策工具运用约占19%.

 

随着政府行为的透明度不断提高,
 

公众监督力度逐渐加大,
 

对于

政策的关注度逐渐上升.
 

政府通过公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关信息获得公众反馈,
 

并结合社会需求制定目

标,
 

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效率;
 

同时,
 

信息公开可以提高公众意识,
 

而公众意识增强又会对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出更高的要求,
 

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协同治理型政策工具运用约占8%.

 

为保证农村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重庆市政府出台“路长制”
 

“河长制”
 

“林长制”等政策,
 

通过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
 

在一定程度上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
 

提高农民参与

度.
 

社会力量参与的协同治理方式必将成为未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长效机制,
 

尽管协同治理型政策工具

运用与其他政策工具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表3 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同发展阶段政策工具的运用

政策阶段 命令控制型 组织激励型 信息公开型 协同治理型 合计

要素供给阶段 5 0 3 0 8

结构完善阶段 30 8 6 2 46

功能提升阶段 53 18 20 11 102

合计 88 26 29 13 156

2.2.2 X-Z维度:
 

不同发展阶段政策主题导向

本文通过对政策反复阅读和推敲,
 

并对应价值要素的内涵和标志性词语,
 

形成了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

阶段政策主题频数表(表4).
由表4可知,

 

各政策主题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公共服务(25.6%)、
 

居住条件(19.8%)、
 

产业发展

(19.4%)、
 

基础设施(18.9%)、
 

经济发展(16.3%).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公共服务成为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重心,
 

农民生活朝着统一、
 

平等、
 

普惠、
 

标准化的经济社会发展之路不断提升.
 

本文通过词频统计,
 

绘

制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各阶段政策主题词云图(图2),
 

明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的作用导向.
1)

 

“生态”
 

“环境”
 

“保护”等为要素供给阶段政策的高频词汇.
 

重庆直辖初期,
 

乡村生产活动频繁,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因此重庆市政府提出“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战略构想,
 

颁布《生态环境建设规定》,
 

实施绿色工程计划,
 

力争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
 

此外,
 

基础设施建设也是该时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

点.
 

1997年,
 

重庆市政府通过资金支持,
 

加大了道路交通、
 

给排水等基础设施投资强度,
 

促进了农村人

居环境协调发展.
2)

 

“地质”
 

“灾害”
 

“建设”等为结构完善阶段政策的高频词汇.
 

为继续推进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有效改

善,
 

重庆市采取了森林工程,
 

治理石漠化和水土流失等工程措施.
 

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理念,
 

提倡协调好乡村经济建设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
 

重庆市“十二五”期间实施了全市农村生态环境连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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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工程,
 

农村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
3)

 

“产业”
 

“农村”
 

“农业”等为功能提升阶段政策的高频词汇.
 

当前乡村存在产业结构失调与产业配套设

施不足、
 

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
 

以及农村一二三产业独立发展已无法契合新时代的新要求[23].
 

为改变土地粗

放利用和闲置撂荒现象,
 

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重庆市政府根据各区域资源禀赋因地施策,
 

整合城乡资金、
 

技术等要素,
 

加快要素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调整农业内部结构,
 

推动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4].
表4 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阶段政策主题频数表

政策主题 价值要素 要素供给阶段 结构完善阶段 功能提升阶段 合计

产业发展 农业发展 2 46 166 214

市场流通 0 33 143 176

特色产业 0 58 194 252

居住条件 农业环境 8 62 168 238

自然生态 11 70 131 212

村庄规划 1 24 91 116

住房建设 0 20 68 88

公共服务 安全 0 72 88 160

教育 0 26 109 135

就业 4 38 130 172

社保 0 29 89 118

文化 0 41 93 134

医疗 0 38 89 127

基础设施 道路交通 1 40 74 115

给排水 1 30 69 100

能源 4 51 101 156

卫生条件 3 41 93 137

信息通信 2 30 84 116

经济发展 金融服务 0 68 199 267

收入分配 1 53 102 156

产权安排 2 41 73 116

图2 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不同发展阶段政策主题词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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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与政策相关性分析

3.1 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体系

遵循科学性、
 

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
 

从“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
 

生活水平、
 

社会保障、
 

环境卫生”

5个维度构建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25](表5),
 

利用熵值法计算各子系统的指标权

重[26],
 

对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综合测度(图3).
表5 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指标层 指标性质 权重

基础设施 村主干道路面硬化率 + 0.092

供水普及率 + 0.071

燃气普及率 + 0.164

排水管道长度占村庄道路长度比例 + 0.176

人均公共建筑面积 + 0.291

农村交通运输仓储投资占比 + 0.206

公共服务 每万人养老机构数量 + 0.223

有卫生室的村的比例 + 0.041

每千人医生数 + 0.364

老年收养性福利机构数 + 0.317

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人均教授学生数量 - 0.055

生活水平 教育、
 

文化、
 

娱乐支出比例 + 0.115

农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 0.133

混合结构以上建筑面积比例 + 0.034

每百户汽车拥有量 + 0.183

农村居民家庭纯年收入 + 0.248

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 + 0.287

社会保障 农村贫困发生率 - 0.085

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 + 0.660

围产儿死亡率(城乡合计) - 0.085

总抚养比 - 0.095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0.075

环境卫生 化肥施用强度 - 0.102

农药施用强度 - 0.019

农用薄膜施用强度 - 0.120

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 0.228

对生活垃圾和污水进行处理的乡镇比例 + 0.310

森林覆盖率 + 0.221

  注:
 

“+”表示正向指标,
 

“-”表示负向指标.

由图3可知,
 

直辖以来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水平持续改善,
 

本文利用自然断点法,
 

将其分为低质量水平、
 

中质量水平和高质量水平.
 

在要素供给阶段,
 

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处于低水平阶段,
 

直辖初期自然灾

害频发,
 

基础设施不完善,
 

农村人居环境抵御外界干扰能力低.
 

在结构完善阶段,
 

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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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质量水平,
 

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明显改善.
 

在功能提升阶段,
 

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处于高质

量水平,
 

各子系统协调增长,
 

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上升.

图3 1997-2019年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指标

3.2 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与政策相关性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表6)进行分析.
表6 政策数量与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相关系数

政策阶段 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政策数量 Pearson相关系数

要素供给阶段 1.90 8 0.86

结构完善阶段 3.26 46 0.93

功能提升阶段 4.04 102 0.88

  由表6可知,
 

各政策阶段相关系数均大于0.8,
 

根据政策主题作用导向,
 

结合图3可知,
 

重庆市农村人

居环境各子系统质量水平受政策作用强度较大.
 

在要素供给阶段,
 

基础设施和环境卫生质量水平相对较

高,
 

受相关政策助推,
 

建成了“八小时重庆,
 

半小时主城”的公共交通骨干网;
 

基本建立了节水配套等灌溉

水利设施,
 

提高了抗灾、
 

防洪等能力,
 

保障了农业生产;
 

“村村通”工程顺利推进,
 

2005年有97%的农户已

经将电力作为生产生活能源;
 

信息通信水平增强,
 

全市有96.8%的行政村电话畅通,
 

有96.0%的农户能够

接收到电视信号,
 

互联网开始向农村延伸.
 

结构完善阶段,
 

重庆市乡村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得到了改

善.
 

为保障农村困难群众的生活,
 

2006年重庆市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探索建立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
 

2008年重庆市人民政府颁布《重庆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建立了城乡低保及农村五保保障标准

联动机制,
 

全市约有78.9万农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促进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十二五”期间农村公共服

务水平稳步提升,
 

农村教育、
 

医疗、
 

文化体育、
 

养老和救助等服务体系逐渐健全,
 

实现了农村“学有所教、
 

病有所医、
 

民有所乐、
 

老有所养、
 

困有所济”的目标.
在功能提升阶段,

 

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产业发展成为带动农村发展的动力.
 

“十三五”期间重庆市

政府制定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等政策,
 

相关配

套公共服务水平和覆盖率也有所提高,
 

乡村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逐步完善;
 

“千百工程”
 

“一村一品”等城市

带动乡村发展的特色政策,
 

依托特色产业规划布局使得乡村经济发展现代化和集约化特征更加明显[24].
 

2020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6
 

361元,
 

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综合产值达到4500亿元.

4 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提升路径

4.1 创新政策工具,
 

构建综合运用模式

综合运用各政策工具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得到更广泛的参与和配合.
 

在以命令控制型工具为主导的前

提下,
 

进一步提升组织激励型工具的使用效果,
 

探索农村人居环境补偿机制,
 

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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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加大配套设施的补贴力度,
 

加快推进农村产业经济的升级转型;
 

加速信息公开型工具的引导作用,
 

结合大数据搭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信息公开平台,
 

实时更新整治进度,
 

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扩大

协同治理型工具范围,
 

纳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整治成效进行系统性评估.
 

此外,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项

长期的系统工程,
 

现有的政策工具可能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农村环境,
 

政府需要紧跟时代步伐,
 

不断完善、
 

发展和创新政策工具.
4.2 完善组织体系,

 

实现多级联动管理

多元主体之间的权利诉求和利益依托成为影响整治进程的关键因素,
 

这种矛盾源自各方主体的多样性

以及由此带来的需求不统一或目的冲突.
 

要实现农村人居环境的有效治理,
 

需要在共同需求的前提下采取

统一的外在性行动,
 

使所有权益主体之间达到利益分割均衡,
 

并与权利和义务对等,
 

构建“政府 企业 村委

会 农民 社会组织”五位一体的多级联动管理体系.
 

政府通过制定治理规范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由农业农村

委员会牵头编制《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方案》,
 

创新投、
 

融资方式,
 

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整治相

关项目,
 

多方面补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短板;
 

村委会作为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组织,
 

通过社会纽带,
 

利

用权威关系积极宣传政策,
 

组织农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农民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利益主

体,
 

政府需要通过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和产业扶持力度,
 

吸引青壮年人口回流乡村;
 

乡村需融合高校、
 

科研

机构、
 

志愿者和环保组织等社会组织,
 

组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队伍,
 

多渠道、
 

多形式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进行宣传和培训,
 

强化农民对于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功能性认知,
 

提高参与意愿.
4.3 加强监督考核,

 

保证整治成果长效化

当前,
 

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存在的重建轻管现象是制约其进一步提升的桎梏,
 

各级政府应当完善

监督考核机制,
 

合理制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考核细则,
 

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考核内容全覆盖;
 

引导好社会多元主体,
 

发挥好社会监督功能,
 

设立线上线下举报投诉渠道及时反馈问题,
 

提高政策供给水

平和质量,
 

弥补供给短板和供需错位问题,
 

实现供需高度契合的政策动态平衡;
 

采取第三方参与模式,
 

建

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评估与监督机制,
 

对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
 

治理效果、
 

满意

度、
 

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估,
 

寻求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途径与措施,
 

确保整治成果可持续.
4.4 补齐发展短板,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政策对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具有正向引导作用,
 

根据各阶段农村人居环境短板出台的差异化政策是持续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重点.
 

做好新发展阶段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必须认真总结经验,
 

切实避免偏

差.
 

各阶段政策主题反映了乡村治理的重点任务和目标,
 

重庆市内部差异明显,
 

各级政府应根据区域实际

出台政策,
 

补齐农村发展短板,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同时,
 

应健全长效管护机制,
 

提高运行效率,
 

通过长效管护保障政策目标的价值导向不变,
 

从政府投入、
 

社会资本、
 

农民参与等多种渠道筹措整治资金,
 

支撑管护工作的日常支出,
 

保障管护经费来源可持续.

5 结论与讨论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本文通过构建“政策发展阶段 政策工具 政策主题”
分析框架对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进行文本分析,

 

根据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与政策数量的相关性

分析,
 

提出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政策优化路径.
 

研究结论为:
 

①
 

自直辖以来,
 

重庆市人民政

府持续高度关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可分为要素供给、
 

结构完善和功能提升3个

阶段.
 

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
 

命令控制型工具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组织激励型和信息公开型政策工

具逐渐得到重视和应用,
 

协同治理型政策工具仍处于低位发展水平.
 

农村人居环境政策从农村生态环境

主题过渡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题,
 

再到如今的农村产业经济主题.
 

②
 

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受政

策影响程度大.
 

各阶段农村人居环境子系统发展水平与政策数量相关性强,
 

不同时期各子系统受政策倾

斜程度不同.
 

③
 

本文通过对政策文本的质性分析,
 

结合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与政策数量的相关性分析,
 

剖

析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从政策工具、
 

组织体系、
 

监督考核和发展短板4个方

面提出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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