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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的香港，有乡村吗？有乡村振兴的需要吗？带着这些问题，就读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修读高级公共管理硕士课程的 4 个香港学生，以及 1 名修读公共管理硕士课程的内地学生，将
香港乡村荔枝窝作为研究样本，参加了第六届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并最终一举夺魁。
通过此次大赛，学生们和指导教师总结了一条通过自下而上，实现传统乡村在社会生活、产业发展、
生态保护方面多元创新的实践路径。对荔枝窝村振兴路径的借鉴价值，他们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
解读。

走进荔枝窝 香港也有乡村振兴

穿过香港繁华的街道，

掠过一排排高楼，伴随“香

港 有 乡 村 振 兴 吗？”“ 有

乡 村 振 兴 的 需 要 吗？” 的

疑问，眼前浮现一个香港客

家村落——荔枝窝，村庄位

于新界东北地区，至少已有

300 多年历史。绿水之畔，

山坡小屋依山而建，鸟鸣青

翠洒满山间，一串客家山歌

响起……

这是获得第六届中国研

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冠军

的清华大学“香港乡村振兴

队”参加大赛时，播出的荔

枝窝案例介绍视频中的一个

片段。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

211 所院校的 2110 支队伍报

名，参赛人员逾 11000 名。

在 香 港 700 多 个 村 落

中，历史悠久、颇具规模且

保存完好的荔枝窝已蜚声海

外——2020 年，荣获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贡献奖。

荔 枝 窝 经 历 了 上 世 纪

五十 年 代 的 全 盛， 七 八 十

年代香港经济腾飞时的衰

落， 近 年 来 重 现 生机。其

间，香港天文台前台长林超

英等人已为村庄复兴奉献了

10 余年。

因不想让荔枝窝这处承

载了当地人心中的“根”之

所在隐没于大山深处，社会

力量联系相关机构，筹集资

金和项目建设，荒芜多年的

荔枝窝就此得以恢复生机。

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副院长、中国农村研究院

执行院长王亚华教授和中国

公共管理案例中心主任慕

玲，以及中国农村研究院助

理研究员戴瑶联合指导的

“香港乡村振兴队”，在参

加案例大赛时，便将研究样

本选在荔枝窝。

自此，就读于清华大学 

EMPA（香港政务人才项目）

的香港青年邢文威、尚海龙、

梁志恒、莫盛凯和 MPA 学

生蒲晞，与荔枝窝的缘分就

此展开。

在五位青年学生眼里，

从大赛开始，荔枝窝等乡村

已经不再是一处游玩打卡景

点，而是要作为典型案例分

析研究了。

荔枝窝 ：蜚声国际的客家乡村

结合各自研究方向和所

处地域，“香港乡村振兴队” 

成员各有分工，指导、调研、

理论分析、撰写案例等步骤

接续进行。

他们调研得知，乡村的

困 境 相 似 而 艰 难， 上 世 纪

七八十年代，簇拥工业化城

市化大潮，不少人陆续离开

乡村进城。就算年纪大了回

流，也只是暂住。因为交通

不便，缺少基建配套协助，

乡村在寂寥中逐渐衰败、凋

零……这是一个乡村振兴失

败的案例吗？调研一度陷入

瓶颈。 

然而，随着实地考察的

深入，与不同人访谈后，调

研工作意外柳暗花明。

几位学生基于 6 次实地

调研，9 次关键拜访，结合

12 位关键人物的讲述勾勒出

案例全貌。之后，选择乡村

振兴理论、协同治理理论和

集体行动理论，从理论视角

揭示了乡村振兴过程中，乡

村功能如何激活，如何实现

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如何构

建乡村治理共同体这三大

问题。

多年致力于三农研究的

王亚华称，综观全球，乡村

要振兴，核心是激活乡村独

特的经济、生态和文化功能，

荔枝窝的振兴同样循此规

律。其中，组织振兴和人才

振兴是基础，通过有效治理，

带动多元主体协同发力，激

活乡村功能，实现城乡共融。

当人、资金回流，土地价值

获深度挖掘后，就可能带动

产业、生态和文化振兴。

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如何

实现，乡村治理共同体如何

构建的问题，也在团队成员

的调研中揭晓答案。

据荔枝窝案例报告内容

显 示， 自 2013 年 起， 社 会

组织发起、大学参与、企业

推动了“永续荔枝窝计划”。

在多方资金和专业团体支持

下，九大复耕项目和来自城

市的新农户营造了全新的乡

郊文化景观。其中，香港乡

郊基金和香港大学协助荔枝

窝村民重整治理架构，梳理

土地拥有权等问题，慢慢发

展出新的在地产业，衍生出

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图景。

现在，师生们谈起荔枝

窝，满是兴奋。当地建起了

农区，产出的自有品牌稻米、

咖啡豆，在网购平台上线；

依风水学建设的村舍、度假

屋、客家菜、风水林等客家

特色景致吸引了游客和从城

市而来的新住民，有的已在

荔枝窝住了四五年。

2018 年，香港特区政府

成立乡郊保育办公室，并预留

10亿港元进行乡村振兴探索。

在访谈中，王亚华还重

点提及，“领导力”是促成

多元主体协同形成集 体 行

动的核心。不同于内地通过

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等制

度 安 排 提 供 有 力 保 障， 从

香港荔枝窝案例中可发现，

通过社会组织供给的领导

力， 打 破 了 乡 村 振 兴 的 初

始困局。

多方建设、深度调研，

参与其中的人们也体验到如

何通过自下而上路径，实现

传统乡村在社会生活、产业

发展、生态保护方面的多元

创新。

自下而上激活乡村功能  核心在哪？

在备战大赛的 10 个月时

间里，“香港乡村振兴队”

成员凝聚起协同进步的力量。

香港警务处落马洲分区

指挥官、警司梁志恒荣膺大

赛最有价值队员。他说，疫

情之下，一路过关斩将，最

终和队友来到郑州参加总决

赛，让内地人看到了香港年

轻人的进取。准备比赛的那

些日子，正撞上香港第五波

疫情高峰，一边需要管理辖

下两个方舱医院、协调内地

援港物资入境，一边与“香

港乡村振兴队”队长邢文威，

几乎“24 小时接力”撰写调

研报告。

尚海龙、莫盛凯和蒲晞

回忆，案例分析虽然曾被多

次推翻和重写，但他们始终

没有放弃，“上一轮比赛结

果未出之前，已在认真准备

下一轮了”。如此用心和坚持，

让指导老师也直呼，“虽然

是一场陪伴式煎熬，但他们

称得上是推着老师走的好学

生”。几位指导教师也荣获“最

佳指导教师奖”。

本次夺冠团队共同创造

了多个“第一次”，第一次

由清华大学 EMPA 香港项目

学生为主组队参赛，第一次

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治理实

践案例引入全国研究生公共

管理案例大赛，为本次大赛

注入了新的活力。

清华大学 EMPA 香港项

目，是内地首个涉港公共管

理专业硕士项目，旨在为国

家、为香港培养知国情、懂

港情的高级公共管理人才。

清华大学“香港乡村振

兴队”开发的荔枝窝案例打

开了一扇传播香港的新窗口。

大赛之后，内地更多人开始

关注香港乡村，并探寻香港

的经验对内地乡村振兴的借

鉴价值。

多个“第一次”背后
打开一扇传播香港的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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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荔枝窝全景；下图为“香港乡村振兴队”在荔枝窝调研。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张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