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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生产主义乡村空间重构研究 
——淘宝村、网红村现象解析

张云彬，姚瑾凡，陈静媛，朱萌

（安徽农业大学  林学与园林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摘  要：在对后生产主义乡村内涵特征阐述的基础上，对比分析大集镇淘宝村和王家岭网红村在由生产主义

向后生产主义的演进过程中的功能、空间、景观等方面的重构现象，由此归纳总结淘宝村和网红村在向后生

产主义乡村转型中乡村重构的内容及特点。研究结果表明，淘宝村、网红村是互联网塑造的流空间和地方空

间叠加的空间复合体，带动了乡村多元价值空间重构，其本质是以增值消费为目的的乡村空间生产的过程，

乡村振兴政策背景是这一过程的助推器。本文从空间重构视角拓展了乡村转型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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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st Productivism Countryside 
——an Analysis of Taobao Villages and Web Celebrity Villages

ZHANG Yunbin，YAO Jinfan，CHEN Jingyuan，ZHU Meng
（School of Forestry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efei  230036，Anhui China）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expounding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ost productivism countryside，taking Daji taobao villages 

and Wangjialing web celebrity village as example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function，space and landscape i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from productivism to post productivism，which leads to the summarizing of the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taobao villages and web celebrity villag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to post productivism.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taobao villages and web celebrity villages are the spatial complex of  the flow space created by the Internet and the local space，

which driv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pace with multiple values. The villages’ essence is that they’re the process of rural space 

production for the purpose of value-added consumption，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is the booster in the process. This paper 

provides a spatial reconstruction perspective for rur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

Key words：post productivism countryside；rural space；spatial reconstruction；spatial production.

生产主义起源二战后欧洲。二战后，国家粮食

生产日趋重要，生产主义乡村以提高农业产量作为

发展的首要目标。随着郊区化和逆城市化发展兴

起[1]，城市精英及资本向乡村回流，乡村由专业化生

产转向多元化消费，向后生产主义发展。Wilson 提

出后生产主义乡村 [2] 是去农化的乡村发展思潮 [3]。 

农业活动被视为生活消费方式，乡村环境保护逐渐

受到重视。

我国乡村发展遵循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转

型的模式 [4]。张京祥等提出乡村复兴概念及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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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转型发展的形式及路径 [4]。袁源等以乡村地

方性、表征和主体的三元综合体为模型研究西方国

家乡村空间转型，提出乡村分化发展是乡村空间转

型的直接体现 [5]。张小林提出乡村社会经济带动

乡村空间结构变革 [6]，乡村性减弱、城市性增强，乡

村经济、社会、聚落三大结构随之变化 [7]，龙花楼认

为乡村空间重构体现在物质、社会、文化 3 个层面，

是社会、经济重构的载体 [8-9]。

乡村空间重构是指在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及外

在动力促进下，传统乡村通过优化土地利用和资源

配置方式不断改造空间格局的过程 [7-10]。随着城乡

信息技术的发展，乡村资源要素交互频繁，催生了我

国特有的淘宝村和网红村。本文通过对大集镇淘宝

村和王家岭网红村的乡村空间重构现象的对比分

析，归纳后生产主义的乡村空间重构内容和特征。

1  后生产主义乡村的涵义及特点

1.1 后生产主义乡村的涵义

后生产主义乡村是在城市中产阶级的乡村消

费需求推动下所产生的促进乡村空间生产的地域

空间系统 [11]。乡村资源要素从农产品生产转向文

化挖掘，从农业生产转向“乡村性”消费，促进了乡

村功能多样化发展 [12]。

1.2 后生产主义乡村的特点

乡村生产非农化。在向后生产主义转型中，乡

村产业结构由以农为纲转为以消费为主导 [13]，乡

村旅游、电商 [14] 等新业态不断解构传统产业结构。

农业核心特征由密集性、集中性、单一性转向外延

性、分散性、多元性 [5]，乡村产业以非农化为主要特

征，逐渐向二、三产业转型，为乡村劳动人口向第

二、三产业的就业转移创造机会 [15]。村民就业呈

现非农化发展趋势。

乡村环境生态化。后生产主义乡村以划定生

态控制区等措施，强调对乡村环境保护的重视，以

可持续的理念解构乡村传统的生产方式 [5]。

乡村功能多元化。后生产主义乡村以满足“乡

村性”消费功能为主 [16-17] 引导对乡村资源价值的

再认识、再利用 [4]。传统民居被改造为民宿或淘宝

村仓库，小山村演变为网红村。

乡村景观多样化。在向后生产主义发展的过程

中，乡村景观不断演变 [18]。生产主义乡村的空间结

构和布局形态围绕农业生产和居住展开。后生产主

义乡村则走向乡村景观的空间生产阶段 [9]，出现文化

空间、生态服务空间等多样化的景观形式 [4]（图 1）。

图 1 生产主义乡村向后生产主义乡村演变图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2 改绘

2  淘宝村、网红村的转型分析

2.1 研究对象

2.1.1  大集镇淘宝村

大集镇位于山东省菏泽市曹县，辖 32 个行政

村，86个自然村，户籍人口4.45万人。地理位置偏僻，

对外交通不便，产业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小麦玉

米等农作物，人均收入低，人口外流现象明显 [19]， 

是典型的生产主义乡村。

2010 年，电子商务兴起，大集镇丁楼村村民在

淘宝网销售演出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收益。丁楼

村开始迅速转型，生产主义乡村解构，向生产销售

为主的复合型后生产主义乡村发展。丁楼村的成

功示范及政府的有效推动让其他村庄也纷纷加入，

开网店销售演出服的队伍不断壮大。淘宝村就此

萌发，产生“裂变式”[17] 扩散（图 2）。

图 2 大集镇淘宝村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21 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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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王家岭网红村

王家岭村位于宁波市奉化区尚田镇，村域面积

1.6 平方公里，其中有超过 60% 的梯田山坡地（图

3）。原以水稻、茶叶及竹排加工为经济来源，改革

开放后村内传统农业经济逐渐解体，仅存一家毛竹

加工厂 [20]。

图 3 王家岭村土地资源利用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尚田镇土地利用规划图》绘制

2016 年，王家岭村邀请画家将村庄的建筑外

墙用壁画装饰。在媒体助推下，王家岭村在互联网

走红，带动村内旅游经济发展。从一穷二白的小山

村转身成为网红村 [20]。

2.2 数据来源

通过梳理 2009、2010、2018 年的《曹县统计

年鉴》，获得大集镇丁楼村产值、人口、人均收入等

数据；梳理 2012、2017 年的《奉化区统计年鉴》获

得王家岭村相应数据；根据 Google Earth 中 2012、

2014、2017 年大集镇丁楼村的卫星遥感影像绘制

土地利用示意图。

2.3 大集镇淘宝村及王家岭网红村的转型发展过程

2.3.1  大集镇淘宝村的转型发展阶段

（1）生产主义乡村阶段

2010 年前，大集镇村民以种植小麦玉米等农

作物为生。农业生产功能突出，粮食面积 4644.47

公顷，总产 25956.48 吨，农民人均纯收入 6817 元。

乡村功能以农业生产和居住为主，是典型的生产型

乡村。

（2）生产主义乡村解构阶段

2010 年电子商务兴起，丁楼村有个别村民在

淘宝网开店，乡村产业出现向第三产业转型的趋势。

大集镇的电商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以村

民为主的电商萌芽和后期政府推动下的爆发式增

长。第三产业的出现，让乡村功能出现新变化，打

破了传统生产主义乡村单一的产业结构。

（3）后生产主义乡村建构阶段

经历了萌芽转型后，淘宝村产业集群稳定发展。

乡村步入后生产主义发展时期，各类信息及资本涌

入，产业结构和功能向后生产主义乡村发生根本性

转变（表 1）。

表 1 大集镇从生产主义乡村向后生产主义乡村演变

发展阶段 产业结构 乡村功能 景观特征

阶段一：生
产 主 义 时
期

以农业为主
的第一产业

居住、粮食生
产功能

生产主义景观：
农田+村落

阶段二：生
产 主 义 解
构时期

第一产业加
部分以电商
为主的第三
产业

居住、粮食生
产功能，部分
商业及工业生
产功能

城镇景观：农田
+ 村 落 + 商 业
区

阶段三：后
生 产 主 义
建构时期

以电商为主
的第三产业

商业、工业生
产、旅游服务
功能；部分居
住、粮食生产
功能

复合型景观：农
田 + 村 落 + 工
业区 + 居住区
+商业区

产业非农化。淘宝电商介入下，大集镇 2018

年电商营业收入 28 亿元，形成网店销售为主导，物

流、原材料批发、网店经营服务等产业新业态，乡村

产业结构非农化特征显著。

就业多样化。村民就业出现非农化特征：2018

年，电商服饰加工企业达 1700 家，光纤人户 8000

户，带动近1.6万人从事线上销售和线下加工就业，

就业形式多样 [19]。

空间多元化。乡村土地利用转变 [19]，电商发

展促进多样化的空间利用。家庭作坊、淘宝一条街、

电商产业园区等空间出现，生产主义乡村空间面貌

改变，空间多元化发展。

2.3.2  王家岭网红村的转型发展阶段

（1）生产主义乡村阶段

2016 年以前，王家岭村农民以水稻、茶叶等农

业生产及竹排加工为生。乡村功能以居住和农业

生产为主，传统的景观风貌以山林为主，是一个典

型意义上的生产型乡村。

（2）生产主义乡村解构阶段

2016 年画家用壁画装饰提升了乡村空间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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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效果。景观生产开始具备物质基础，乡村景观风

貌从生产主义景观发展为多元异质性景观，是王家

岭村向后生产主义乡村转变的开始。

（3）后生产主义乡村阶段

乡村空间视觉转变后，网红村稳定发展。视觉

景观成为一种建构社会关系、影响社会生产与实践

的社会运作机制 [21]，带动乡村产业、社会变革。各

类信息及资本涌入，乡村步入后生产主义发展时期

（表 2）。

表 2 王家岭村从生产主义乡村向后生产主义乡村演变  

发展阶段 产业结构 乡村功能 景观特征

阶段一：生
产 主 义 时
期

以农业为主
的第一产业

居住、粮食生
产功能

生 产 主 义 景
观：山林＋农
田 + 村落

阶段二：生
产 主 义 解
构时期

第一产业加
部分以旅游
为主的第三
产业

居住、粮食生
产功能，部分
旅游服务功能

复合型景观：
壁画村落 + 山
林 + 农田

阶段三：后
生 产 主 义
建构时期

以旅游为主
的第三产业

旅游服务功能
部分
居住、粮食生
产功能

复合型景观：
壁画村落 + 山
林 + 农田

乡村景观生产化。网红村的乡村景观作为

一种“视觉商品”，走向景观生产 [22]。原有景观风

貌产生变化，王家岭村结合建筑外墙绘制特色壁

画，内容包括广为人知的卡通形象、印花布、猪牛

羊等“乡村”符号。甚至将乡村的石头、地面等上

色，全面美化整个村庄。乡村空间功能从服务于

居民日常使用转为景观观赏，成为空间生产重要

内容 [22-23]。

乡村产业非农化。2016 年国庆假期王家岭村

的来访游客超过 1.7 万人，被纳入宁波城区 1 小时

车行圈范围，形成以旅游服务、媒体运营等多种新

产业业态。2017 年村里的第一家农家乐，年营业

收入超十万元。乡村产业向非农化特征发展。

2.4 大集镇淘宝村的多元价值空间重构

2.4.1  大集镇淘宝村的空间重构表征

大集镇淘宝村向后生产主义乡村转型中，土

地利用格局的演变是其空间重构的重要表征。本

节选定大集镇丁楼村主要居民点范围，在 Google 

Earth 中采集其在 2012、2014、2017 年的卫星遥感

影像图，并在 Arcgis 中绘制其土地利用图（图 4）。

在生产主义阶段，大集镇的乡村功能为农业生

产和居住，空间结构上体现为面状均质的农业生产

空间和集聚的居住空间，形成村落景观和农田景观

相间的景观格局。

生产主义解构阶段，乡村功能在农业生产和居

住的基础上增加了商业和工业生产。生产性乡村

的空间结构开始被“斑块”状的工业用地解构。乡

村景观出现零散的工业生产景观。

后生产主义阶段，乡村功能以商业及工业生产

为主导。空间上工业集聚，与生活空间分离，出现

明显的功能分区。村落景观与生产景观相互融合。

2.4.2  大集镇淘宝村的空间重构特点

大集镇的乡村空间重构是在空间生产带动下

的传统空间解构的过程，其空间重构过程具有如下

特点。

（1）乡村交易功能改变

电子商务改变生产主义乡村的交易功能。让

交易双方通过网络实现跨地域对接，让商品交易存

在于乡村地区 [17]，根据“中心地理论”，大集镇淘宝

村是乡村在后生产主义阶段，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

图 4 2012~2017 年大集镇丁楼村主要居民点土地利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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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效率，形成的一种集聚性交易场所 [17]。

（2）乡村产品价值提升

电子商务介入为乡村提供广阔的市场和多样

化需求。依据“长尾理论”，当商品储存、流通、展示

的场地和渠道足够宽广时，以前看似需求和销量极

低的产品也可以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 [24]。乡村产

品价值被重新赋予，原有的乡村市场成为一种新的

生产基地。

（3）乡村产业创新促进

网络信息的快捷反馈为乡村产品创新提供机

会。村民与买家在线上交流掌握最新的消费需求，

是乡村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过程，也是产业创新

的核心。淘宝村依托互联网促进了乡村与外部知

识和信息的交互（图 5）。

2.5 王家岭网红村的多元价值空间重构

2.5.1  王家岭网红村的空间重构表征

生产主义阶段，王家岭村形成山林景观和农村

聚落的景观格局。

生产主义解构阶段，多元异质化的乡村景观美

化了乡村空间，在农业生产和居住的基础上增加了

旅游和商业功能。

后生产主义阶段，乡村景观以满足观赏为特

征，成为乡村的关键特色，乡村功能以商业及旅游

业为主导。

2.5.2  王家岭网红村的空间重构特点

（1）空间视觉化

特色空间的营造是网红村向后生产主义发展

的基础。王家岭村既没有特别的自然风光，也缺少

村庄建设特色 [20]。壁画等装饰丰富了乡村物质空

间，增加乡村美观性，是空间视觉化的过程。

（2）认知平面化

乡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对它的认知是多

维立体的。而对网红村的形象认知是以宣传为目

的的形塑 [22] 过程。王家岭村在后生产主义阶段认

知空间趋于单向化、平面化，成了一种符号意象。

（3）空间消费化

王家岭村尽管实际区位在山区边缘，但在网络

世界中已成为核心 [22]。互联网的交流分享链接到

消费市场，生产主义迅速解构。后生产主义阶段的

王家岭村被纳入大众视觉消费体系中，乡村成为一

种消费热点 [22]（图 6）。

3  后生产主义视角下淘宝村、网红村
空间重构的内容及特点

3.1 空间重构的内容对比

3.1.1  经济

市场范围：生产主义乡村的市场范围局限在一

定范围。淘宝村和网红村以网络为媒介突破地域

图 5 淘宝村转向机制图

图 6 网红村转向机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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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市场范围扩大 [16]。

产业结构：生产主义乡村以一产或二产为产业

主导，结构单一。淘宝村和网红村以三产为主，形

成三产融合的产业结构。

3.1.2  社会

就业跨越：生产主义乡村的村民以务农务工为

主。淘宝村村民跨越为网络电商，既在实体空间中

承担生产功能，又在虚拟空间中参与商贸功能。网

红村村民变身“网红主播”、视频 UP 主等，展现了

村民的就业跨越。

社会活动：生产主义乡村交流闭塞，社会活动

限制在线下。淘宝村网红村的村民与互联网交流

频繁，社会活动向线上扩展。

3.1.3  空间

生活空间：传统乡村的生活生产空间独立。淘

宝村出现一种“产居混合”的空间结构：房屋庭院

上改造加工仓储空间。网红村以美化为目的提升

空间品质。

生产空间：淘宝村带动产业生产，促进生产空

间发展，网红村以视觉景观作为空间生产对象，促

进空间美化。

生态空间：生产主义乡村不以生态环境保护为

重，而淘宝村、网红村则将生态空间的保护与乡村

的发展融为一体 [17]（表 3）。

表 3 淘宝村、网红村与生产主义乡村空间重构的 

内容对比

对比内容 淘宝村 网红村 传统村庄

经
济

市场范围
空间阻隔消
除，市场范围
扩大

空间阻隔消
除，市场范围
扩大

局限在一定
的地域范围
内

产业结构
三产为主，产
业融合

三产为主，产
业融合

一产或二产
为主 

社
会

就业形式
网络电商等，
就业非农化

网络博主等，
就业非农化

务农或务工

社会活动
线上活动空
间扩展

线上活动空
间扩展

线下空间活
动为主

空
间

生活空间
产居混合的
空间模式

生活空间美
化

生活空间独
立

生产空间
生产空间扩
大

生活空间生
产化

生产空间独
立、集约化

生态空间
注重生态空
间保护发展

注重生态空
间保护发展

生态保护匮
乏

3.2 空间重构的特点

3.2.1  流空间与地方空间叠加为基础

乡村向后生产主义转型的传统路径中，一般

转型为农业生产基地、旅游消费场所或工业化城 

镇 [12]。淘宝村网红村通过互联网创造一个云交易

交流平台，促进产业结构、人口社会和土地利用等

重构，带来经济、社会和空间上的功能变化 [12]。

转型的基础是信息技术对社会空间的重构，有

学者提出“流空间”概念 [17]，指通过流动而运作的

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淘宝村网红村

可理解为乡村流空间与地方空间的复合重构，依托

流空间提供产品交易服务，依托地方空间展开产品

生产。淘宝村网红村不再是简单的地域空间，而是

流空间和地方空间的空间复合体。

3.2.2  乡村多元价值复合为演变成果

生产主义阶段，城乡要素单向流动。乡村产业

以农业生产为主导，三产服务业涉及较少。淘宝村

网红村依托互联网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

淘宝村和网红村形成三产融合的产业结构，以商业

服务业主导，一产和二产规模根据需求调整。其本

质是空间生产促进乡村生产的内涵演变。乡村成

为一个多元价值的复合系统 [12]。

3.2.3  空间生产为内在机制

淘宝村出现“产居混合”、“淘宝一条街”等空

间 [19]。网红村以美化为改造目标，促进了乡村空

间及风貌环境美化，其本质是乡村通过空间生产转

为资本的过程。因此空间重构是以产业增值为目

的，其根本是迎合消费。

3.2.4  乡村振兴为外部助推动力

乡村振兴鼓励乡村实现多元化发展，是淘宝村

网红村发展的政策支撑。乡村的多元价值不断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淘宝村及网红村的实

践，为乡村转型发展提供一个新视角。

4  结论与讨论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乡村不再只是

农产品生产基地。学界内对乡村产业的转型方向

和对乡村价值的挖掘仍处于探索阶段。本文研究

发现，作为后生产主义下的乡村转型的成果，淘宝

村和网红村的本质是以增值消费为目的的乡村空

间生产的过程，对于乡村振兴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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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非所有乡村都能实现空间生产，“去农业化”

特征及其背后生产机制仍需探讨。

参考文献：

[1]  Nelson P B.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American West ：

land use，family and class discourses[J].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01，17（4）395-407.

[2]   Wiilson G A，Rigg J.‘Post-productivist’ agricultural 

regimes and the South：discordant concepts?[J].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03，27（6）：681-707.

[3]  Wilson G A.  Post-productivist  and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M]//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Amsterdam：Elsevier，2009：379-386.

[4]  张京祥，申明锐，赵晨 . 乡村复兴：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

义下的中国乡村转型 [J]. 国际城市规划，2014，29（5）：

1-7.

[5]  袁源，张小林，李红波，等 . 西方国家乡村空间转型研

究及其启示 [J]. 地理科学，2019，39（8）：1219-1227.

[6]   Lobley M，Potter C.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restructuring：

recent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f agricultural households in 

England[J].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04，20（4）：499-

510.

[7]  李红波，张小林，吴启焰，等 . 发达地区乡村聚落空间

重构的特征与机理研究——以苏南为例 [J]. 自然资源

学报，2015，30（4）：591-603.

[8]  龙花楼，屠爽爽 . 论乡村重构 [J]. 地理学报，2017，72

（4）：563-576.

[9]  龙花楼 .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J]. 地理学报，

2013，68（8）：1019-1028.

[10] 李红波，张小林 . 国外乡村聚落地理研究进展及近今

趋势 [J]. 人文地理，2012，27（4）：103-108.

[11] 刘祖云，刘传俊 . 后生产主义乡村：乡村振兴的一个理

论视角 [J]. 中国农村观察，2018（5）：2-13.

[12] 姚娟，马晓冬 . 后生产主义乡村多元价值空间重构

研究——基于无锡马山镇的实证分析 [J]. 人文地理，

2019，34（2）：135-142.

[13] 张京祥，胡毅，孙东琪 .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城中村物质

空间与社会变迁——南京市江东村的实证研究 [J]. 人

文地理，2014，29（2）：1-6.

[14] 张英男，龙花楼，屠爽爽，等 . 电子商务影响下的“淘宝

村”乡村重构多维度分析——以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

下营村为例 [J]. 地理科学，2019，39（6）：947-956.

[15] 丁紫耀 . 后生产主义乡村的发展研究——以金华市山

口、鲁雅、管头村为例 [D]. 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5.

[16] 罗震东，何鹤鸣 . 新自下而上进程——电子商务作用

下的乡村城镇化 [J]. 城市规划，2017，41（3）：31-40.

[17] 陈宏伟，张京祥 . 解读淘宝村：流空间驱动下的乡村发

展转型 [J]. 城市规划，2018，42（9）：97-105.

[18]  Wilson G A.From productivism to post-productivism  … 

and back again? Exploring the（un）changed natural and 

mental landscapes of European agriculture[J].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2001，26（1）：77-

102.

[19] 郭轩 . 电子商务作用下的乡村就地城镇化研究——以

山东曹县大集镇为例 [D]. 南京：南京大学，2016.

[20] 朱旭佳 . 视觉景观生产与乡村空间重构——“网红村”

现象解析 [D]. 南京：南京大学，2019.

[21] 梁菁.将“美”进行到底——视觉消费的社会学解读[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9（12）：

22-23.

[22] 刘润，杨永春，王梅梅，等 . 转型期中国城市更新背景下

旅游地视觉景观生产研究——以成都宽窄巷为例 [J].

人文地理，2016，31（3）：136-144.

[23] 朱旭佳，罗震东 . 从视觉景观生产到乡村振兴：网红村

的产生机制与可持续路径研究 [J]. 上海城市规划，2018

（6）：45-53.

[24] 沈丽珍，顾朝林 . 区域流动空间整合与全球城市网络

构建 [J]. 地理科学，2009，29（6）：787-7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