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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驻村干部是政策的实施者、战略的推动者，发挥关键作用。本文从成就动机理论的

视角出发，探究目前驻村干部面临的诸多困境，例如工作繁杂、同当地村干部合作不畅、社会关系难以

维护等，针对这些问题，从成就、权力、亲和需要三个层次，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对于优化驻村干部管

理体制、增强驻村干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助力乡村振兴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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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esident cadres in the village are the implementers of the p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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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 and the promoter of the strategy, and play a key r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hievement mo-
tivation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any dilemmas faced by resident cadres in the village, 
such as complicated work, high pressure, poor cooperation with local village cadres, and difficulty 
in maintaining soci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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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近年来，

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了“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

扶、摘帽不摘监管”，其中，“摘帽不摘帮扶”指明了驻村帮扶工作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在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中，驻村干部制度是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关键点(李全利，2023)，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途径(杨宜勇，池振合，2021)。被选派下驻村庄的驻村干部，推动了政府与村民之间的“接点治理”(谢
小芹，2016)，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注入了新鲜血液。驻村干部不仅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治

理转型(郑永君等，2022)，提升农村治理效能(李涛等，2022)，还能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从而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因此，继续做好驻村干部的选派工作，具有直接而现实的意义。但是，目前驻村干部却

面临诸种困境，如何帮助驻村干部突破种种困境，成了当今理论与实践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从

成就动机理论的视角出发，探究当前驻村干部面临的种种问题，最终提出对策建议以促进驻村干部制度

的可持续发展。 

2. 成就动机理论 

成就动机理论是由哈佛大学教授戴维·麦克利兰于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通过对人们的动机、需求

等心理因素的研究，把人的需求归结为成就需求、权力需求以及亲和需求，因而也被称为“三种需要理

论”。麦克利兰认为，成就动机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也是内在驱动力的具体体现。 

2.1. 成就需求 

成就需求是个体希望成功，争取做的最好的需求。麦克格兰指出，拥有高成就需求的个体，更倾向

于将事情做得完美，以便获得更大的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无疑会遇到很多难题，克服难题、解决难题

是他们一直追求的目标和动机源泉。值得一提的是，这类个体并不注重物质奖励而是注重内心的成就感。

麦克格兰对成就需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指出高成就需求者有以下性格特点： 
① 高成就需要者更注重设立具有挑战性的目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挑战性的目标对于自身来说是

“适度”的(中等难度)，而非“特别容易”或“特别困难”的。这是因为，如果目标过低，任务完成后带

来的是较少的成就感；如果目标过高，则风险太大，完成任务的几率过于渺茫。 
② 高成就需要者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希望能够在工作中体现个人价值，对工作认真负责，敢于做出

决策，同时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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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高成就需要者喜欢及时得到反馈的工作任务，在他们看来，及时反馈意味着随时都能够了解自己

的工作状态，意味着产生成就感。  

2.2. 权力需求 

权力需求是个体能够影响和控制他人并且不受其他个体控制的需求。通俗来讲，这种需求是一种愿

望或驱动力，希望去影响和控制他人，以便获得更高的成就感。权力需求较高的人，更注重自身地位与

影响力的争取。 

2.3. 亲和需求 

亲和需求即建立友好亲密的人际关系的需求。具有高亲和动机的人往往更倾向于交往，进而拥有较

好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交往会给他们带来愉快的心理体验。在某些情况下，亲和需求体现为对于失去

某种亲和关系的担忧与疑虑。 

3. 驻村干部面临的困境 

3.1. 工作繁杂 

驻村干部的工作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处理来自上级机关分派的工作，二是他们也要在所驻村庄

开展工作，处理日常事务。经过分析发现，驻村干部的日常工作非常繁琐，工作压力很大(桑晚晴，杨帆，

2020)，要参与社会治理(张诚，202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罗晓，2024)、基层党建(孔德斌，2018)等综合

性的事务，“保姆式”的驻村干部更是屡见不鲜(于颖等，2020)。例如，上级政府要了解当地工作进展状

况时，驻村干部需要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在需要传达有关精神和有关指示时，驻村干部要参加许多会

议；为深入了解村民家中困难，以便提高工作的针对性时，他们要进入村民家中进行入户调查。这些繁

杂的工作无疑给驻村干部生理和心理带来了巨大的考验。 
事实上，在个人的素质和能力方面，驻村干部并非是完全相同的。对于某些个人素质较高、能力突

出的驻村干部，面对这些的日常事务能够迎刃而解；而对于某些能力不足的驻村干部，这些繁重的日常

事务让其分身乏术，在如此压力面前，部分驻村干部可能觉得无法完成组织目标，使其丧失信心。 

3.2. 驻村干部与当地村干部工作合作不畅 

驻村干部主要是被省、市、县有关机关所派选下驻村庄来进行帮扶工作的，作为外来工作人员，他

们的职责之一是与当地村干部在工作方面相互配合。在较为理想的状态下，驻村干部将会与当地村干部

形成合力，参与乡村的工作，解决村庄目前存在的问题，共同推进乡村建设。然而，现如今驻村干部的

队伍越来越年轻化，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是在工作经历、受教育程度等诸多方面与当地村干部之间存在

差异，因而可能形成与当地村干部不同的工作作风、价值观、工作方式，导致了驻村干部与当地村干部

之间的合作可能进展不顺，其帮扶工作同样也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阻碍，甚至于有些当地村干部让驻村

干部唱独角戏(程同顺，2020)，最终导致两者之间合作失败。与此同时，驻村干部在村庄的威望远远比不

上当地村干部，当地村干部进行部分决策时可能直接绕过驻村干部(汪静，2021)，导致驻村干部的权力被

“剥夺”，这使得驻村干部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容易引发诸种矛盾与纠纷，最终影响到村庄

的经济建设和发展。 

3.3. 社会关系难以维护 

3.3.1. 驻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维护困难 
所驻村庄对于驻村干部来说是一个全新而又陌生的环境，这就对其自身的工作造成了一定阻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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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常来讲，驻村干部来自其他地区，不通晓所驻村庄当地的习俗与文化，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

不同俗”，因此，村民与驻村干部在行为习惯与思维方式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造

成对彼此的误解，使双方之间难以建成有效的信任与合作关系。第二，驻村干部与当地村民可能存在语

言不通的情况，驻村干部大多数是讲普通话，而村民可能更习惯于讲方言，这会导致驻村干部与当地村

民之间沟通困难和理解障碍(杨智，2022)。第三，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部分村民认为驻村干部高高

在上，在心理上产生一定的隔阂，面对驻村干部时不敢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导致参与冷漠(谢治菊，范

嘉雯，2022)。第四，在中国式的情理社会中，驻村干部是介于政府与村民间的桥梁与纽带，在某些特殊

的情况下，政府与村民的利益是相互对立、似敌非友的，而驻村干部在其中的“上传下达”则造成了处

在相对尴尬的境遇(李娅娅，2008)。 

3.3.2. 驻村干部存在工作家庭冲突 
工作家庭冲突是指由于个体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因此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之间在情感等方面的

需求(Frone et al., 1997)。相应地，驻村干部既是职业工作人员，需要进行驻村帮扶工作，又是家庭成员，

也需要承担相应家庭责任，因此他们面临着工作家庭冲突。驻村干部需要长期下驻村庄进行工作，往往

是很长时间才能回家一次，时间非常有限，因此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往往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

这种矛盾下，大部分驻村干部不忘党和国家的殷殷嘱托，出于强烈的公共服务动机，往往会“舍鱼而取

熊掌”，即舍“家庭”而得“村庄”，舍“小家”顾“大家”。然而，在这种价值选择下，加剧了驻村

干部与家庭成员之间的隔阂和疏远，最终影响了家庭关系的和谐和稳定(谢治菊，卢荷英，2017)。 

4. 破除驻村干部面临困境的对策建议 

4.1. 成就需求层面 

4.1.1. 精简工作内容 
在基层治理中，驻村干部作为政策执行过程的最后一环，很容易产生“小马拉大车”的现象，因此

要优化村庄事务的分配，对于驻村干部的工作加以明确界定，避免出现驻村干部与当地村干部之间职责

不清的问题，这样既可以提升双方的工作效率，使其“在其位谋其政”，另一方面也能减轻驻村干部现

有的工作压力，为其安排适量的工作任务，精简工作内容，设定合理的工作目标，激发内在的成就动机，

调动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4.1.2. 上级机关培训指导，帮助适应村庄工作 
上级机关针对于村庄管理、农业发展、民风民俗等问题对驻村干部进行定期培训教育，对于驻村干

部工作中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上级机关应进行点对点的帮助。选取驻村帮扶优秀案例对驻村干部教育，

从而提升驻村干部基层治理能力，以便在帮扶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4.1.3. 选派能力较强的驻村干部 
在选派驻村干部时，慎重考虑驻村干部的综合素质，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态度、亲和力、

抗压能力、工作能力等可能影响驻村干部工作行为的诸多因素，作为是否能下派驻村的衡量标准，重点

关注驻村干部是否有将分裂转化为团结、风险转化为契机、压力转化为动力的能力。 

4.2. 权力需求层面 

处理好驻村干部与当地村干部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保证驻村干部权力需求的关键。首先，上级有关

部门应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于驻村干部与当地村干部的权力提供法律支持，保障双方有权有责，依法

履行职责，防止侵权越权现象的发生。其次，驻村干部与当地村干部应当明确各自的权力范围，做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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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管辖范围内的事情是第一位的，如果尚有余力，可在对方同意的前提下协助对方进行工作，彼此进行

配合最终实现组织绩效。最后，建立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通过考核和督导，保证双方依法行使职权，

对行政违法予以制裁，对行政不当予以纠正。 

4.3. 亲和需求层面 

4.3.1. 村庄关系层面：维系好与村民的关系 
在驻村干部下驻村庄进行工作之前，应当把准备工作做足、做好，充分了解村庄的风俗、习惯、方

言、历史渊源以及目前发展程度。在下驻村庄进行工作时，要与村民打成一片，听取村民的自身合理诉

求以及对村庄工作的意见和反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对于村民的合理建议要及时采纳，对于

不合理的诉求要及时沟通，使得村民明确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同时可以定期开展村庄活动，增加与村民

的沟通，达成相互信任与合作意识，共同推进村庄发展。 

4.3.2. 家庭关系层面：维系好与家庭的关系 
驻村干部家庭关系的好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驻村干部工作效率的高低，因此必须得到妥善处理。一

方面，上级机关在选派驻村干部下驻村庄时，首先，尽量考虑家庭因素，选派家庭与所驻村庄距离较近

的人员，降低驻村干部往返的时间成本；其次，建立适当的交通补贴制度，以减少驻村干部在村庄与家

庭间来回奔波的交通开支，减轻驻村干部在经济方面的压力；最后，在重大节日时，上级机关领导可以

慰问驻村干部家属，表达关心和支持。另一方面，驻村干部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应给予家庭成员应

有的关心与陪伴，通过沟通，增进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 

5. 小结 

破除驻村干部当下面临的困境，是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场域的转变过程中，驻村干部锐意进取、

发挥作用、提升治理效能和水平的关键。成就动机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分析驻村干部面临困境以及如何

突破困境的理论框架，在成就、权力、亲和需求的刺激下，驻村干部打破了以往工作繁杂、合作不畅、

社会关系难以维护等诸多不利条件，转化为推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发展的有利条件，最终推

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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