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 乡村振兴



（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和条件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关系

（三）乡村振兴的“三生”协调路径

（四）乡村振兴背景下现代农业新发展



(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和条件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报告

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

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并提出了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2018年“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意见



（一）中国乡村振兴背景

1.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转型

（1）我国已经进入服务业主导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农业发展进
行新时期。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农业现代化，对农民提出新要求。

发展阶段 国民经济结构变化：一、二、三产业位次

1 一 二 三
1949年农业68.4%

1956年以前

2 二 一 三
1956年农业48.8%工业51.2%

1956-1984

3 二 三 一
1985年28.4%--42.9%--28.7%

1985-2012

4 三 二 一
2013年10%--43.9%--46.1%

2013年以后



（2）我国已经进入城市主导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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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面临新条件。农民就业岗位更少，增收难度加大，要素和能力门槛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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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人口 乡村人口

1949年城镇化率89.36，
2017年城镇化率达
58.52%



(3）我国已经进入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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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面临新约束。资源和生态约束趋紧，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新型

农业。

过去“以粮为纲，全面砍光，围湖造田，毁林开荒”

2015年化肥用量446.1公斤/公顷，国际公认化肥安全使用上限为225

公斤/公顷，为1.98倍。

2007年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

传统农民更难靠农业致富，只有新型农民才能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型农业

才能增收。



（4）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已经进入“起决定性作用”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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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具有极化作用，社会出现“马太效应”。此时需
要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二）乡村振兴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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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产业兴旺角度来看

改革开放到今年已有40年的历史，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工作都上了一个大台阶。从农业

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粮食连续多年实现增长，2018年粮食总量已经达到了13158亿斤。从农民收

入角度来看，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这些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城乡之间的收入

差距越来越小，2018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缩小到了2.67:1。特别是扶贫攻坚战略实施以来

，到2018年年底，贫困人口按照2010年的标准已经减少到了1660万。

农业新产业、新业态都在不断发展，包括乡村旅游、互联网+、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带动672万户农民受益，这些产业的发展对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就业都

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2017年，全国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达到280万个，农产品加工产业，

初加工主营收益已经达到了20万亿，GDP总量达到80万亿，换句话讲农产品加工业主营收入就占

到了全国GDP总量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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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富裕：2018年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1.4万元，农村居民恩格
尔系数从2012年的37.5%

下降到2018年的28.4%。

⚫  生态宜居：全国农
村生活垃圾处理率
上升至60%左右，处
理污水的行政村比
例达到22%。

⚫ 乡风文明：“三馆一
站”公共服务设施全
部免费开放，全国县
级以上文明村和乡镇
的占比分别为28%和
56%。

⚫ 治理有效：2017年
新当选的村党组织
书记中，致富带头
人占64%，全国在
岗大学生村官总数
14.3万人。



（三）当前面临“三农”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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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土地，尤其是耕地资源不断减少（人均耕地不到1.2亩），给农业发展造成严重的威胁。

         二是农产品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农业收益持续下滑，农业比较优势减弱。

         三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多，农业很难形成规模经营，直接影响农产品商品率和劳动生产

率提高。

         四是水资源缺乏及农业面源污染和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

重要因素。

         五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农村面临着衰落的威险，与城市化快速发展不相适应，

影响我国农村现代化实现。



（四）当前面临“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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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问题
人：老人
地：地少、地贵、地荒
钱：费钱而不挣钱
品：品种和品质

2  农村问题
空：“三空”空心，空壳，空巣。
脏：“三生”生产面源污染，生活垃圾围村，生态病害严重。
乱：留守儿童受侵害，恶性案件多发。

3  农民问题
身：城市进不去，农村回不去。
心：“不专心，不安心，不放心。
养：养家，养老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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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业兴旺是根本，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需要深入研究农村现代产
业的新形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根本性作用，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
创意农业、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加快与互联网结合，深入推进三产融合，深度挖掘农
业的产业新空间。

2、生活富裕是目标，从“生活宽裕”到“生活富裕”，需要深度挖掘农民增收的新空间。
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已经超过家庭经营收入，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但农民外出务工的增长已近
饱和，返乡创业日益兴起。如何提升农民生产经营能力是当务之急，需要帮助农民从传统的生
产者向现代的经营者转变。同时，积极推动农村产权改革，把农民收入四大构成中最大短板—

—财产性收入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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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宜居是基础，从“村庄整洁”到“生态宜居”，必须推动农村建设进一步由表及里，加深城乡

一体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要不断深化，如新一轮电改迫在眉睫，因为农村用电负荷与日俱增；

宽带进村、降费提速的进程要加快，因为农村的需求日益迫切；乡村道路建设需要适应乘用车辆增多的趋

势，拓宽升级，强化养护。

5、乡风文明是象征，“乡风文明”的要求虽然一脉相承，但文化的乡村特征是核心。不是新房修了，

路也宽了，生活好了，住的人多了，就是乡村复兴。而是自古以来形成的与乡村生活相匹配的乡村文明体

系的延续，才是乡风文明的内核。既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要求，又要充分体现出乡村的自有

特点，也需要在对乡村建设进行更加科学的评价。

4、治理有效是保障，从“民主管理”到“治理有效”，需要逐步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

治理体系。在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古代乡村治理

的优秀传统，如乡规民约，乡贤文化。特别是当下应发挥好农村老人的道德约束作用，返乡创业、退休回

乡人员等新乡贤的示范引导作用，共同参与乡村治理。继续各类热爱农村、扎根农村的人士参与乡村建设

。



（三）乡村振兴的“三生”协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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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2014年1号文件 

《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要始终把改革作为根本动力，立足国情农情，顺应时代要求，坚持家庭经营为
基础与多种经营形式共同发展，传统精耕细作与现代物质技术装备相辅相成，实现高产高效与资源生态永续
利用协调兼顾，加强政府支持保护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功能互补。要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加
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解决好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导向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满足吃
得好吃得安全为导向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
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

    1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指出，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
为核心，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农情，遵循现代化规律，依靠科技支撑和创新驱动，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
率、劳动生产率，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
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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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号文件

    《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做强农业，必须尽快从主要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到数
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科技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
发展上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
路。



2.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色”与“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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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空间认识“中国特色”

A.中国是人口 和面积大国，区别于人口小国和面积小国（或地区）。
B. 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
C.中国社会经济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国际差异和国内区域差异，区别于发达国家。
D.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同于其它国家

     （2）从时间认识“新型”

A. 中国是信息化时代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阶段“二合一”。
B.中国国情和发展背景决定实现“绿色农业现代化”，而不是“先黑后绿”。



(四）乡村振兴背景下现代农业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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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农业的新目标和功能

政府发展农业的新目标。不仅保粮食保农产品数量，还保生产环境环境，保
农产品质量。不仅保粮食安全，经济安全，还要保生态安全。农民生产经营
农业的新目标。不仅要银子，还要有面子。

经济功能：基础+支柱
社会功能：就业+创业
生态功能：美化+优化
文化功能：积淀+创意
保健功能：健身+养心



2、农业的新方式和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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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要素。“人+地”    “技术+资本+管理”

现代化组织。对现代要素具有强大的吸纳能力和创新
能力。

新业态的形成：产业融合，互联网+

新业态特点：
     长：拉长产业链。
     宽：拓宽市场空间。
     高：高质量，高收益。
     新：技术新，模式新。



3、农业的新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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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业农民。农民发展三个阶段

（2）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专业大户
      家庭农场
      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业企业

（3）复合型新主体：+++



4、农业新模式和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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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模式
◆ 循环农业
    建立循环农业园区，农业产业链接，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能源开发利用，农业资源节约利用。
    种养结构模式，发展替代农业。
◆ 休闲农业
    一是休闲农园。从单一的入园观景、赏花、摘果、耕作、垂钓、狩猎等，到融合科研、观光、科普、
餐饮、会议为一体，以“新技术、新品种、高科技、现代化”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性农业科技园区。
    二是农业观光。根据“以农造景、以景带旅、以旅促农、农旅结合、协同发展”的理念，通过规划整
合，培育具有一定品牌效应的农业主题观光地
    三是民俗旅游。以传统的乡村民俗节日、民俗活动、民俗文化为依托，推动以“吃农家饭、住农家院、
观自然景、赏民俗情、享田园乐”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旅游。。
    四是森林养生。以森林区优美的环境、洁净的空气，来吸引居民体验回归大自然的情趣和进行休闲、
度假、森林考察、避暑疗养等健身活动
◆ 创意农业：文化农业创意模式、景观农业创意模式、公园农业创意模式
◆社区支持农业（CSA）：
◆籽种农业：
◆ 会展农业：节庆活动，

   



（2）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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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素要流动和配置：人：减少数量，提高能力；
                                       地：扩大面积，降低成本。
                                       钱：多管齐下，各尽所能。

2.主体要分工与合作：专、联

3.政策要协同并精准：政策套餐，精准到位。

4.模式要创新和优化：因地制宜，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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