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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载：（2005-2025） 

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建院二十周年 

 

情系三农 情系民生 学以致用  

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国家高端智库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原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的前身是由我国已故著

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领衔主持的北京大学贫困地区

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 2005年成

立，是全国高校第一个研究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发展问题

的研究机构，也是北京大学首批创建的文科校级研究机

构之一。随着 2000年中国向世界宣告脱贫攻坚事业取

得全面胜利、国家战略目标转移至乡村振兴，为服务国

家战略，

2021 年

北 京 大

学 批 准

同 意 北

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更名为北京大学乡

村振兴研究院。 

目前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由十届、十一

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女士任研究院顾问委员会主席、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雷

明教授任院长。 

为国务院原扶贫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单位，北京市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单位，福建省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单位，国家脱贫攻坚

及乡村振兴重要智库单位。 

二十年来，研究院致力于地市县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与可持

续减贫、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振兴调研、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

战略论坛\乡村振兴大会、出版系列研究著作丛书、提供智库服

务等四大任务工程,业已取得丰硕成果。研究院已深入全国十四

个贫困片区及全国近三百个地市县开展扶贫\乡村振兴实地调研,

完成二百余份调研报告,在此基础上出版区域发展战略丛书五辑

及研究著作共四十余部学术专著，调研和研究报告通过扶贫办\

国家乡村振兴局\农业等渠道提交，多次获得省部级及国家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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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肯定批示，充分发挥了高校智库作用。研究院连续成功举办七届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

论坛、连续两届乡村振兴大会以及系列“乡村观察”——高级别乡村振兴研讨会,建设成为了

各界讨论贫困地区发展、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的最重要专业平台之一，并编辑出版八集

论坛会议论文集，近几年还作为承办单位之一协助国务院扶贫办成功举办连续四届国家扶贫日

高层扶贫论坛，并与国务院扶贫办宣教中心、贵州省社科院一起，连续三届承办贵州生态文明

论坛扶贫分论坛。并与全国政协、农业农村部、国家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国家林草局、

国家农垦总局、中央统战部、中央智力支边毕节专家顾问组、中国扶贫基金会、有成基金会、

中国小康研究会、中国乡镇企业联合会，以及地方省市自治区地方市县联合开展调研、研究及

举办相关研讨会上百次，连续两次荣获北京大学人文社科优秀研究机构称号，并荣获由人民日

报主导的“首届中国扶贫社会责任奖”。 

随着国家战略从脱贫攻坚向全面乡村振兴全面转变，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在取得

成绩的同时，也要根据外部形势的变化而进行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历

史性的突出成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的解决，

全国 832 个贫困县已全部脱贫摘帽。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设立五年衔接过渡期，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平稳过渡，推动“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国家乡村振兴局成立，统筹推进乡村振

兴工作。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在 2021 年更名为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

究院。 

近五年研究院发展 

一、建设目标及特色：一个目标 

围绕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打造北京大学一流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智库研究机构 

近五年（2019-2024）来，研究院全体师生秉承创

始院长厉以宁先生的“情系三农、情系民生、学以致用”

精神，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国家第二个百年目标，延续历史，面向

未来，始终围绕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打造北京大学一流

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智库研究机构的发展定位

和目标，基

于研究院

前期所取

得的成果及研究工作的积累和基础，坚持将论文写

在祖国的大地上，紧紧围绕新时期新阶段区域经社

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

战略、双碳战略开展深入地市县乡村发展乡村建设

乡村振兴调研、主办乡村振兴大会及“乡村观察”

——高级别乡村振兴研讨会等、出版系列研究著作、提供智库服务等四大任务，致力于乡村振

兴、三农工作的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各界人士通力合作，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标志性工作：四大任务 

    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振兴实地调研+基于调研系列研究著作+乡村振兴大会及“乡村观

察”—高级别乡村振兴研讨会+智库服务 

（一）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振兴实地调研 

近五年来，研究院已深入全国近 30 个地市县开展扶贫\乡村振兴实地调研,并相继承担湖

南益阳市、重庆市酉阳县、安徽省岳西县、望江县、福建省永泰县等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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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县域长期跟踪调研项目，已完成 40份调研报告,在此基础上出版十余部学术专著，调研和研

究报告通过扶贫办\国家乡村振兴局\农业等渠道提

交，多次获得国家领导人及省部级领导的肯定批示，

充分发挥了北京大学高校智库作用。 

研究院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包括重大项

目）、国家社科基金（包括重大项目）、教育部社科

基金（包括重大项目）、社科基金面上项目、教育部

繁荣计划研究项目等，部委及地方项目如国务院扶贫

办,国家林业局,农业部,国家发改委,西藏扶贫办,贵

州扶贫办以及 BHG等国际项目等多项，国家级项目 5

项，省部级项目 10项，横向项目 10项，国际项目 2

项。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贫困治理的思想和实践研

究——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的战略构想和实施方略，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02）；西部四村

案例总结，国家乡村振兴局 2021 年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专题案例总结项目（TC210F06R/15）；低碳发展

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研究，国家发改委项目；河北省

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河北三县退出专项评估

检查，国务院扶贫办项目；山东省济南市十四五规划，

山东省济南市发改委委托项目；碳俘获、利用与封存——

商业、案例/经济工作项目，澳大利亚 BHP 碳俘获、利用

与封存项目；国家电网物资全供应链大数据应用方法研究，

国家电网项目；国家电网公司物资供应链协调优化研究，

国家电网项目；贵州减贫模式调查与研究，国务院扶贫办

委托项目；精准扶贫研究，国务院参事室委托项目；宁

夏彭阳县定点扶贫调研，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委托项目；金

融扶贫与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有效衔接，中国农业银行委托

项目；农户线上化贷款，中国农业银行委托项目；央企扶

贫案例总结，国家乡村振兴局委托项目等等，年均经费约

100万。 

  

（二）基于调研系列研究著作 

近五年研究院代表性学术专著包括：

Redução da Pobreza na China （ BOM BOM 
BOOKS LTDA，2023）, Climat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in China: 
Policy, Technology and 
Market (Springer,2022), 
《振兴之路——新阶段

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框

架》（重庆出版社，重

庆，2022）、《共同富

裕下共享发展及其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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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重庆出版社，重庆，2023）、《股田中国---兼论农村股份合作制》（清华大学出版

社，北京，2020）、《中国式现代化的望江探索》（文联出版社，北京，2024）、《中国扶贫》

（开明书店，香港，2022）、《迈向共同富裕：中国扶贫的实践选择》（清华大学出版社，北

京，2022）（入选长安读书会推荐榜）、《绿色发展与生态减贫》（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

2022）、《通往富裕之路：中国扶贫的理论思考》（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2021）、《中国

扶贫》（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2020）（入选中国好书榜及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贫困与贫困治理——来自中国的实践（1978-2018）》（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2019），

会议论文集两部等十余部。 

 

（三）主办乡村振兴大会及“乡村观察”——高级别乡村振兴研讨会 

    近五年研究院连续成功举办第七届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湖南安化，2019）、首

届乡村振兴大会（重庆酉 阳,2023）、第二届乡村振

兴大会（安徽岳西,2024） 共三届大会以及系列“乡

村观察”——高级别乡村 振兴研讨会,建设成为了

各界探讨贫困地区发展、 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振

兴的最重要专业平台之一， 并编辑出版《第七届贫困

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 论文集》、《首届乡村振

兴大会论文集》、《第二 届乡村振兴大会论文集》

三集论坛会议论文集，还 作为承办单位之一协助中

国乡镇企业家协会、小康 研究会成功举办连续多届

乡村振兴论坛，并与国务 院扶贫办宣教中心、农业

农村部发展中心合作举办研讨会，开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调研。并与新华社、人民网、中国

网、央视农业农村频道，全国政协、农业农村部、国家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国家林草局、

国家农垦总局、中央统战部、中央智力支边毕节专家顾问组、中国扶贫基金会、乡村振兴基金

会、国投创益、有成基金会、中国小康研究会、中国乡镇企业联合会，以及地方省市自治区地

方市县联合开展调研、研究及举办相关研讨会近四十次。 

 

（四）智库服务 

近五年为政府和社会提供了大量政策咨询、提

供专家服务、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扶贫工作检

查等各类相关服务，取得了广泛社会反响。多份要

报获国家领导人以及省部级领导批示。与国家农业

农村部、国家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国家林草

局、中央统战部、中央智力支边毕节专家顾问组、

中国扶贫基金会、有成基金会、中国小康研究会、

中国乡镇企业联合会，以及地方省市自治区地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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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联合开展调研、研究及举办相关研讨会近四十次。 

    先后接受新华社，《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半月谈》，Xinhua，
China Daily, 《人民论坛》，《人

民政协报》，《农民日报》，《中

国环境报》，《中国社会科学学报》，

《科技日报》，《中国企业报》，

《新京报》，《社会学报》，《中

宣部时事报告》，《学习强国》，

《广西日报（理论版）》,《贵州日

报（理论版）》,《湖北日报（理论

版）》, 《河南日报（理论版）》，新华网，人民网，人民政协网，中国网，中国新闻网，中

国经济网，中央电视台一套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二套，农业频道、凤凰卫视等重要媒体就相

关问题接受专访和发表论点。 

担任北京市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福建省千万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云南省科技

战略专家，贵州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务院原扶贫领导小组专家咨

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扶贫办全国脱贫攻坚奖评审委

员会委员，国家机关工委全国脱贫攻坚奖评审委员会

委员，国务院扶贫办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专家,

北京市宣讲团成员，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客座教

授，贵州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西北农林大学六次产业

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国社会学会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专

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数字经济专

委会委员，中国乡镇企业协会特产分会会长，腾讯乡

村 CEO导师，国投创益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

员，中国小康研究会乡村振兴工作委员会专家等。 

多次应邀为国务院扶贫办、国家乡村振兴局、农业农村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教育部乡村振兴村长培训班、北京市委党校、区党校、地方政府等政府部门，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以及

中国农业银行、国家电网、国开行、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钢铁集团、伊利集团等央企国

企，腾讯、新浪等民企，就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减贫、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振兴专

题讲座。如 2021年 10 月 29日，第二十三期广西发

展论坛专题讲座“以新发展理念统领生态乡村建设”，

2023 年 6 月 6 日，伊犁州 2023 年第七期新时代伊

犁干部大讲堂，专题讲座“巩固拓展 有效衔接——

高质量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系列专著《中国扶贫》入选中国好书榜及国家

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迈向共同富裕：中

国扶贫的实践选择》入选长安读书会推荐榜。《中

国扶贫》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一等

奖。应邀在新华社【有话】发表演讲：帮扶贫困群

体和保护生态环境是高校和知识型人才必然的社会责任。获英国爱丁堡大学荣誉教授

（Honorary Professor of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天池特聘教授，北京市哲学社



 6 / 17 
 

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一等奖，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研究报告一等奖，中国电力企业

联合会创新奖一等奖、国网软科学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光大环保优秀论文一等奖、二等奖等。

连续两次荣获北京大学人文社科优秀研究机构称号，荣获由人民日报主导的“首届中国扶贫社

会责任奖”。   

部分咨政建言及媒体报道 

 2020 年呈报要报"新冠疫情下严防返贫"获时任分管扶贫国务
院副总理胡春华批示，2020-02-18。 

【名家访谈】做社会之社会研究 寻三农之三农之路.《社会科学
家》. 2024(1)  

加快推进“向绿而新”的县域经济模式 .《中国青年
报》.2024-10-20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青年报》.2024-02-25 
以改革创新推进乡村振兴.《湖北日报（理论版）》.2024-10-18 

China Focus: Is China's poverty cure replicable? Xinhua.2021-02-25 
Institutional reform set to advance rural vitalization. China Daily. 

March 16, 2023  
协同共进迈向共同富裕美好生活.新华社.2021-09-29 
脱贫攻坚，书写伟大中国故事.新华社.2021-07-01 

【有话】：帮扶贫困群体和保护生态环境是高校和知识型人才必然的社会责任.新华
网.2022-02-17 

【光明论坛】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光明日报》. 2023-02-20. 
【光明论坛】建设生态乡村,释放绿色发展活力.《光明日报》.2022-11-08. 
【光明论坛】生态美百姓富，“两山”理念焕彩现代化中国.《光明日报》.2022-09-27 
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农业农村新发展格局. 《光明日报》. 2021-08-20. 
党建引领强化第一书记驻村帮扶 夺取脱贫攻坚的最终胜利.《光明日报》.2020.03.15 
以改革创新实现后发赶超.《光明日报》.2018-12-18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中国青年报》. 2023-04-11 
聚发展 抓建设 善治理, 《中国青年报》, 2022-03-01 
做好生态与产业融合 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中国青年报》, 2022-04-12 
做好“三农”工作，要牢牢守住两条底线.《中国青年报》. 2021-01-11 
关于共同富裕，十九届六中全会有重要论述.《中国青年报》.2021-11-11  
绿色振兴：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青年报》2021-02-27 
制度优势：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青年报》.2021-03-10 
多举措完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功能.《农民日报》. 2022-06-08 
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两山”理论.《中国环境报》.2020-09-01 
深度扶贫关键在“深” ,《人民论坛》.2018（07） 
升贫困群体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11-21 
深度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关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9-26 
精准扶贫理论的创新及其价值贡献,《广西日报（理论版）》.2019-8-8 
以产业融合推动产业发展与产业革命, 《贵州日报（理论版）》, 2018-10-23 
乡村振兴要把握人、共同富裕、产业三个关键. 《重庆日报》.2023-07-30  
以改革创新推动后发赶超, 《贵州日报》, 2018-12-10 
乡村振兴要把握人、共同富裕、产业三个关键. 《重庆日报》.2023-07-30  
以改革创新推动后发赶超, 《贵州日报》, 201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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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吸引农村人才？专家建议建立农业方面的人才资源库.《南方都市报》.2022-03-03 
聚焦“高质量发展”.《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021-03-10 

    三、学术贡献：三方面贡献 

    中国扶贫理论建构+中国乡村振兴理论建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论发展 

（一）中国扶贫理论建构 

立足于中国脱贫攻坚实践，基于准公共物品理论和制度变迁等视角，从理论层面系统性地

梳理了中国扶贫政策和制度，提出中国扶贫理论系统建构，通过概述中国扶贫核心概念和理论

辨识与界定，系统深入研究中国扶贫经验的内在模式，并聚焦扶贫有效制度供给、路径选择、

激励机制、政府治理、群众内生动力等重要议题，深入研究不同主体在扶贫开发实践中的角色

定位与作用，研究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作扶贫开发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呈现，从理论层面勾

勒出中国扶贫生态，为诠释和分析中国扶贫开发与减贫成效，提供本土理论分析视角，也尝试

为世界减贫与发展提供中国扶贫实践框架。具体包括： 

基于中国扶贫实践先后实施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两个为期十年的“中国农村扶贫

开发纲要”，以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系统深入研究中国扶贫从不含具体扶贫目标的经济增长

转向目标“瞄准型减贫”；在贫困问题的认知上，从单一以收入为衡量标准的贫困认知转向了

多维贫困的精准识别，多维贫困是多元扶贫的基础，是扶贫工作精准性、有效性、可持续性的

基石；在具体的参与结构上，实现了由政府单一主体到社会广泛参与的转变，政府凭借其公信

力引导贫困治理，市场承担“扶贫”的社会责任，各类社会主体积极参与，贫困主体积极行动，

在规范且权责统一的多元协同机制下共同助力减贫。基于准公共物品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提

出可持续减贫和全主体全员扶贫生态建构理论框架，并从概念内涵、系统特征、机制设计、系

统构建以及实现路径等方面,深入分析全面打造和构建全社会扶贫生态系统的路径和实现模式。 

基于三次收入分配理论，提出四次收入分配概念，作为对三次分配的补充和完善。四次分

配着重解决的是如何借助社会力量长期助力低收入者持续增收的问题，在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基

本生活保障的同时，又提高他们持续增收、改善生活的意愿，增强自身积极性、行动可能性以

及参与感、获得感。探讨以初次分配为基础、再分配为重要补充、鼓励发展三次分配及四次分

配的收入分配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路径。 

基于中国脱贫攻坚实践田野调查，系统提炼总结分析中国中央政府凝聚政府主体、市场主

体、社会主体和贫困主体的力量，每个主体在实践中相互协作的 13 种有效扶贫模式，包括增

长扶贫、转移支付扶贫、赋权扶贫、赋能扶贫、基础设施扶贫、收入分配扶贫、产业扶贫、资

产扶贫、就业扶贫、语言扶贫、文化扶贫、孝道扶贫以及社会兜底扶贫。多个扶贫主体也在道

德、文化、法制三大上层建筑的助力下推进多元扶贫的进展。基于中国 30 个省(区、市)的面

板数据，运用基于加速遗传算法的投影寻踪模型测度数字乡村建设水平与防返贫能力，通过核

密度估计刻画两者的时空分异特征，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深入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防返贫能力的

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中国反贫困实践，系统阐述贫困与贫困治理

内涵外延、贫困与贫困治理思想基础，建构贫困与贫

困治理理论架构，深入分析贫困与贫困治理模式选择、

实现路径、机制设计、制度安排以及组织保障等诸多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代表性学术专著及学术

论文之中。 

1.代表性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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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ção da Pobreza na China
（BOM BOM BOOKS LTDA，2023） 

《中国扶贫》（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2020）（入选中国好书榜及国
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中國扶貧》（开明书店，香港，
2022） 

《通往富裕之路：中国扶贫的理
论思考》（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
2021） 

《迈向共同富裕：中国扶贫的实践选择》（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2022）（入选长安读
书会推荐榜） 

《贫困与贫困治理——来自中国的实践（1978-2018）》（经济科
学出版社，北京，2019）等。 

2.代表性学术论文 

Synthesize dual goals: A study on China’s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system.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2021,20(4)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or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Complexity.2020(8)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MINORITY FARMERS IN 
CHINA: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 ROLE?.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8,23(1) 

La strategia di riduzione della povertà in Cina. MarxVentuno, 2021(1)  
民企扶贫:做好地方扶贫开发和乡村振兴的“有益补充”.《国家治理》. 2021 (Z3) 
构建好全面脱贫后的贫困治理生态,《国家治理》. 2020 (01)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央企扶贫之路.《国家治理》. 2020 (39) 
共享发展理念下扶贫生态系统构建.《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9 (06) 
地方生态扶贫内在循环机制的优化——基于贵州省扶贫实践的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20 (04) 
共享发展下实现可持续减贫——兼论扶贫系统重构及扶贫生态系统构建，《南京农业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 
中国贫困治理:价值诉求——基于多视角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7 (06)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密码、制胜关键、价值与前瞻.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1 (03) 
精准扶贫的思想内涵、理论创新及价值贡献.《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0 (04) 
中国语言扶贫进程 70年聚焦：模式、机理、路径及前瞻.《江汉学术》. 2020 ,39 (05) 
侍亲、事孝:农村老年防贫与孝道帮扶.《社会科学家》.2022（07） 
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新中国扶贫七十年史纲(1949-2019)——基于战略与政策演变分

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57 (01) 
赋能:教育扶贫之根本——中国脱贫之道.《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S1） 
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知识图谱及文本分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S1） 
从多元治理走向全元治理——兼论反贫困命运共同体构建，《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19（8） 



 9 / 17 
 

中国贫困治理实践(1978—2019)——基于瞄准机制演变的分析,《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19,40（06） 

以产业扶贫促进深度贫困地区扶贫攻坚——基于西藏自治区 L市调研，《贵州民族研究》，
2019（2）等。 

 

（二）中国乡村振兴理论建构 

立足于中国乡村振兴实践，基于多元治理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等视角，通过对于乡村振兴

战略的内涵、目标、路径和理论基础总领性研究，系统梳理乡村振兴战略的由来及其意义。围

绕“农业农村农民”三农核心，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方针，以及乡村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

织振兴”五大振兴，从乡村振兴模式选择、机制设计、路径选择三个维度，研究探讨中国乡村

振兴理论建构，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同时在系统比较东亚、欧美等地

区的相关乡村发展乡村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政策参考，最后，就如何

将乡村振兴战略变成政策、落实到工作中，从组织保障、能力建设、政策体系几方面进行细致

规划。具体包括： 

基于大量实地调研观察发现，在乡村空心化、产业多元化，特别是休闲康养趋势化的当下，

我国乡村社会正经历着不同于传统乡村、“乡民”不同于传统农民、“产业”不同于传统农业

的嬗变。城乡融合、城乡要素互动趋势加强，新乡村正在以不可阻挡的态势发展。基于大量田

野调查，对乡村这一变化进行深入剖析，指出乡村正从生存依赖型社区向乡村生活居住型（生

活+生产）社区转变，居住地与职业的关系不断弱化，乡村居民的职业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和多

变，提出传统乡村因血缘相关而形成的差序结构“熟人社会”正逐步被一个以血缘+利益链接

为关联的血缘+契约型我们称之为的“陌新社会”替代。并对在这一变化前提下乡村社区新型

共同体建构进行深入理论研究和分析。 

面对新变化，从战略视角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与外延、目标与要求进行辨识，基于"五

个激活"驱动、"五位一体"协同和"五对关系"把控乡村振兴战略体系构建，从乡村产业、乡村

生态、乡村文化、乡村治理和乡村社会保障五个维度进行乡村振兴战略政策设计，探讨乡村振

兴战略的路径选择。 

基于全面乡村振兴递阶推进、风险挑战及战略前瞻三方面，以理论研究结合实际案例的方

式进行阐述。通过概念辨析，系统研究乡村振兴的模式选择、机制设计、路径选择，同时对实

际工作中的组织保障、能力建设、政策体系进行系统分析。 

围绕中国农村土地改革中股田制、农村股份制发展这一核心主题，提出许多内涵丰富、谋

划深远的理念和观点，深刻地阐述农村股田制、农村股份制内涵外延、农村股田制、农村股份

制思想基础，提出农村股田制、农村股份制理论架构，分析农村股田制、农村股份制模式选择、

实现路径、机制设计、制度安排以及组织保障等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治理网络、民俗文化以及生态环境等五个方面分析和总结现阶段

中国乡村振兴的能力建设状况，深

入剖析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切实

可行的优化建议，为推进乡村振兴

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和行动指引。 

构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治理

机制、评估机制以及反馈机制。构

建党政主体引领、市场主体激活、

居民主体有效自治与社会主体广泛

参与相统一的治理新格局，构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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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内部协调机制与外部支撑机制作为保障，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建设、

树立整体思维、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将“智治”纳入“三治融合”机

制等方面优化治理机制。 

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代表性学术专著及学术论文之中。 

1.代表性学术专著 

《振兴之路——新阶段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重庆出版社，
重庆，2022） 

《股田中国---兼论农村股份合作制》（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
2020） 

《共同富裕下共享发展及其内在逻辑》（重庆出版社，重庆，2023） 
《中国式现代化的望江探索》（中国文联出版社，北京，2024）等。 
2.代表性学术论文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念遵循与机制保障.《国家治理》. 2024(3). 
交融与共生:乡村农文旅产业融合的运营机制与模式——基于三个典型村庄的田野调查.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6). 
共同富裕愿景下四次分配的总体目标、制度安排与作用机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23,76(05)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多元主体参与电商助农帮扶模式研究——以拼多多“多多农园”为例.

《广西社会科学》.2024(5). 
乡村振兴的多重路径选择——基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分析.《广西社会科

学》.2022(09). 
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机制建构研究——治理、评估及反馈.《广西社会科学》. 

2023(04) 
多维理论视域下的全面乡村振兴.《广西社会科学》.2022（02）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普惠金融政策分析——基于“工具—目标—主体”三维分析框架.

《开发性金融研究》.2024(2). 
数字乡村建设对防返贫能力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24(9). 
可持续价值共创:乡村振兴视域下数字平台企业可持续社会价值创造——基于腾讯酉阳共

富乡村的案例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23(09) 
乡村振兴. 《经济研究参考》. 2023(09) 
治理视域下全面乡村振兴的制度建设.《行政管理改革》.2022（06） 
向变而生 乡村重构：“熟人社会”到“陌新社会”——兼论乡村社区新型共同体建构.

《社会科学家》.2024(4). 
做社会之社会研究 寻三农之三农之路——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雷

明教授访谈.《社会科学家》. 2024(4) 
全面乡村振兴：政策指向与实践.《社会科学家》. 2021（12）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乡村振兴战略递阶推进、风险挑战及前瞻. 《社会科学家》. 2023(09) 
共同富裕目标下新疆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新疆社科论坛》. 

2023(03) 
四次分配: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路径研究.《新疆财经》.2023(01). 
持续深化东西协作 推进南北协作 助力乡村协同振兴.《新疆财经大学学报》. 2022(04) 
教育帮扶: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S1） 
新疆教育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基于耦合理论的实证分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2（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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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乡村振兴的关键性基础支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治理网络、民俗文化及
生态环境.《安徽乡村振兴研究》.2022(05)等。 

 

（三）绿色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发展 

立足于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实践，在我们早年提出的绿色投入产出核算体系(GIOS)基础上建

构一套新的绿色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完整具体地描述中国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的双向性互动，

试图以明确双碳目标提出的历史基础；探讨这种互动关系是为何而变动的，什么因素会促进或

者阻碍其改良，未来能如何利用这些影响因素推进双碳目标；系统分析这一双向互动关系具体

要在哪些方面怎么优化、优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保证双碳目标的实现，试图以寻找实现双碳

目标的最优路径。具体包括： 

在我们早年提出的绿色投入产出核算体系(GIOS)基础上，建构新的绿色投入产出核算体系

(NGIOS)。围绕 GIOS绿色投入产出方法进行了模型表式、编制程序、分析体系、与其他方法的

结合四个方向的改进，以提升其用于现实研究的能力。系统分析碳源、碳排放产生、碳排放治

理、碳汇四个子系统演变，对经济系统与恢复治理活动互动关系的分析涵盖其规模、技术特征、

消耗结构等要素。将恢复治理活动对碳排放产生端的作用单独分离出来进行了考察，采用预测

性视角对驱动因素的作用模式进行了动态研究，将研究主体从单纯的碳排放演变与双碳目标的

实现紧密结合了起来。 

运用 GDIM 分解模型对我国整体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并在此基础上，结合 Tapio 脱钩模

型构建脱钩努力模型测度各驱动因素的脱钩努力效应，评估我国减排政策的有效性。基于建立

在 GIOM 框架上的 IMEC 模型探索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优化问题，并对比了 2030、2060 年

准时实现双碳目标和 2026、2056 年提早实现双碳目标两条最优路径的异同。通过对最优路径

上经济增长、排放和能耗演变轨迹的研究，对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互动方式的优化方向和优化

程度做详细的描述；通过深入到产业层次描述其结构调整，具体分析如何能够实现这种优化。 

企业层面，基于不同碳配额分配机制考虑低碳偏好的寡头企业决策，建立双寡头企业碳减

排策略和市场竞争的动态模型，讨论博弈模型中纳什均衡解的稳定性及企业的价格调整速度、

竞争水平和碳减排投入对价格与利润的影响机制。针对企业和低碳服务提供商在建立供应链联

盟中合作行为的演化过程,借助演化博弈理论与突变论将传统博弈的复制动态方程转化为尖点

突变模型、建立包含高斯白噪声的随机动力学系统,同时引入弹性测度指标定量描述系统对扰

动的吸收程度。最后,通过仿真实验进一步分析相关参数变化对联盟非线性演化及弹性的影响。 

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代表性学术专著及学术论文之中。 

1.代表性学术专著 

Climat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in China: Policy, Technology 
and Market (Springer,2022)  

《绿色发展与生态减贫》（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2022）等。 
2.代表性学术论文 

A stochastic catastrophe model of 
construction site safety hazards supervision and 
its resilience, Energy. 2024 

Carbon leakage and low-carbon 
performance: heterogeneity of responsibility perspectives, Energy 
Policy. 116(2022) 

A dual channel, quality-based price competition model for the WEEE 
recycling market with government subsidy, Omeg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2016, 59(B)（高被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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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to Fixed-sum-outputs DMUs by Non-oriented Equilibrium Efficient Frontier DEA 
Approach with Nash Bargaining-based Selection, Omeg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115（2023） 

Carbon-weigh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and Driving Force Analysis: Evidence 
from China, Energy Policy. 111(2017) 

Dynamic strategy for low-carbon supply chain considering retailers competi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eliyon. 10 (2024) 

Evolutionary Game and Strategy Analysis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in Supply Chain 
Based on System Dynamic Model, Sustainability. 2023, 15(11) 

Differential game analysis of three-echelon fresh supply chain under dual carbon target.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Management 11(6) 

Layout planning of highway transportation environment monitoring network: In case of 
Xinjiang, China. Sustainability. 2019,12(1)  

中国省际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碳平衡分区.《生态学报》.2024(6). 
基于比较研究的华中三省产业结构与低碳经济的关系分析.《生态经济》.2024(8). 
我国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及脱钩努力效应研究.《环境科学研究》.2024(10). 
“双碳”目标下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水平协调发展的时空耦合分析.《环境工程技术

学报》.2024(8). 
低碳供应链联盟的随机突变模型及弹性研究.《系统科学与数学》.2024(9)  
不同碳配额分配机制下考虑低碳偏好的寡头企业价格决策分析.《经济研究参考》. 

2024(1) 
公平和效率视域下中国工业碳排放成本和碳减排潜力分析(2010-2020).《中国环境科学学

会 2023年科学技术年会论文集（一）》.中国环境科学学会.2023.09 
热电行业碳排放边际减排成本时空分析——基于中国投入产出区域面板数据(2008-2020).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22年科学技术年会论文集（一）》.中国环境科学学会.2022.08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效性评估——基于二氧化碳影子价格估算的分析.《中国环境科学学

会 2021年科学技术年会论文集（一）》.中国环境科学学会.2021.10 
二氧化碳排放、技术创新和内生经济增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20年科学技术年会论文

集（四）》.中国环境科学学会.2020.09 
中国钢铁企业低碳供应链绩效及决定因素.《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19年科学技术年会论文

集（一）》.中国环境科学学会.2019.08等。  
   

四、智库与社会服务 

担任北京市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福

建省千万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云南省科技战略专

家，贵州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

究员，国务院原扶贫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国务院扶贫办全国脱贫攻坚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国

家机关工委全国脱贫攻坚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务

院扶贫办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专家,北京市宣

讲团成员，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客座教授，贵

州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西北农林大学六次产业研究

院客座教授，中国社会学会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专业

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数字经济专委会委员，中国乡镇企业协会特产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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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乡村 CEO导师，国投创益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小康研究会乡村振兴工作

委员会专家等。 

英 国 爱 丁 堡 大 学 荣 誉 教 授 （ Honorary 

Professor of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7)。

新疆财经大学特聘教授、贵州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云南省科技战略专家、

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客座教授、贵州师范大学

客座教授、西北农林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客座教授、

中国运筹学会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环境科学

协会环境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决策

科学协会（Decision Sciences Institute，DSI）

亚太地区决策科学协会（Asia Pacific DSI）当选

主席(President elect)。担任中国气象学会低碳

发展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投入产出学会常务

理事,中国能源研究会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

经济核算研究会理事,中国环境与文化促进会理事,

日本国际可持续能源协会 ISEA 理事会员，北京大

学新农村研究院院务委员、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

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多次应邀为国务院扶贫办、国家乡村振兴局、

农业农村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育部

乡村振兴村长培训班、北京市委党校、区党校、地

方政府等政府部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农

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国农业银行、国

家电网、国开行、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

钢铁集团、伊利集团等央企国企，腾讯、新浪

等民企，就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减贫、

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振兴专题讲座。如 2021

年 10月 29日，第二十三期广西发展论坛专题

讲座“以新发展理念统领生态乡村建设”，2023

年 6 月 6 日，伊犁州 2023 年第七期新时代伊

犁干部大讲堂，专题讲座“巩固拓展 有效衔

接——高质量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五、传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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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接受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半月谈》，Xinhua，China Daily, 《人

民论坛》，《人民政协报》，《农民日报》，《中国环境报》，《中国社会科学学报》，《科

技日报》，《中国企业报》，《新京报》， 《社会学报》，《中宣部时事报告》，《学习强

国》，《广西日报（理论版）》,《贵州日报（理论版）》,《湖北日报（理论版）》, 《河南

日报（理论版）》，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人民政协网，中国网，中国新闻网，中国农网、

中国经济网，中国青年网、中青在线、中国农网、中央电视台一套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二套，

农业频道、凤凰卫视等重要媒体就相关问题接受专访和发表论点。 

    部分媒体传播: 

China Focus: Is China's poverty cure replicable? Xinhua.2021-02-25  
Institutional reform set to advance rural vitalization. China Daily. March 16, 2023  
协同共进迈向共同富裕美好生活.新华社.2021-09-29 
脱贫攻坚，书写伟大中国故事.新华社.2021-07-01 
【有话】：帮扶贫困群体和保护生态环境是高校和知识型人才必然的社会责任.新华

网.2022-02-17 
【名家访谈】做社会之社会研究 寻三农之三农之路.《社会科学家》. 2024(1)  
【光明论坛】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光明日报》. 2023-02-20. 
【光明论坛】建设生态乡村,释放绿色发展活力.《光明日报》.2022-11-08. 
【光明论坛】生态美百姓富，“两山”理念焕彩现代化中国.《光明日报》.2022-09-27 
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农业农村新发展格局. 《光明日报》. 2021-08-20. 
党建引领强化第一书记驻村帮扶 夺取脱贫攻坚的最终胜利.《光明日报》.2020.03.15 
以改革创新实现后发赶超.《光明日报》.2018-12-18 
全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青年报》.2024-02-25 
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中国青年报》. 2023-04-11 
聚发展 抓建设 善治理, 《中国青年报》, 2022-03-01 
加快推进“向绿而新”的县域经济模式.《中国青年报》.2024-10-20 
做好生态与产业融合 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中国青年报》, 2022-04-12 
做好“三农”工作，要牢牢守住两条底线.《中国青年报》. 2021-01-11 
关于共同富裕，十九届六中全会有重要论述.《中国青年报》.2021-11-11  
绿色振兴：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青年报》2021-02-27 
制度优势：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青年报》.2021-03-10 
多举措完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功能.《农民日报》. 2022-06-08 
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两山”理论.《中国环境报》.2020-09-01 
升贫困群体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11-21 
深度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关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9-26 
以改革创新推进乡村振兴.《湖北日报（理论版）》.2024-10-18 
精准扶贫理论的创新及其价值贡献,《广西日报（理论版）》.2019-8-8 
以产业融合推动产业发展与产业革命, 《贵州日报（理论版）》, 2018-10-23 
乡村振兴要把握人、共同富裕、产业三个关键. 《重庆日报》.2023-07-30  
以改革创新推动后发赶超, 《贵州日报》, 2018-12-10 
如何吸引农村人才？专家建议建立农业方面的人才资源库.《南方都市报》.2022-03-03 
聚焦“高质量发展”.《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021-03-10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三大理念是关键.《社会科学报》.2019-8-1 
进一步改革创新打赢扶贫攻坚战,《社会科学报》.2019-4-18 
2020后扶贫战略思考：构建反贫困命运共同体.《社会科学报》.20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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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扶贫关键在“深” ,《人民论坛》.2018（07） 
今日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四大特点.《中国报道》.2023(02). 
立足国情农情加快农业强国建设.《中国报道》.2023(03) 
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中国报道》.2022(10) 
两会圆桌 | 如何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中国报道》.2021-03-10 
协同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中国报道》.2021-03-01 
脱贫攻坚：书写伟大中国故事.《中国报道》.2021-07-05 
九部门发文鼓励退休干部回乡定居 有何深意.《中国新闻周刊》.2023-08-28  
制度优势：脱贫攻坚全胜的根本保证.《理论导报》.2021-03-29 
推动县域生态环境治理市场化、产业化. 人民网.2024-08-28 

   （经济观察）2024年，中国如何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新闻网.2023-12-13 
中国乡村振兴如何破解三大关键问题？.中国新闻网.2022-02-17 
2022,中国乡村振兴建设如何再上新台阶？.中国新闻网.2022-02-17 
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 中国马不停蹄推进乡村振兴.中国新闻网.2022-07-03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 中国走上新奋斗起点.中国新闻网.2020-12-18 
探讨激发县域经济活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人民政协网.2024-01-24  
“新”字为首：创新推动中部崛起. 中国经济网.2024-04-08  
激活乡村沉睡资产 让乡村闲置要素充分参与乡村振兴——安徽岳西“一宅两院”有益探

索. 中国经济网. 2024-01-26 
最美新农人丨“新农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央视网.2023-12-23 
內地專家：“十四五”從普通教育向職業教育拓展.凤凰卫视.2022-03-17 
怒江：小草果做成大产业 助群众增收致富.云南新闻联播.2023-03-27 
中外专家热议“减贫治理与全球发展”.中国外文局.2023-03-20  
推动建立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农村工作通讯》.2024（9） 
建构更加成熟完善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农村工作通讯》.2024（5） 
巩固成果守底线 有效衔接促振兴.《农村工作通讯》. 2024(3). 
巩固拓展 有效衔接 让广大农民生活更上一层楼.《农村工作通讯》.2023(05). 
以深化改革为抓手 奋力推进城乡连体共生.《农村工作通讯》.2023(02). 
强化农民职业教育 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农村工作通讯》. 2023(24) 
以农业产业化、集群化推动产业共生体形成. 《农村工作通讯》. 2023(12) 
切实做好过渡期最后两年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农村工作通

讯》.2023(12). 
激发内生动力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村工作通讯》.2022(23). 
以有效风险防控确保设施农业向好发展.《农村工作通讯》.2020(10) 
农村电商助力脱贫攻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农村工作通讯》.2020(9) 
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4(5). 
乡村振兴的自然画卷：生态振兴的机制与路径.《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1 
生态减贫的中国探索：历史与前瞻.《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1 
把握以新发展理念 贯穿生态乡村建设的三个重点.《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2(11) 
生态乡村建设：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领美丽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经济导

刊》.2022(Z2)  
优化完善农村教育服务体系探讨.《小康》.2024(4).  
安徽岳西“一宅两院”调查.《小康》.2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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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什么”+“怎么建”+“如何持续”：乡村建设的三大关键,《中国三农智库》. 
2022-05-25 

扶贫干部：从“雪中送炭”到“锦上添花”.《中国扶贫》. 2020-12-20 
在乡村振兴中更好发挥退休返乡人才力量.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23(09) 

公益性岗位与第四次分配：共同富裕的新探索.《中国财富》.2022-07-08 
 

六、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发展的核心工作之一。作为研究机构，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同样

肩负着学校和学院学科建设之重任。研究院在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国家第二个百年目标，根据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始终围绕服务国家

发展大局，在打造北京大学一流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智库研究机构的发展定位和目标下，

坚持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紧紧围绕新时期新阶段区域经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

战略、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双碳战略开展深入地市县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振兴调研、主办乡

村振兴大会及“乡村观察”——高级别乡村振兴研讨会等、出版系列研究著作、提供智库服务

等四大任务工作，积极致力于相关学科特别是管理科学学科建设。同时以此为契机，积极吸引

和聚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包括具有高学术水平的团队带头人、学术骨干以及优秀的青年

学者，共同构成研究院发展的人才力量。 

通过完善的研究院项目安排，以项目带团队，培养出更多适应社会需求、具有创新能力的

博士博士后的高层次人才。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涵盖多个学科方面的内容，通过学科凝

练，明确相关的研究方向，突出特色和优势，在广泛而大量深入实地一线调研的基础上，积极

开展前沿性、创新性的理论研究工作，旨在提升学科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力，不断提升团队和相

关学科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 

强化 SSCI、SCI和 CSSCI TOP期刊论文发表，进一步完善研究院研究人才梯队、创新团队，

大力培养和建设青年人才队伍，加强平台的开放共享和资源整合。建立诚信机制和问责机制，

加强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举办高层次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知名

专家学者专题讲座，为社会各界提供重要规划、报告和服务咨询。加强同学界、政府部门、企

业和社会各界人士通力合作，秉承历史，面向未来，不断创新，为学科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七、未来发展规划：一个愿景+四项任务 

   情系三农、情系民生、学以致用,围绕四大任务，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在未来发展中，研究院将继续秉持初心，秉承创始院长厉以宁先生的“情系三农、情系民

生、学以致用”之精神，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国家

第二个百年目标，延续历史，面向未来，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锻炼团队、培育团队, 培

养了各类人才，始终围绕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打造北京大学一流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智

库研究机构的发展定位和目标，基于研究院前期所取得的成果及研究工作的积累和基础，紧紧

围绕新时期新阶段区域经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双碳战略，深

入开展地市县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振兴调研、主办乡村振兴大会及“乡村观察”——高级别

乡村振兴研讨会、出版系列研究著作、提供智库服务等四大任务，致力于同乡村振兴、三农工

作的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各界人士通力合作，不断创新，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通过有效的

科学研究和政策分析，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推动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振兴工作，为国家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智力支持，推动乡村振兴事业发展，为国家和社会做出北大人更大贡献。 

持续开展区域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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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新形势下的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展开深入研究。

基于田野调查,通过调研和数据分析，深入实践把握三农发展问题和挑战，提出更加切实可行

的乡村振兴解决方案和更加有效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民生的

持续改善。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决策提供有效有力支撑，为建构中国乡村振兴理论体系做出更

多更大的学术贡献。 

继续办好乡村振兴大会 

继续定期举办乡村振兴大会，邀请全国各地的政商学企社界，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企业

专家和社会组织，共同交流经验，分享成果，共同探讨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城乡融合发

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路径和策略，进一步促进学术交流，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 

推动系列学术著作出版 

基于实地调研报告,基于理论和应用研究成果，持续出版有关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系列研究著作，涵盖理论研究、案例分析和政策分析等多方面。

为学术界和实践工作者提供更加丰富、更加有价值的的研究参考。同时持续做好乡村振兴大会

论文集出版。 

全方位提供智库服务 

继续围绕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县

乡村如何通过乡村振兴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等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

制定与实施，通过科学研究和政策评估，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智力支持。通过政策

咨询等方式，进一步提升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专业的智库服务。 

进一步加强合作 

进一步加强与政府、企业、高校和社会各界的合作，更好地整合资源、提升研究质量、扩

大社会影响等，共同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合作对象包括各级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等，通

过多方面的合作，为国家第二个百年目标、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城乡融合发展

战略实现做出更大的贡献。 

强化人才培养 

积极承担参与相关科研项目，开展多渠道实地调研，以此提升研究团队对区域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水平，使团队在区域可持续发展、城乡融合和

乡村振兴等相关研究领域形成更大优势，具有更强的核心竞争力。 

推进学科建设 

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国家第二个百年目标，延

续历史，面向未来，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锻炼团队、培育团队, 培养了各类人才，始

终围绕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通过完善的研究院项目安排，以项目带团队，培养出更多适应社会

需求、具有创新能力的博士博士后的高层次人才。通过学科进一步凝练，明确相关的研究方向，

突出研究特色和优势，在广泛而大量深入实地一线调研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前沿性、创新性的

理论研究工作，秉承历史，面向未来，不断创新，旨在提升学科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力，不断提

升团队和相关学科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为学科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