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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尊，农业为大；社会之基，农业为首。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关键性、基础性产业，农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农

民是我国人口占比最大的职业群体。农业兴则百业兴，农村稳则社会稳，农民富则百姓富。因

此，“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首要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

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国家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对此应

怎么理解？如何实施？ 

总体来看，要紧紧围绕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

道路，并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

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构建新发展阶段中农业农村新发展格局。 

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首先是要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落实的关

键在于找准点、发准力、创造市场价值，即要以好的产品形成有效供给，创造出生产价值、产

品价值，进而形成有效的业态，并通过有效的业态对接市场需求，促使生产价值、产品价值向

市场价值转换，最终获得财富目标。  

具体来说，要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布局，持续稳定粮食生产，大力

发展畜牧产业，推动特色产业向优势区集聚，实现粮食安全和现代高效农业相统一，推动农业

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着力推进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同构”，打造系统有效的

农业产业生态。 

加强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把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作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优质平台，

围绕产业细分领域建设专业园区，突出抓好“园区平台”，围绕产业图谱精准招商，推动以智

能化为重点的企业“改造”，同时积极扶持小农户，通过发展社会化服务、完善与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等途径，帮助小农户加入现代农业产业链，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

的有机衔接，铸牢农业产业链。 

围绕建设农业产业研发创新基地、产学研融合基地、人才聚集地等出政策、定措施，重点

抓好创新引领、质量提升和品牌培育，推进农业产业链提升。其中,品牌培育要遵循“人无我

有，人有我特，人特我精，人精我唯一”理念，深耕具有创新性的品牌和产业业态。  

抓好基础保障，稳定农业生产。提升源头供应质量和供给效率，着力建设高品质原料基地，

促进高效种养业转型升级；突出“龙头带动”，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的

龙头企业作为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增加纯收入的关键措施，大力发展深加工企业；培育

体验农业、休闲农业、创意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优化农

业产业供应链。  

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优化生产技术措施，落实各项扶持政策，保护农民农业生产积极

性。在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应着力培育示范家庭农场、示范合作社、重点龙头企业、

社会化服务组织、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打

造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工作。美丽乡村不能简

单等同于乡村或村庄外表的改观，它本身蕴含着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协

调发展，蕴含着规划科学、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可持续发

展内涵，其核心在于解决乡村发展理念、乡村经济发展、乡村空间布局、乡村治理、乡村人居

环境、乡村生态环境、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实施路径等问题。 

良好的建设有赖于良好的治理，因此要把夯实乡村基层治理基础作为固本之策，把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促进乡村和谐稳定作为根本目

的，将“治”与“理”有机结合。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

理体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以现代乡村治理生态构建共建、

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善治之路。 

乡村建设归根结底是人的建设。目前普遍存在的村庄空心化等问题，就是典型的人员缺位

问题，应从筑巢引凤以及事业平台打造两方面入手，真正营造出“请回来”和“留下来”的良

好环境。为此，要构建乡村人才振兴的机制、模式与平台，推进职业农民、职业经理人、科特

派、志愿者、人才培育引进等制度建设，并开展针对新型职业农民、新型管理型人才的培训，



大力培养致富带头人。但要注意的是，应造就一支高质量的、懂技术、懂市场的师资队伍，培

训时要在产业链上培养实用人才，农民缺什么教什么，真正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 

深化农村改革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农村改革。 

应深化农村改革核心围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城乡要

素合理流动体制机制，打通要素进城与下乡通道，破解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改革和农民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等发展难题。引导更多的资金、管理、技

术、人才等要素向乡村流动，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促进城镇和乡村协调

并进。 

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要在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的基础上，坚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促进共同富裕。在坚持集体所有制

的前提下，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努力培育从事农业生产和服务

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时还要聚焦激活农村土地要素和土地市场，不断探索创新土地股份合

作经营的新渠道，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 

积极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实现形式。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

闲置农房的相关政策，加快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明确农民的各类资源资产产

权，尤其是土地要素如何在市场经营活动中发挥作用，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积极运用确权

成果，探索为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承包地有偿退出、互换并地等提供有效支撑的途径，确保

农民受益。 

深化农村改革，要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动摇，积极探索村集体经济组织

和村民自治组织协调配合、相互促进的有效机制。在改革中，应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做到对症下药、量体裁衣，鼓励各地立足资源条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区域发展

战略定位。要始终坚持“耕者有其田”和确保土地利用效率两个基本原则，这是农村改革必须

坚守的底线。 

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我国当前正处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交汇期，积极稳妥做好脱贫攻坚战与乡村

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是实现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保障。 



实现二者有效衔接，首先要处理好乡村振兴中“振”与“兴”的关系。从字面上讲，“振”

是提振，“兴”是兴起。近些年，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中央乃至全社会关注的首要问题。14

亿人口——这么庞大的人口基数，饭碗必须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因此乡村振兴首先要提振农

业，确保农业生产优先发展。“兴”的方面，应结合乡村实际，发展壮大新型产业的产业链、

价值链，使乡村经济向着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其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不同，决定了二者有不同的工作重点，这是实现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脱贫攻坚主要关注资源禀赋型贫困，工作重点在建设基础设施、提

供基本公共服务和构建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目标是实现贫困群体的“两不愁三保障”；乡村振

兴主要关注能力贫困、意识贫困、精神贫困和文化贫困，工作重点是美丽乡村建设，以实现人、

财、物的合理配置，农民责、权、利的合理划分，实现产业兴、农民富和村庄美。二者是从“雪

中送炭”向“锦上添花”过渡。 

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更要处理好政府、市场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仅

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要发挥好政府的支持保护作用，“有效市场”需匹

配“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更需要匹配“有知有志”的新型农民主体，三者

缺一不可。具体来看，要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

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同

时还要加大开展对农户科技、文化、知识上的帮扶，大力培育有知有志新型农民主体，推动农

户尽快实现由自然小农人到市场人，再到现代社会人的成功转变。（作者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

展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