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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科学内涵和实现路径进行分析。研究认

为，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新战略、新部署、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战略”、关键

是“振兴”、靶向是“乡村”; 把握其科学内涵，需准确掌握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主要内

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坚持顶层设计，科学制定乡村振兴规划; 需强化制度供给，统筹推进乡村“五位一

体”建设; 需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和为了广

大农民; 需抓住“人”“地”“钱”关键要素，推动战略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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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roposed on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logic，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achieving methods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the new strategy，deployment and require-
ment of the CPC’s“three rural issues”in the new era ．Its core is“strategy”，key is“revitalization”，and tar-
get is“rural area”．To appreciate its scientific connotation，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essence，general require-
ments，main objectives and contents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
talization，we need to adhere to the top level design，scientifically formulat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lan，

strengthen the institutional supply，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five in one”，advance the supply－side structur-
al reform of agriculture and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reas．We must stick to the
principal status of the people，rely firmly on the vast majority of farmers and do everything for them，seiz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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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elements of“people”，“land”and“money”，and promote the steady growth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oretical logic;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chieving methods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把其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容之一，这是

党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历史方位下新的“三农”工作方略，是习近平“三农”思想的集中体

现，是在深刻认识新时代“三农”发展新阶段新规律新任务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集中反映了新

时代农业农村发展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 39 年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同国家其他事业同步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特别是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出台了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实现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收入持续提高，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粮食

生产实现历史的 12 年增长，2016 年达到 0．6 万亿 kg; 农民收入增长保持积极增长态势，2016 年城乡收

入差距缩小到 2．72∶1; 精准脱贫成效显著，6 000多万农民实现稳定性脱贫，贫困人口按照 2010 年标准减

少到了4 335万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农村公路、桥梁等基

础设施，教育、医疗、社障、文化等得到极大改善。
但与此同时，我国“三农”问题依然突出，特别是“三农”和“四化”同步，“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

化”和“农民老龄化”的“新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人才流失严重，村舍断壁残

垣，我国农村出现不少诸如“博士返乡笔记”“博士回乡记”所描绘的农村凋敝现象; 不少地方的农民增

收主要依靠外出打工非农收入，留守在农村的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农地荒芜，“谁来种地”“如何种

地”问题突出; 农村产业不大，农产品竞争力不强，农业农村污染问题突出，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长期

以来资源要素从乡村向城市单一流向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新“三农”问题成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基本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短腿短板。

放眼全球，不仅当下，部分世界发达国家，德国、法国、美国、日本、韩国等都经历过农村衰退或者乡

村危机迹象①; 不单我国，不少世界发展中国家，在印度、南非、巴西、墨西哥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也正出现

或经历农村衰退或者农村危机迹象，如突出的是体现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量青壮劳动力流向城市，城市

“贫民窟”现象突出，农业发展滞后，农村与城乡之间差距拉大。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乡村衰退现象

已成为人类当前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乡村衰退是全球共同

面临的挑战，我们需在全球城市化进程中重视推进乡村振兴。”［1］

乡村衰退在当下中国表现更加明显，乡村衰退导致恶性循环［1］。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不仅

及时，而且非常必要，非常重要，且提升到战略高度，这是党中央着眼于推进“四化同步”、城乡一体化发

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
国内外学者关于乡村振兴或与乡村振兴相关的乡村复兴、乡村建设、乡村再造、乡村发展的研究颇

丰。在乡村振兴的要素研究方面: 美国学者 Gladwin C H 等［3］通过对北佛罗里达农村企业家研究认为，

农民创业精神是农村振兴的一个关键; Johnson T G［4］则认为发展农村金融也是农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Korsching P［5］在考察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乡镇社区发展联盟基础上认为，多社区协作对农村振兴发展

尤为重要。在乡村振兴主体方面，Greene M J［6］通过分析农业多元化发展倡议，认为政府在乡村振兴的

有着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 Ayobami O K 等［7］研究了旅游志愿者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Kawate T［8］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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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这些当时世界发达国家来看，现代化发展水平已经很高，但是，无论是在农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还是农业缺

乏竞争优势的国家，无论农产品出口大国，还是农产品进口大国，现代化发展带来的结果是农村人口稀少，并且出现老龄

化，特别是劳动力人口高龄化，比如美国和日本的农业经营者往往都是 70 岁左右的经营者，但这些国家均通过一定的乡

村发展振兴计划，让农村重现生机活力，如德国 20 世纪 60 年代乡村竞赛发展计划，法国 2000—2006 年农村发展计划、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日本、韩国分别通过实施“造村运动”“新村运动”，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乡村与城市居民收入和

生活水平差距不断缩水，基本上实现了城乡经济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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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村复兴和改革组织在日本农村振兴及当代日本农村发展的作用。在个案研究方面，Wood Ｒ E［9］、
Carr P J 等［10］、Z Li［11］、Miletic＇ G M 等［12］、Nonaka A 和 Ono H［13］分别对东亚地区，克罗地亚、日本等国

家的农村振兴发展计划和实践进行经验介绍; 在乡村振兴理论研究方面: Bai X 等［14］、McLaughlin K
等［15］、Liu Y 等［16］学者站在乡村发展和全球治理角度，或结合实务，或结合研究领域，对乡村振兴有关

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而在我国，作为“三农”研究热点问题之一，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前，我

国学者主要围绕乡村建设、乡村发展或乡村经济振兴等方面来展开。黄季焜［17］、项继权［18］、黄祖辉［19］、
潘家恩［20］站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角度指出农业农村的一些基础性、理论性研究问题，对乡村建设一些脉

络进行了梳理; 陈锡文［21］、韩俊［22］、刘彦随［23］对当下中国农业农村问题战略布局，特别是对新时期中国

城乡发展的主要问题进行探索; 面对“三农”问题出现的乡村衰败抑或复兴之辩，王勇［24］、张勇［25］、潘家

恩［26］、徐勇［27］对乡村衰败、乡村复兴、城乡矛盾、城乡失衡等问题进行研究; 贺雪峰［27］则直接指出，当下

分化的农村带来复杂的治理难题; 有些社会学者［29-31］则讨论了社会转型乡村建设时代价值、乡村社会

秩序重构与乡村复兴问题; 郑风田［32］、刘守英［33］指出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特别指出了新时代“城乡中

国”必须由单向城市化转向城乡互动发展; 与中华民族复兴相关，乡村振兴之路如何走好? 何慧丽［34］指

出当代中国乡村复兴道路; 蔡昉［35］认为需要走一条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道路; 张红宇［36］则指出，美丽

乡村建设需要留住乡情乡愁。在案例实证研究方面，魏广龙［37］、赵晨［38］、高慧智等［39］分别对我国一些

地区的乡村振兴进行案例剖析，总结出主要做法、取得的成效，获得一些成功的启示。
经过文献梳理发现，现在学界尤其我国学界专门针对“乡村振兴战略”主题研究不多，其原因可能

是该战略刚提出不久; 学界对关于“乡村振兴”或与乡村振兴相关的学理性阐释也比较缺乏。为深刻理

解和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战略的理论逻辑、科学内涵和实现路径进行探讨。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

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可从以下方面来展开:

1．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义体现在“战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对“三农”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新目标的重大判断、重大决策。把“乡村振兴”作为一个“战略”提出来，

这有别于以往任何一个农业农村发展政策，体现的是一个宏观的、系统的、综合性、全局性的发展方略。
( 1) 战略思维。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三农”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 中

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要坚定不移深化农

村改革，坚定不移加快农村发展，坚定不移维护农村和谐稳定。”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深刻

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工作的战略地位、工作方法和重要举措，是我们新时代做好“三

农”工作的根本遵循，其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三农”工作中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
( 2) 战略主体。一方面，作为国家战略，国家理所当然是这一战略的实施主体。长期以来，为支持

国家工业化和城市优先发展，我国农业农村农民为此做出巨大贡献，付出巨大牺牲，造成长期的城乡二

元分隔，“三农”问题成为我国当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突最为出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 39 年来，我国综合

国力和经济实力得到极大增强，国家现在拥有较充分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支持“三农”发展，实现乡村

振兴。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依靠主体是人民。十九大指出:“坚持一切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

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中，广大农民是这一战略依靠的主体，推进这一战略必须以广大农民为中心，紧紧依靠和为了广大农民。
( 3) 战略内容。战略内容是宏观的、全面的、立体和多元的。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对长期以来我国

“三农”问题的再思考、再认识、再探索，又是站在新时代历史起点上对我国“三农”问题的再出发、再部

署、再推进。其战略内容不仅包括了农业经济建设、还包括了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等多方面; 不仅抓住了当前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人”“地”“钱”关键问题，而且还对一些具体问题

进行了认真回答，如“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这意

味着 2028 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即 2058 年前后，包括原来承包期，形成一个 75 年的

土地承包期限，再加上一个长久不变的土地制度，形成了对未来相对稳定的预期，这利于承包关系稳定

·797·



农 林 经 济 管 理 学 报 第 16 卷

并长期不变，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既给农民吃了定心丸，也有利于资本下乡，这也和实现全面现代

化的时间不谋而合。
2．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目的在于实现乡村发展、兴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可从三个维度来解读“振兴”这一关键。
( 1) 时间维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出站在了新时代历史起点上，这是新的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

之间的矛盾。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发轫于农村改革，改革开放 39 年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力获得极大提高，

但农业现代化却落后于其他现代化，农村社会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

盾成为了主要矛盾。因此，“振兴”提出，既体现了长期以来党和政府把“三农”工作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的延续，不忘本来; 又体现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对解决“三农”问题发出的新号召，面向未来。
( 2) 空间维度。乡村振兴战略站在了新的空间维度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在充分统

筹考虑农业农村农民之间新空间结构、乡村与城市、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其他“三化”( 即中国特色新型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协调发展，充分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上基础上提出的新型发展战略。十

九大指出，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要不断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

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一方面，乡村振兴是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是城乡共

生共荣的发展，是“四化”同步和“五位一体”的发展; 另一方面，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不能独立于国

际社会之外，农业发展、产品对外贸易、农村治理等问题，不仅仅是国内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全球性问

题，我国乡村振兴是全球治理体系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实施这一战略完全可以借鉴国际上许多国家

乡村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 3) 理念维度。乡村振兴战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集中表现。其一，

提出优先发展。该战略延续党和政府在“三农”问题“重中之重”定位，而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再次重申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而且首次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优先”体现的是重点

支持，着力缩小城乡差距，保证农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体现的是新发展共享理念。其二，

提出融合发展。近年来，城乡差距缩小，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这近几年我国贯彻协调新理念的结果。乡

村振兴战略由统筹城乡到城乡融合发展，这进一步体现了协调的发展新理念。其三，乡村振兴战略有别

于过去许多针对某一具体农业或者农村、农民的发展对策。“振兴”追求乡村全面振兴，这既包括了农

村，也包括了乡镇，体现的是村、乡镇和城市发展格局，追求的是城乡融合发展，体现城乡互动、城乡协

调、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发展理念。
3．乡村振兴战略的靶向在“乡村” 乡村振兴战略靶向是乡村，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极其

复杂的特大系统，它包含生态、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极其丰富的内容［40］。
( 1) 实现内涵式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20 字总要求: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这其实是要乡村实现内涵式发展，仔细比较 2005 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发展 20
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我们发现，两者表述，均是一个完整有

机的统一整体，表述不同，后者是站在新时代历史背景下，是对新农村建设的延续、超越与升华，体现农

业农村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再思考、再出发、再部署( 表 1) 。
( 2) 与城市融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城乡融合发展”，这有别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城乡

统筹”，“统筹”解决的是“城市有而农村没有”“两者差距较大”问题，比如良好的教育资源、医疗条件、
基础设施等，讲求的是城乡之间要素统筹和分配管理，依托政府主导，主要宏观统筹; 城乡融合追求城乡

共生共荣，依托市场，主要靠市场调节。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这就是要解决是市场作用偏弱的状况，打破政府单一主体，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积极发展农村要素

市场。当前，以农民返乡创业、资本下乡、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标志“城乡融合”正加快发展。
( 3) 实现现代化发展。农业现代化是基本现代化和全面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

固的。”乡村振兴战略沿用了 2016 年中央 1 号文件提法: “农业农村现代化”。党代会上加入“农村”二

字，一是强调了对村庄发展重视; 二是在乡村振兴中，村庄的治理亟需要序列制度跟进，用来支撑乡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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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乡村稳定和乡村发展; 三是对“三农”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在局限于农业现代化，而且扩大到

了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
表 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 字方针和乡村振兴战略 20 字总要求表述比较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比较表述

生产发展 产业兴旺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由“发展”到“兴旺”，体

现层次和要求上的升级

村容整洁 生态宜居
静态升级到动态，强调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一是村庄面貌干净整

洁单项拓展到整个生态环境; 二是注重人的获得感，达到“宜居”

生活宽裕 生活富裕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农民有持续稳定收入来源，经济

宽裕、衣食无忧、生活便利、共同富裕

管理民主 治理有效
管理到治理，民主是要求，有效是结果，体现从重程序强调重结

果，加强创新新农村社会治理，农村更加和谐、安定有序

乡风文明 乡风文明
乡风文明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范畴，是一个长期过程，必须坚持

和完善发展

三、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

理解和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科学内涵，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科

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为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科学内涵，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1．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涵义 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为指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围绕新时代“三农”问题，加快农业农村现代步伐，加快推动我国农业大国向

农业强国迈进的重大战略举措。首先，该战略领衔主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三农”工作“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

要有新作为”的表现。第二，该战略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十九大报告

从八个方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明确”。第三，该战略体现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三农”工作新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城乡之间发展呈现

新的特点，“三农”问题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成为短板，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突出。第四，战略的历

史任务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加快推进农业大国向农业全国迈进，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相适应，和实现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相适应。新时代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坚持优

先发展农业农村，将其视为实现伟大民族复兴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坚持统筹和全局管理，坚持农业

农村现代化优先发展。
2．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 乡村振兴战略 20 字总要求，首先，其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产

业兴旺是根本，生态宜居是基础，乡风文明是关键，治理有效是保障，生活富裕是目标。这五个方面统一

于总体要求之中，统一于乡村振兴战略之中; 其次，该总体要求体现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特征，体现了农业农村发展到新阶段新任务新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极大增强，农民收入显著提高，农村面貌极大改善，但新时代下“新三农”问题依然突出，需要统领

全局，全面考虑和整体推进解决; 其三，总体要求契合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乡村振兴

战略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要使广大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

保障、更可持续。
3．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是一个系统战略工程，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

涵盖了党对“三农”工作的重视、战略的总要求、关键举措和推进实施战略的具体举措和关键措施。主

要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国家粮食安全、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建设、小农户

和现代农业发展、农村三产融合、“自治、法治、德治”三治治理结合、“一懂两爱”农村工作队伍等诸多方

面多层次。特别重要的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是城镇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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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村镇化发展更加协调，促进城乡资源要素良性互动，让农村更美好，融合城乡一起迈向现代化，因

此，这一战略内容又是全方位的、立体性的。
4．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举措 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落后于城市发展。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体

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该战略的关键举措，是因为在该战略中，这一举措是在坚持优先发农业农村基础

上，按照战略总要求，直接为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展这一战略目标服务的。因此，这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关键一招，这招是在充分总结国内外城乡发展经验，充分考虑当前和今后长时间城乡关系发展

基础上做出的。经过最近这十几年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以来，我们通过构建新型城乡发展关系进行

重大实践推动，坚持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进行重大部署，初步较好的发展基础，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

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发展良好局面，但是城乡发展的融合水平仍然不高、城乡二元分割

的结构仍然突出。优化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
5．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目标 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

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党把“三农”问题置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表现，抓住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更高要求，更广的视角，将农业农村现

代化工作放在了与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当前，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该战略提

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仔细分析这些政策，这些政策有重申、有沿革、有创新。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

坚持农业农村整体思维，坚持一盘棋考虑，既要充分考虑推进农业产业现代化和农村社会综合治理的现

代化，坚持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全面发展; 又要坚持协调和平衡发展，充分发挥“农

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1+1＞2”的整体效果，实现农业农村农民良性发展、充分发展，要加快一二三

产业融合、加快农民创新创业、推动农村社会综合治理。

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路径

深入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1．坚持顶层设计，科学制定战略规划 战略欲动，规划先行。把准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新阶段，认识

新特征，掌握新情况，把握新规律，坚持顶层设计，科学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为此，一是要整体推进。
规划要体现战略的科学性、整体性、前瞻性。要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20 字总要求，从建立健全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和机制着手，深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二是要系统谋划。规划要体现适应性、系统性、客
观性。要坚持因地制宜，做到战略规划既要顶天，着眼于国家整体战略的需要，又要立地，因地制宜，对

症下药，实现政策制定与措施实施的精细化精准化。三是要坚持全球视野。我国的乡村振兴是全球乡

村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规划要坚持国际视野，放眼全球，着眼全球治理，努

力在全球乡村治理体系中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2．强化制度供给，推进“五位一体”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关乎全局，制度供给是战略实施关键所在。

强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供给，一是要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二是着眼农村

土地制度创新，加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供给; 三是要加大强农惠农制度建设和政策扶持，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制度和政策设计; 四是要着眼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加大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设; 此外，还需要加强农

民权益保障体制机制建设，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要着眼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制度。
3．坚持人民主体，为了和依靠广大农民 十九大报告提出: “坚持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到 2020 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还有数千万贫困人口有待脱贫; 2030—2050 年，我国农村还有将近 4 亿人口。
农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紧紧依靠亿万农民，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农民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是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二是要在工作

推进中，把工作做细做实，让乡村振兴战略各项举措落地生根; 三是一切为了广大农民。坚持农民立场，

坚持一切工作是为了农民; 四是要让广大农民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最直接的受益者，让农业有奔头，让

农民职业有吸引，让农村成为乐园。
4．抓住关键要素，让核心要素充分流动 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抓住关键，让“人”“地”“钱”

等核心关键要素充分涌动起来。首先，要实现“人”这一要素充分流动。要继续推动农业人口转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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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城镇化建设，要关注农村人口结构性和老龄化问题，要鼓励农民返乡创业，支持大学生回乡创业; 其

次，围绕“三权分置”，不断创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强对农村宅基地、经营性和公益性集体建设用地

长远考虑，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第三，要推动资本下乡。要以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鼓励资本

下乡，加强对乡村振兴战略的金融支持，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要推动城乡自然资本增

值，让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此外，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充分依靠科技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充分激发和释

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
5．抓好工作部署，推动战略行稳致远 落实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各项工作举措，推动战略行稳致

远。除了严格布局落实好乡村振兴战略各项规定举措外，需要特别处理好以下几点: 一是善于使用和处

理好行政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比如在农业方面，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小农生产农业生产方式将

一定程度存在，我们必须避免人为干预加速小农生产的消亡，需要留给小农生产足够的发展空间。二是

要充分尊重和保障农民权益。如在农地流转方面，必须以尊重农民意愿和保护农民权益，不能凌驾民意

和侵害农民权益。三是要关注发展短板。特别是贫困小农户、老弱病残农村人口、留守儿童等，除人文

关怀外，必须与精准脱贫、与构建有效社会保障体系联系起来。四是特别要关注农村社会管理。需要加

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追求管理有效，着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五、结 语

站在新时代历史起点上，深刻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理论逻辑、科学领会其科学内涵，加快其实现乡村

振兴战略，必将使我们牢牢把握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加快推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实现

农业大国想农业强国建设转化。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深入推进，必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奠定坚

实的基础，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迈出坚实的步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注入强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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