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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
道路的探索形成及其意义

＊

郑有贵

［关键词］　乡村振兴道路；变革方向；实践突破；理论创新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成功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回答了如何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之问，明示了新时代农业农村变革的方向，明示了亿万农民走共同富裕

和迈向全面现代化的康庄大道，明示了底线性负面清单，是集 “三农”实践突破和理论创新

于一体的重大成果，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乡村振兴理

论。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质量兴农之路、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乡村文化兴

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中国特色减贫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有机组成

部分，相互促进，需要在系统思维下进行政策的体系性构建和实践的统筹推进。
［作者简介］　郑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北京１００００９）。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这一新时代 “三农”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对 “三农”发展道路进行创造性拓

展。这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新发展理念

为指导，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程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命题，创造性地

回答了如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这个时代之问。在如何探索乡村振兴道路上，习近平在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１
日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按规律办事。在我们

这样一个拥有近１４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乡村振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

可照抄照搬的经验。我国乡村振兴道路怎么走，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探索。”①在走什么样的乡村振兴

道路上，习近平在２０１７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从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
质量兴农之路、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中国特色减贫之路７个方

＊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共产党百年工农关 系 政 策 演 变 研 究”（项 目 号：２１ＡＺＤ１０１）、中 国 社 会 科

学院 “马工程”重大 项 目 “中 国 共 产 党 解 决 ‘三 农’问 题 百 年 道 路、伟 大 成 就 和 基 本 经 验 研 究” （项 目 号：

２０２１ＭＧＣＺＤ００９）的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２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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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进行了深刻论述和部署。① 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

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

色。”② 这次大会还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和本质要求。这些都进一步明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方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回答的时代之问和对新时代农业农村变革方向的明确

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是集 “三农”实践突破和理论创新于一体的重大成

果，体现了两重性：一是它的探索创新不是漫无边际，而是有很强针对性，是在回答如何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时代之问过程中形成的；二是它的探索创新也是对农业农村变革方向作出的选择。
第一，明确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回答了如何破解二元痼疾进而实现城乡共同繁荣问题。在现代

化进程中，工业引领农业现代化，也服务于农业现代化。但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工农差

别、城乡差别明显存在，城乡二元结构成为难以破解的痼疾。马克思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

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居民第一次划分

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

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

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

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③ 马克思主

义主张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提出工农联盟、工业服务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主张。列宁在２０
世纪初曾构想通过 “电气化将把城乡连接起来，在电气化这种现代最高技术的基础上组织工业生产，
就能消除城乡间的悬殊现象，提高农 村 的 文 化 水 平，甚 至 消 除 穷 乡 僻 壤 那 种 落 后、愚 昧、粗 野、贫

困、疾病丛生的状态。”④

能否处理好城乡关系，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城乡二元结构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

突出问题。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差异，由此也导致农业

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马克思指出：“一般说来，应该承认，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下，
农业生产率高于工业，因为自然在农业中是作为机器和有机体参与人的劳动的，而在工业中，自然力

几乎还完全由人力代替 （例如手工业等等）。在资本主义生产蓬勃发展的时期，同农业比较，工业生

产率发展很快，虽然工业的发展以农业中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为前提，就是

说，以大批人从耕地上被赶走为前提。”⑤ 发展经济学也构建了城乡二元结构理论，提出了破解之策，
但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即便有的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因为城乡二

元结构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城乡二元结构不打破， “三农”发展受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中弱质性困扰的痼疾就难以解决，城乡发展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现象就得不到扭转，
农村甚至还会走向凋敝，农民甚至不得已穷居于城市贫民窟。党的十九大提出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

①

②

③

④

⑤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４１－１５６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２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８４－１８５页。
《列宁全集》，第３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３０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４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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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① 的命题，这是党的代表大会文件第一次使用城乡融合发展概念。
习近平指出，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②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两处强调城乡融合

发展。③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积极探索城乡融合发展之策。一是着力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和政策体系，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

用，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④ ２０１８年３月，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

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加

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

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

兴人才队伍，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⑤ 二是将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作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⑥三是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⑦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１０多年间，中国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城乡制度并轨深入展

开，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城乡融合发展迈出重大步伐。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

框架基本构建完成，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门槛降低，农民在城镇落户不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为

条件，促进农业转移人口 向 城 镇 居 民 转 变 的 进 程 提 速，２０２１年 常 住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提 高 到６４．７％⑧，
比２０１２年提高１１．６个百分点，年均增加高达１．３个百分点。在鼓励和支持城镇人才入乡返乡就业创

新的政策鼓励和乡村产业发展吸引下，越来越多的新农人把实现人生目标与服务国家战略结合起来，
聚集到农村大地就业创新，给农业农村增添了更多的发展新路径和新机遇。加之发展普惠金融和促进

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向农村，扭转了劳动力、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由农村单向转移到城镇的格局。
随着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入展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快速推进，农村民生快速改善。

第二，明确走共同富裕之路，回答了如何破解分化和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问题。党的二十大强

调，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⑨ 社会财富增长而贫富两极分化得不扼制是资

本主义的痼疾。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取向和表征是共同富裕。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于，既发挥市场促进资源更有效配置的作用，又避免这一过程中的马太效

应、资本无序扩张等导致两极分化，促进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扎实走好共同富裕的道路。
习近平指出，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⑩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在改革发展中切实把做大 “蛋糕”和分好 “蛋糕”有机统一于共享发展。在巩固和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方面，基于以私有制为基础导致两极分化的历史，明确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发展壮大

农村集体经济的方向，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地位，推进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 “三权分置”，
推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促进土地

流转中，既注重提高效率，又注重增进农民权益。习近平指出，要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权益，防

止土地过度集中到少数人手里，防止土地用途发生根本性变化，造成农村贫富差距过大。�11 要让农民

①

③

④

⑤

⑦

⑧

�11

②⑥⑩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２２－２３、１４２、１６０、１４４页。

⑨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２８、３１、２２页。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８０２页。

习近平：《论 “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２６９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２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草案的报告———２０２２年３月５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４日。
《习近平关于 “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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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① 实行工商资本流转农村土地审查审核和风险防

范制度。② 在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层面，针对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由于 “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而

难以破解城乡差别较大的问题，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着力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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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７日，习近平在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村共同

富裕工作要抓紧，但不宜像脱贫攻坚那样提出统一的量化指标。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对易返贫

致贫人口要加强监测、及早干预，对脱贫县要扶上马送一程，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和新的致贫。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产业化，盘活农村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使更多农村居民勤劳致

富。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③

在共享发展理念下，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越走越坚实，农村居民增收幅度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

民可支配收入比，由２０１２年的２．８８∶１，下降至２０２１年的２．５∶１。农村 集 体 经 济 稳 步 发 展，２０２０
年全国村集体经营收益超过５万元以上的村占５４．４％，比２０１６年提高２９．４个百分点；２０１９年成员

从集体经济中获得分红累计超过３　８００亿元，是２０１６年的３．６倍。④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全国贫困地区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了１１．６％，增速比全国农村高２．３个百分点。２０２１年，脱贫县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４　０５１元，比上年实际增长１０．８％，比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

长９．７％高１．１个百分点，比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７．１％高３．７个百分点。⑤

第三，明确走质量兴农之路，回答了如何 破 解 低 效 困 境 进 而 促 进 高 质 高 效 问 题。党 的 二 十 大 强

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⑥ 低效问题长期困扰农业发展。中国

受人多地少资源禀赋影响，土地经营规模较小，加之主要实行拼资源、拼消耗的粗放经营，农业效率

受到价格 “天花板”和成本 “地板”挤压的问题突出，实现农业低质低效向高质高效转变是新时代实

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需要破解的课题之一。
习近平指出，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走质量兴农之路，要突出农业

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农产品和食品安全问题，这是底线要求。如果这个起码的底线要

求都做不到，老百姓对 “舌尖上的安全”都不放心，还谈什么质量兴农，还谈什么竞争力。⑦ 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后，促进农业由偏重追求数量增长向结构改善和质量

提升转变。针对亟需破解产量增加与品质提升、成本攀升与价格低迷、库存高企与销售不畅、国内与

国外价格倒挂的矛盾，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质量兴农战略。２０１９年，农业农村部等７
部门联合印发 《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提出到２０２２年初步实现农产品质量高、
产业效益好、生产效率高、经营者素质高、国际竞争力强的目标。１０年间，中国坚持质量兴农，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勇于承受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阵痛，在降低改革成本和防范改革风险上采取有效措施；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增产导向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习近平关于 “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５６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二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３日。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２０２１年第２０期。

参见 《超七成村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人 民 日 报》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３日；《４３．８万 个 村 完 成 集 体 产 权

制度改革》，《经济日报》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２日。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３月１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２８页。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４６－１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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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导向转变；优化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促进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

生产率提高；促进农民能更充分分享发展成果的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

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支持农民直接经营或参与经营的乡村民宿、农家乐特色村 （点）发展，培育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支持创建了三批共３１６个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促进了农业多种功能的

拓展和乡村多元价值的挖掘。
第四，明确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回答了如何破解生态环境污染现象进而促进农村宜居宜业和美

问题。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是较长时期内的痼疾，以物为本的现代化也不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原则和方略，也是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

要表征。中国传统文明比较注意人和自然的和谐和统一，所形成朴素的 “三才”观，既把天、地、人

作为宇宙间并列的三大要素，又将其联结为一个系统的整体。① 中国传统文明中天、地、人 “有机统

一的自然观”，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达到的水平，是中国不同于西方工业文明进程中

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传统文明基础。基于这种传统文明基础，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处理好人与自然

关系作为重要因素，并不断丰富和发展。２０１７年７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三十七次会议时指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主攻方向。２０１７年９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

绿色发展的意见》。党的二十大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之一，将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这次大会还指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②

习近平指出，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个重要

任务就是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让生态美起来、环境靓起来，再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

美人和的美丽画卷。③ ２０１８年３月，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

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坚持绿色发展，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扎实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计划，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完善农村生活设施，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让良好生

态成为乡村振兴支撑点。④ 党的二十大强调，扎实推动乡村生态振兴。⑤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

下，针对推进乡村振兴中面临生态环境污染的瓶颈，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在实施 “一控两减三

基本”⑥ 的实践基础上，坚持绿色兴农，创造性推进乡村绿色发展，形成以绿色生态为导向健全农业

政策支持体系、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的农业产业体系、构建科学适度有序的农业空间布局体系，建设国

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改变围湖围海造田、过度放牧、过度养殖、过度捕捞、过度种植等过度消耗

资源的发展方式，实行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修复越来越薄的东北黑土地、重

金属污染土地和华北地下漏斗区问题，建立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增加农业生态产品和服

务供给；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调整农业投入结构，解决农村过量使用化肥、农药问题，
提高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农田残膜资源化利用率，完善废旧地膜回收处理制度，整治农村人居环

境，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总体水平提高。《中国农业绿色发展

①

②

③

④

⑥

参见李根蟠：《“天人合一”与 “三才”理论 》，《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４９、３１页。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４８－１４９页。

习近平：《论 “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２６９页。
“十二五”期间，农业部门明确了 “一控两减三基本”的 基 本 目 标。“一 控”，即 控 制 农 业 用 水 的 总 量，划 定

总量的红线和利用系数率的红线。“两减”，即把化肥、农药的施用总量减 下 来。“三 基 本”，即 针 对 畜 禽 污 染 处 理 问

题、地膜回收问题、秸秆焚烧的问题采取有关措施，通过资源化利用的办法从根本解决好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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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２０２０》显示，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全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由７３．４６提升至７７．１４，提高５．０１个百分点。
其中，２０１９年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绿色发展指数平均为８３．０３，比全国平均水平高５．８９个百分

点。① ２０１９年，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４．７６，比２０１４年提高０．３５个等级；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０．５５９，比２０１２年提高０．０４３。２０２０年，全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
农药利用率分别为４０．２％和４０．６％，比２０１５年分别提高５个百分点和４个百分点；重点地区的 “白
色污染”得到有效防控。②

第五，明确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回答了如何破解人气低落进而重铸乡魂问题。工业化和城镇化

的推进使传统乡村文化日渐消失。文化衰退是乡村缺乏聚集力和精神动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之一，是改善人民物质生活和丰富精神生活的需要，是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
习近平明确指出，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优秀乡村文化能够提振农

村精气神，增强农民凝聚力，孕育社会风尚。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设 “文化繁荣”
专章，为促进 “文化传承”和 “文化繁荣”提 供 法 律 保 障。党 的 二 十 大 强 调，扎 实 推 动 乡 村 文 化 振

兴。④ 中国把文化振兴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⑤，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红色

文化，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促进了先进文化发展；建立村规民约、推广积分

制等治理方式引导文明乡村建设，移风易俗，促进农村天价彩礼、人情礼金问题及因婚致贫现象的解

决；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乡村文化，人们在城镇化进程中也能记得住乡愁，具有深厚农耕特质、地域

特色的乡土文化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中国农民丰收节的设立和成功举办，文化产业赋能乡

村振兴计划的启动实施，农民自发组织开展充满农耕农趣农味的村歌、“村晚”、趣味运动会等文化体

育活动，促进乡魂的重铸，使乡村更具魅力和聚集力。
第六，明确走乡村善治之路，回答了如何破解涣散乏力进而实现和谐聚力问题。处于深刻变化和

调整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出现错综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归结起来缘于一个 “散”字。⑥ 人心散，
一盘散沙，乡村振兴是难以实现的。社会和谐、凝聚力增强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前提和重要标志，这需

要通过乡村全面发展和有效治理的相互促进才能实现。
习近平指出，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⑦ 进入新时代，中国在乡村治理体系上

进行了创新。一是明确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

社会治理体制。“提衣提领子，牵牛牵鼻子”。２０１８年３月，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

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

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

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 代 乡 村 社 会 治 理 体 制，确 保 乡 村 社 会 充 满 活 力、安 定 有

序。⑧ 党的二十大强调，扎实推进乡村组织振兴。⑨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完善村级重要事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⑧

李丽颖：《２０２１年农业绿色发展论坛在京召开》，《农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７日。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权威发布》，《农村工作通讯》２０２１年第１６期。

⑦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５０、１５２页。

⑨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３１、３１页。
《习近平关于 “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９页。

习近平：《坚 持 把 解 决 好 “三 农”问 题 作 为 全 党 工 作 重 中 之 重 举 全 党 全 社 会 之 力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求 是》

２０２２年第７期。

习近平：《论 “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２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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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问题经村党组织研究讨论机制，全面落实 “四议两公开”制度①；加强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和党员

队伍建设，全面向贫困村、软弱涣散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党组织派第一书记，解决弱化、虚化、边缘

化党组织问题，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

众、推动改革发展的战斗堡垒作用。同时，严肃查处侵犯农民利益的 “微腐败”，严惩横行乡里、欺

压百姓的黑恶势力及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以廓清农村基层政治生态。二是健全自治、法治、德治

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习近平强调，“要丰富基层民主的实现形式，发挥村民监督的作用，让农民

‘说事、议事、主事’，做到村里的事村民商量着办。”② ２０２２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化乡村治理体

系建设试点示范，开 展 村 级 议 事 协 商 创 新 实 验。三 是 加 强 农 村 基 层 基 础 工 作，打 造 “一 门 式 办 理”
“一站式服务”综合便民服务平台，一些村庄还建立了深受农民欢迎的网上办、马上办、全程帮办、
少跑快办的网上服务站点。四是深入推进平安乡村建设，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五是实

施乡村建设行动，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着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注重加

强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走乡村善治之路，中国农村社会朝着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方向

发展，是续写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七，明确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回答了如何破解贫困进而脱贫致富难题。有的现代化理论认为，

贫困问题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有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通过经济

增长创造充足就业机会和有效需求的 “涓滴效应”，可以治理贫困问题。但是，这些理论都没有得到实

践的充分检验，相反，贫困的 “低水平均衡现象”“代际传递”现象在全球普遍存在。中国深度贫困地

区的贫困问题，受自然环境恶劣、交通极为不便等生产生活不利因素，以及区域发展中的循环积累因

果关系影响，仅靠全国经济增长的 “涓滴效应”，乃至采取常规扶助措施，都是不可能解决的。
习近平指出，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③ 中共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

的突出位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立足中国国情，把握减贫规律，以超常

规之举，构建起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成功走出中国特色减贫之路：坚持中央

对脱贫攻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脱贫攻坚纳入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

谋划，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构建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局

面，组织开展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集中力量解决贫困群众不愁吃、不愁穿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 （简称 “两不愁三保

障”）的基本民生需求；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广泛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以及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向贫困宣战，形成举国同心、合力攻坚的共同行动；坚持精准扶贫方略，
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实现由 “输血式”扶贫向 “造血式”帮扶转变，让发展成为消除贫困最

有效的办法、创造幸福生活最稳定的途径；实行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既富口袋也富脑袋，激发广

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内生动力，引导贫困群众依靠勤劳双手和顽强意志摆脱贫困、改

变命运；坚持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营造起全社会扶危济困的浓厚氛围，形成了人人愿为、
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的社会帮扶格局；坚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建立起全方位监督体系，力戒形式

主义扶贫，做到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真正让脱贫成效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的伟大实践，锻造形成 “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

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历史性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提前１０年

①

②③

“四议”指村党支部会提议、村 “两委”会商议、党员大 会 审 议、村 民 代 表 会 议 或 村 民 会 议 决 议。“两 公 开”

指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５３、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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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为全球反贫事业

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意义

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质量兴农之路、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
乡村善治之路、中国特色减贫之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统一下回答如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之问

的实践突破和理论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演进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基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着眼于解决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在促进共同富裕进程中成功走出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乡村振兴理论。
“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是在经历改革开放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

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践演进基础上，基于 “城镇和乡村是互促互进、共生共存的”① 发展规律的

明确深刻的认识，突破了城乡二元并行发展模式，拓展了 “三农”发展空间，形成了破解乡村人口数

量庞大下 “三农”难题的新路径，有利于促进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

城乡关系的加快形成。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基于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乡村振兴的制

度基础”②的深刻认识，有利于避免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以人为本的中国式现

代化演进，增强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动力和聚集力。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是基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

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

主义生产目的”③ 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深刻认识，以及随着时代发展重新审视乡村价值④ 的判断下明

确的，有利于加快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培育，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

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促进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

展，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和向高质高效的有奔头的产业发展。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是基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良好生

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良好生态为乡村振兴提供支撑点⑤，农村环境直接影响米袋子、
菜篮子、水缸子、城镇后花园⑥，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是一场深刻革命⑦等对绿色发展在乡村全

面振兴中独有的价值、聚集力和内在动力的深刻认识是明确的，是对在生态环境上采取先污染后治理

的现代化道路的摒弃，是对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丰富发展，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生态

文明价值追求，把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统一了起来。
“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是基于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⑧

明确而深刻的认识，是不同于资本主义以物为本的现代化之路，将促进农民精神生活的丰富和乡村社

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既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精神动力，也将使乡村更聚魅力、聚集力而促进乡村五大

文明全面协调发展。

①

③

②④⑤⑥⑦⑧　《十九大以来重要 文 献 选 编》 （上），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４２、１４４、１４８、１４８、４５７、

１４９、１５０页。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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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是基于 “乡村振兴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① 的深

刻认识，将促进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提升乡村善治水平，
使乡村振兴有和谐进步的社会治理保障。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是基于脱贫攻坚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必须在

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 准 落 地 上 见 实 效”② 和 “乡 村 振 兴，摆 脱 贫 困 是 前

提”③的深刻认识是明确的，形成了系统回答脱贫攻坚的政治和组织保证、价值和目标取向、力量和

制度支撑、路径和动力持久、主体和内力激发、美德和力量凝聚、务实和求真作风等重大问题的中国

特色反贫困理论④。

第二，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中国农业农

村现代化道路是在探索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面对以土地农民所有为基础的小

农经济的弱质性和实现工业化对农业发展的需求，中国共产党确立并实践了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走

共同富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根据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的生产力状况，
探索了以赋权放活为内核的改革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在世纪之交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在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开启了实 施 “多 予、少 取、放 活”政 策 促 进 农 业 现 代 化 的 发 展 道 路。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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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此给予进一步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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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破解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之问出发，提出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这不仅明确要推进农业现代化，还明确要推进农村现代化，在这一现代化内涵拓展演进基

础上，实现了由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演进。乡村振

兴道路的探索，要破解的问题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 “三农”弱质性困扰其发展的问题，要实现的

目标是历史性升级了的乡村全面振兴这一战略目标。无论是作为整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

路，还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的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质量兴农之路、乡村绿色发展之

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中国特色减贫之路，都明确了从中国式现代化演进的全局和

战略高度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政策取向及其实现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是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功走出及政策体系的构建，有利于促进 “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难题

的破解，增强内生发展能力，厚植发展优势，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进

而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使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更加坚实。
第三，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明示了亿万农民共同富裕和迈向全面现代化的

康庄大道。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⑤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要组成部分的乡村振兴道路，有鲜明的前置

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体现其中。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是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建立起的农村集体所有制为制度基础、以共

①

②

④

⑤

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５２、１７２页。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３８页。

参见郑有贵：《脱贫攻坚伟大实践孕育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红旗文稿》２０２１年第７期。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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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富裕为奋斗目标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把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

要途径，并推进制度创新，包括实行农村集体土地 “三权分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合作制改

造、总结推广基层创造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简称 “三变”）等。这些改革在创

建农民权益和集体权益统一的实现形式作出了积极探索，把激励集体和成员两个方面的积极性统一起

来①，既切实赋予了农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又使农村集体资产得以盘活和实现保值增值，促进了适

应市场经济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促进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乡村振兴道路的明确，也明确了鲜明的底线性负面清单。在２０１７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明确了 “四不能”底线，即 “农村改革不论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

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这些底线必须坚守，决不能犯

颠覆性错误。”②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１日，习近平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好

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③

第四，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明示了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
质量兴农之路、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中国特色减贫之路，是历史

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统一下的有机系统。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为其他６个之路提供 “四化同

步”层面的引导、促进和支撑。走共同富裕之路为其他６个之路明确了价值取向、政策取向、改革发

展动力。走质量兴农之路、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旨在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和农村全

面进步升级，为走城乡融合之路、共同富裕之路、乡村善治之路、中国特色减贫之路提供支撑。走乡

村善治之路为走其他６个之路提供乡村治理保障。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使其他６个之路走得更为稳

健。鉴此，需要在系统思维下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进行政策的体系性构建和实践的统

筹推进。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基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着眼于解决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在促进共同富裕进程中成功探索出来的。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

路，回答了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之问，明示了新时代农业农村变革的方向，明示了亿万农民

走共同富裕和迈向全面现代化的康庄大道，明示了底线性负面清单，是集 “三农”实践突破和理论创

新于一体的重大成果，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乡村振兴理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成功探索及政策体系的构建，有利于厚植发展优势，增强内生发展能

力，促进 “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难 题 的 破 解，促 进 农 业 全 面 升 级、农 村 全 面 进 步、农 民 全 面 发

展，进而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使中国式现代化

的演进更加坚实。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质量兴农之路、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乡村文

化兴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中国特色减贫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有机组成部

分，相互促进，需要在系统思维下进行政策的体系性构建和实践的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

振兴道路促进 “三农”实现历史性变革和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增强道路自信提供了坚实的实践支撑，
也从实践上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越走越宽广。

［责任编辑　李文苓］

①

②③

参见郑有贵：《农业 “两个飞跃”应创建 集 体 权 益 与 成 员 权 益 统 一 的 实 现 形 式》， 《毛 泽 东 邓 小 平 理 论 研 究》

２０１７年第８期。
《习近平关于 “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６３、１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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