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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我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理论层

面和操作层面对乡村振兴的规律性问题、规划落地问题进行综合系统探究，对有序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

理论和现实意义。［方法］ 基于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现状和学术研究前沿，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视角系统

探讨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发展目标及实现路径。［结果］ 目前，我国乡村振兴理论准备不足，概念、标

准、动力等尚不明晰; 乡村振兴路径谋划不足，地区功能定位、主导产业配置、发展模式趋同; 县域镇域

村域的乡村振兴系统规划不足，存在对上位或其他地区规划文件的简单模仿; 乡村振兴示范区推广价值不

足，“锦上添花”式布局建设较为普遍; 乡村振兴制度保障不足，人、地、资本等资源要素潜能亟待激活释

放。［结论］ 乡村振兴是魅力上与城市无差距的等值发展状态，动力是城市田园化和乡村城镇化“双轮”

驱动，突破口是“两园一体”，标准是“六大魅力指数”全面提升; 科学确立乡村振兴优先序，优化城乡

布局结构; 坚持规划先行、规划引领，系统谋划乡村振兴落地方案; 分区分类创建乡村振兴示范区，探索

可借鉴的经验与模式; 创新体制机制，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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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乡村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城乡二元结构矛盾

等问题日益凸显。在这一历史节点，乡村振兴战略被确立为国家重大战略，作为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乡村振兴战略是化解新时代城乡主要矛盾、平衡城乡发展，破解城乡二元格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九大后，全国掀起“乡村振兴热”，各地积极开展乡村振兴工作，但目前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尚处在探索阶段，乡村振兴相关理论、实施路径、规划、示范、体制机制仍存在较多问题，

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

1 乡村振兴理论问题

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不仅体现了乡村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而且也意味着乡村建设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抓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对

“三农”问题和城乡发展规律认知的进一步深入，是 “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一系列战略和

政策的深化，是深层次的变革。但是，目前乡村振兴的理论储备不足，要加强对乡村及乡村功能、乡村振

兴的概念内涵、乡村振兴的标准标志、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村庄演变规律等相关基础理论研究，为乡村

振兴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



1. 1 乡村振兴的概念、内涵、标准

长期以来，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乡村这一概念有不同界定，有从产业角度出发认为从事农业生产的

地区就是乡村，也有认为农民居住的地区就是乡村，还有从土地利用的角度进行界定。但随着城镇化进程

的加快和城乡人口频繁流动，这些概念显然出现了缺陷。地理学从地域空间系统的角度出发，认为乡村与

城市共同构成了整个地域空间系统，乡村是指城市以外的一切区域。乡村是与城市相对应的区域概念，城

市是区域中心，空间形态为点或群，乡村是区域腹地，空间形态上为面，乡村与城市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

主要空间，两者在要素、结构 ( 产业结构、空间结构) 和功能上是一种互促、共生的动态耦合关系，共

同构成了城乡生命共同体 ( 图 1) ［1-3］。一般地讲，乡村是以农业为主业、农民为主体的地区，兼具生产、
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是中华民族传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国家粮食及其他重要农产品生产基

地、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腹地、农民生活居住地、城市工商业原料供给地和现代城市居民的康养要地。城

市是工商业为主业、市民为主体的地区，城市脱胎于乡村，是乡村区域产业分工演进、科学技术进步、社

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一般具有集聚人口、集聚产业、创新和管理等功能，能为乡村发展提供先进的技术、
人才和资金支持［4-8］。

图 1 城乡耦合关系图

乡村振兴是城乡深度融合背景下乡村功能的全面发展和提升，总体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这 5 个方面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关联、相互协调，共同构成乡村振兴蓝图

( 图 2) 。乡村振兴的标准是由经济魅力、生态魅力、生活魅力、文化魅力、格局魅力和组织魅力 6 方面指

标组成的乡村综合魅力指数全面提升，将乡村建设成为宜业宜居宜养的地域综合体，乡村转型升级，乡村

实现形态上与城市有差异、魅力上与城市无差距的等值发展状态［9］。
以“两园一体”为突破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两园”指生态田园和美丽家园，“一体”是指乡村

振兴主体。生态田园对接粮食安全、产业兴旺、农民收入和生活富裕等经济发展目标，美丽家园主要对接

生态宜居宜业等生态生活目标，一体主要对接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等社会发展目标，解决振兴的主体培育

及其组织问题。
以“五振兴”为基本内容，有序推动乡村振兴。“五振兴”指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

振兴和组织振兴。产业振兴重点要构建乡村地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深度

挖掘农业的多功能特色优势，走乡村产业融合升级之路，农民能在家门口实现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提供

不竭动力［10］; 人才振兴要强化乡村振兴主体建设，培养合格现代职业农民队伍，凝聚各方人才，走乡村

主体优化之路; 文化振兴要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强化振兴的精神动力; 生态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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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乡村振兴路线图

兴就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

以良好生态环境支撑，建设宜业宜居的美丽乡村; 组织

振兴的核心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确

保乡村社会安定有序和百姓安居乐业。
1. 2 乡村振兴“双轮”驱动机制

乡村振兴是开放性的，乡村发展过程依靠外源动力

和内生动力共同作用。外源动力指城市田园化驱动，内

生动力是 乡 村 城 镇 化 驱 动，两 者 协 同 形 成 “双 轮 驱

动”，在促进乡村地区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能化解

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 “城市病”问题。
城市田园化是乡村发展的外源驱动力。顺应市民对

乡村投资创业和休闲康养日益增长的需求，基于地区资

源环境承载力，合理确定城市规模和布局，将超载的产

业和人口向乡村扩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

伸，助推乡村地区基础设施提升和产业融合发展。近年

来，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带来了一系列资源环境

问题，不仅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阻碍，更重要的是对城

市居民身心健康和幸福感带来了严重冲击。因此在一些地区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城市居民对生活环境

改善、休闲康养等需求越来越多，乡村地区天然的良好生态环境和缓慢的生活节奏得到越来越多城市居民

的青睐。基于此，乡村地区可借助在地域功能上与城市的互补关系，着力提升和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大力

发展乡村观光休闲和康养旅游等服务业，吸引承接更多的产业形态和人口从城市向乡村地区流动，提升乡

村发展水平。
乡村城镇化是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面向村民对就业增收、城镇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着力优先推进

乡村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开发乡村地区多功能，以农业为基础，延伸乡村产业链，增加非农就业机会，

建设美丽家园，开辟农民增收新渠道，创新我国城镇化道路，完善城镇布局体系。多年来，重工轻农、重

城轻乡的发展导向造成了乡村地区产业凋敝，人口流失，农民增收困难等问题。充分利用好乡村城镇化这

一内生动力，创新乡村产业业态，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和土地经营权流转，扩大农业经营规

模，加速农业现代化和农业高质量发展进程，加快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11］。

2 乡村振兴路径问题

目前，我国乡村振兴路径谋划不足，地区功能定位、主导产业配置、发展模式趋同等问题突出。全国

各地都在搞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农旅结合，这种不顾自身条件和需求有限的盲目跟风式发展方式市场风

险很大。要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立足乡村地区自然经济社会特色，结合主要矛盾、关键短板，确立乡

村振兴目标，研究制定具体地区特色的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和战略路径。
2. 1 科学确立优先序，把握乡村振兴节奏

乡村振兴在乡村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战略重点、优先序和路径组合。 ( 1) 乡村振兴需要产业支撑，

产业振兴、打造支柱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前提，是乡村发展的初级阶段，也是最关键的起步阶段。 ( 2 ) 产

业振兴与人才振兴和组织振兴组合实施，则进入乡村发展的中级阶段。产业发展能吸引人才、壮大组织，

人才振兴与组织振兴能更好地促进产业发展，三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 3) 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旨在

打造乡村地区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高地，文化振兴与生态振兴需要产业、人才、组织 “三驾马车”的带

动，五大振兴全方位组合推进，则进入乡村发展的高级阶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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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抓住乡村主要矛盾，重构城乡结构体系

乡村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的问题，处理好发展的问题关键要抓住乡村的主要矛盾，即农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了解和把握农民的真实需求，以产业振兴、人才振兴、
组织振兴、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这五大方面为抓手，推动乡村地区全面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丰富农

民所需的物质和服务供给，提升生产生活质量，化解乡村主要矛盾［13］。重构城乡布局结构，一是空间布

局重构。针对现有传统村落布局分散、土地空废化的现象，应创新乡村空间体系，形成中心镇—重点镇—
中心村三级乡村布局体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积极探索空心村改造、中心村建设和中

心镇迁移的地域空间重构模式。二是经济重构。针对传统乡村产业的生产效率低、经营分散等特点，通过

推进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建立培育扶持龙头企业和特色产业生产基地，完

善农业产业链，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和集约化［14-16］。

3 乡村振兴规划问题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 2018—2022 年)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目前部分省和个别县编制了乡村振兴规划。但普遍存在简单照搬照抄上位规划和其他地区

规划，或停留在粗线条的发展意向描述，真正能在乡村落地实施的可操作建设规划供给严重不足。乡村振

兴要坚持规划先行，规划导向，规划约束。
3. 1 坚持规划引领，构建规划体系

大力推进县—镇—村域的乡村振兴建设规划编制工作。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加强对县、乡、村域的人

口规模、人口结构 ( 原住民、进乡创业者、康养旅居者等) 和人口分布变化的趋势预判，系统测算本区

域乡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等需求，在此基础上科学编制县—镇—村域的乡村振兴规划，做到 “源于实际，

服务未来”; 规划坚持以系统性规划为 “龙头”，恪守省、市、县、乡、村各级规划一脉相承、层层细化

的原则，要求县域及以下乡村振兴规划务必切实可行，做到“村民易懂，村干部易操作”。
加快构建乡村振兴规划体系。乡村振兴规划体系是保障乡村振兴规划科学制定的重要抓手和理论保

障［17］。乡村振兴规划体系框架包括: 明确乡村发展问题、发展目标，进而确定乡村振兴合理的规划范围、
空间尺度、利益与责任主体，以及规划层次、规划时限、规划主体、规划内容、规划深度和规划方法等。
乡村振兴应形成一套完善的、兼顾愿景与实际的、包含国家、省、市、县、乡镇、村庄各层次的综合性乡

村规划体系，实现“多规合一”［18］。
3. 2 开展乡村振兴区划，辨识乡村振兴重点区

合理构建指标体系，开展乡村振兴区划。集成应用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和管理学，按照

代表性、系统性、动态性、独立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建立包括乡村资源指标组、乡村生产指标组、乡村经

济指标组和乡村生态环境指标组、乡村社会文化指标组和乡村发展潜力指标组的乡村振兴区划指标体系，

采用 GIS 与现代计量方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乡村振兴区划［19］，为各地因地制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基

础支撑。
选择振兴的重点区域，培育乡村发展增长极。研究确定哪些村庄需要振兴、哪里村庄需要优先振兴、

哪些村庄不需要振兴。要综合评估乡村地区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农业功能、经济总量、民风民俗、人

口规模、发展类型、城乡关系等因素，合理选取典型区进行乡村振兴建设探索，为世界提供不同类型乡村

振兴的中国样板和中国方案; 选定的乡村振兴区域要符合未来城乡关系走向，与城市经济相互辉映，加快

乡村要素流动，发展乡村经济，培育乡村发展增长极，真正实现 “以城带乡，城乡共荣”的一体化融合

发展，带领中国经济进入“乡村振兴时代”。

4 乡村振兴示范问题

目前各地乡村振兴热情高涨，积极参加乡村振兴示范创建，争做乡村振兴样板。但是各地乡村振兴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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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区“锦上添花”式布局创建做法比较普遍，很多典型样板是靠财政补贴性投入 “堆”出来的，市场生

存能力和示范带动功能弱，可推广性差。需要统筹谋划乡村振兴示范区布局创建，加强对不同类型区示范

创建工作的指导，切实发挥好各示范区的典型引路作用。
4. 1 示范区选择

示范县的选择标准。各地区示范县选择要体现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地域差异性和多样

性，能为不同类型区提供可参考、可推广的乡村振兴经验和样板。同时将具备完整县—镇—村域的乡村振

兴建设规划作为入选示范县的前提条件。
示范村的选择标准。乡村振兴是乡村地区的全面振兴，示范应以发展水平中等、数量众多的一般乡村

为重点，强调示范的代表性、可学性和可推广性。一是结合县域城乡空间总体规划布局，优先选择区域面

积较大、人口相对集中的中心村、核心村，在未来城乡融合发展中能更好地发挥基础性、关键性、引领性

作用; 二是按照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特色保护类、拆迁合并类这 4 类村庄标准，结合地形地貌、资

源禀赋等特点，分类分层选取示范村。
4. 2 示范内容

第一，产业现代化示范。避免照搬模仿，立足地区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培植区域优势特色产业，实现

传统农业生产与新理念、新技术、新需求之间的有机融合，打造现代化 “大农业”产业链。第二，生活

现代化示范。通过生活基础设施的提升、公共配套服务的完善、生态环境的整治，打造生态宜居家园。第

三，文化现代化示范。在传承、复兴乡村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与现代文化交融，形成现代元素与乡土气息

融合的新乡村文化。第四，治理现代化示范。创新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形成社群化、社区化、网络化的治

理结构，培育乡村自组织、自治理能力。第五，政策创新试验示范。创新乡村产权制度，探索盘活各类乡

村要素资源，优化市场化配置机制，保障乡村振兴对各类生产要素的需求［9］。

5 乡村振兴制度问题

现阶段我国劳力、土地、资金等要素主要还是从乡村往城市流动，没有形成城乡之间双向平等流动，

没有形成互补互促的城乡关系。要创新体制机制，释放制度潜能，从城乡两侧全面激活资源要素，既要有

利于乡村内部资源激活集聚，也要有利于外部城市资源进入融合，实现城乡资源要素平等自由交换和市场

化配置，形成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
5. 1 创新人力政策

建立有吸引力的乡村人力资源政策，解决乡村振兴主体 “人”的问题。政策的核心目标是要平衡好

和保护好乡村原住人口与新进人口这两类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吸引各方人士投身乡村振兴，优化乡村振兴

主体结构。着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农村实用人才、农业科技人员队伍。建立乡村振兴人才集聚平台，引

导涉农高校毕业生、“城漂”、退伍军人、退休市民等各类群体回乡创业、休闲康养，为农业农村发展注

入新鲜的活力。完善乡村基层干部选拔培养机制，优化干部队伍年龄结构，提高基层干部工资待遇水平。
加强引进人才生活和社会保障力度，探索出台相应社会保障办法。
5. 2 改革土地制度

探索土地制度改革，解决乡村振兴 “地”的问题。土地是乡村振兴的载体和平台，土地资源也是当

今我国乡村最具潜力的自然资源，积极探索承包地“三权分置”、承包地退出、宅基地退出和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等系列关联性土地制度改革，城乡双向激活发力，进一步盘活土地资源，为乡村产业融合发

展提供用地保障，为吸引的城市资本、人才、技术和企业下乡提供新渠道和新平台，促进激活乡村要素与

城市资源高效融合，催生乡村产业重构、乡村聚落形态重构和乡村治理模式重构。
5. 3 创新投融资政策

改革投资融资政策，解决乡村振兴 “钱”的问题。现在多数人都愿意往城里跑，原因就在于乡村软

硬件条件都非常落后，乡村建设 “欠账”太多，魅力不足。但由于村集体和村民自身经济薄弱、投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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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又有限，需要多渠道筹集乡村振兴资金。建议设立乡村振兴专项资金，推进政府涉农资金整合，加大政

府对乡村振兴基础性和公益性领域的投入，特别是优先支持“两园一体”建设; 有序引导国有资本和民间

资本进入乡村振兴领域，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公益性，撬动民间资本支持乡村振兴; 大力发展村集体经

济，探索多种形式的经营方式; 建立“银行—企业—乡村”合作机制，支持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 合

理利用互联网金融，创新乡村振兴专用金融产品; 出台乡村振兴土地专项优惠政策，提高土地出让金用于

乡村振兴的比例，将增减挂钩结余指标所得收益重点用于乡村振兴。
5. 4 出台乡村振兴法

根据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实施重大战略必然配套相关法律，利用法律力量来保障战略的顺利实

施，同时也使战略在执行过程中实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乡村振兴是进入新时代后的一个具有全局性、
普惠性、长期性的发展战略，未来必然会遇到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和不同利益群体的掣肘，建议国家尽快研

究出台“乡村振兴法”，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稳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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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ＲATION ON SEVEＲAL ISSUES OF IMPLEMENTING
ＲUＲAL ＲEVITALIZATION IN OＲDEＲ*

Luo Qiyou，Lun Ｒunqi，Yang Yadong，Ma Liyang，Liu Zixuan，Gao Mingjie※

(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Ｒesources and Ｒegional Planning，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general focus of the work of " 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
ers" in the new period． Exploring the problem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operational lev-
el，has an important theoretic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orderly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academic research frontier，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re systematically consid-
ered and evalu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he theor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not well prepared，and the concept，standard and driving force are not clear． Ｒ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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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nsufficient． Ｒegional functional positioning，leading industrial alloc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l tend to be the
sam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ystem planning of county，town and village is insufficient，and there is a simple imi-
tation of the planning documents of the superior or other regions． Ｒural revitalization demonstration area promotion
value is insufficient，layout of the " icing on the cake" is more common． The syste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inade-
quate，and the vitality of human，land，capital and other factors need to be released．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
as is the same development status with no gap between urban charm and rural charm． Urban gardening and rural ur-
banization are the " two wheels" driving force． The breakthrough point is the integration of two parks．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priority order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cientifically，optimize urban and rural distribution structure and
adhere to the planning firstly． Also we should make systematic planning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mplementation plan
and create a rural revitalization demonstration area，explore replicable and popularizing models． We will innovate
systems and mechanisms to ensur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driving force; standards; development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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