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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乡村振兴若干问题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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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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动力 标准 路径 规划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 9121［2019］02001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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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