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与发展 5 卷 11 期
ISSN: 2661-3735(Print); 2661-3743(Online)

    28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演进与重要意义

周静贤

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成都　610051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发展，乡村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在中国现

代化视域下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乡村发展政策的演进，概括乡村振兴中取得的历史经验，总结其在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

面具有的重要意义，最终进一步加深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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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由于西方在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占据了先机，其现代化常

常被西方解读为现代化的唯一范式，但是中国在种种困难下

突破了西方的封锁，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然而，

乡村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制约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乡

村振兴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针对农村发展现实状况提出

的旨在解决“三农”问题进而实现乡村发展的战略举措，理

清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振兴的历史演进，分析乡村振兴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有利于加深对中国

式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理解和认知，为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发

展指明方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 

一、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振兴的历史演进

1. 新中国成立 ：现代化初步探索过程中农村发展的不足

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由于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后中国

社会实际上处于一个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现状，开启并

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被提上了日程。中国先后实施了

“土地改革”、“一化三改”和“一五计划”等一系列推动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措施，并确立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需

要完成的具体目标，即“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作为“四

个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阶段内也不乏推动农村发

展的实践。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

从土地所有权关系出发在根本上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

所有制，让土地回到农民手里，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都得

到了显著的改善和发展。“一化三改”期间，对农业进行的

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改善农村落后的面貌，推进农村的发

展。除此之外，还通过修建基础水利设施、推动农村医疗卫

生事业开展，进行“扫盲”提高农民识字水平等一系列措施，

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到了有力推进。但是同样也是在这一

时期，中国面临的复杂的内外部环境要求必须要实现工业化

的快速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尽管早已认识到农村现代

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也必须牺牲一部分农村的发

展来为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提供保障。这种发展方式虽然使得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能够在短短几十年里

在中国建立起来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但同时也造成了

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不均衡、城市和农村发展不均衡、城乡

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等问题。

2.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发展中农村现代化的进一步

探索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高速

发展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第一次被

创造性地提出了。这一时期通过对改革开放前所提出的“四

个现代化”的继承和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更加深入

的剖析和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式现代

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区别，并用“小康社会”这个极富有生动

性和概括性的词语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1]，并立

足于此将中国的现代化通过“三步走”战略划分成不同的阶

段并针对性设计阶段目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了实现对

农村生产力的解放，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推动农村的

现代化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得以落实并在实施的

过程中不断进行完善。到了九十年代，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

高速发展的时期，农业经营制度和产业结构开始了战略性的

调整，与此同时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民流动的限制开始放松，

大量农民走出农村进城务工，在事实上拓展了农民的收入来

源。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有利影响辐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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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使农业农村保持了一个持续稳定发展的态势。但“三

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弱势地位也逐步显现出来，“三

农”问题越来越成为限制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城乡二元结

构的矛盾也没有完全解决。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现代化新时期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新发展

十八大召开以来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社会主义现代化也踏上了新的征程。这个时期，为了

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第三步战略目

标，十八大上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奋斗目标，

肯定了农村扶贫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以“精

准扶贫”为基础，全面开展脱贫攻坚。2017 年，十九大召

开，在继续推动脱贫攻坚在全社会进行的同时提出了乡村振

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旨在通过农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的战略构想，推动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发展，最终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自新中国成立始，历经在现代化建设初

步探索过程中对农村现代化的重视，再经改革开放后立足农

村实际开展的长达 40 余年的农村现代化建设，然后经十八

大以来针对农村绝对贫困开展的脱贫攻坚战，在经历漫长的

发展历程后，中国农村彻底告别绝对贫困，迎来了翻天覆地

的伟大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现代化发展和建设走到

了尽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协同发展的新征程里农业农

村发展是仍然是“短板”，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还走在路上。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

1. 乡村振兴是人口规模巨大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必由

之路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地区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式现代化由“中国式”和“现代化”

两部分组成，因此其不仅具有现代化的普遍特征，还具有鲜

明的中国特色。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至 2020

年 11 月，中国总人口数达 14.4 亿，远高于英美等西方发达

国家开启现代化建设时的人口数目。在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

大的国家，将所有的人口都转移进城市从而实现现代化是不

现实的，城市的有限范围无法为如此庞大的人口提供充足的

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农村地区分布的范围广泛，占据的面

积巨大，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

地区的开发为人口规模巨大化条件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拓展了发展空间。

乡村振兴战略是应对在人口规模巨大的条件下进行现

代化建设挑战的关键举措。巨大的人口规模使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发展前首先需要保证巨大的粮食需要，乡村振兴通过科

技赋能农业发展，建设现代设施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保证国家粮食产量始终能过满足巨大人口的需要，为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发展提供保障。同时，国家统计局数据资料显示，

目前中国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仍然超过 5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36.11%，并且大量农民在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社会保

障程度等方面都落后于城镇居民，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中的最大公约数部分，现代化建设发展必须使这部分人也能

实现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立足农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价值导向，从产业、教育、社会公共服务等多方面发力，以

“物”的现代化推动“人”的现代化，最终实现推动农村人

口的现代化发展。

2. 乡村振兴是扎实推进城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

举措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实现农业收益提升、拓宽

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收入的收入水平。事实上，传统农

业产业附加值低，农民收入来源渠道单一、增收困难是限制

中国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障碍之一，农民收入得不到增

加，“富裕”从何实现？可以说，没有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就没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2]。乡村振兴战略通过打造农业全

产业链以及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在纵向和横向上推动农村产

业发展，实现农业产业的价值链延长，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增加农民除农业外的其他产业收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实

现农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实际上扩大了农村的财富总量，为

共同富裕在农村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能够有效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

要实现共同富裕，“富裕”必不可少，“共同”也不可或缺，

城乡发展不平衡实际上限制了“共同”的实现。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不仅能够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还能通过加强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

水平和质量，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并通过

畅通城乡要素流通路径，引导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

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

工农城乡关系，最终推动城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

3. 乡村振兴是助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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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路径

农业农村的现代化离不开农民的现代化，只有实现农

民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得到完整的全面的实现 [3]，

而农民的现代化既包括物质生活的富足，也包括精神文化的

富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仅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

条件，也实现了对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提升。乡村振兴战略

有利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文

化源泉。中华文明是建立在土地和村庄上的农耕文明，这造

就了中国特有的乡土文化，这种文化发源于历史，根植于土

地，对其的继承和发展能够为在当前这个浮躁的、高压的、

复杂的社会中实现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乡村优秀文化是乡村

振兴战略的灵魂，也是培育文明乡风的土壤 [4]，乡村文化振

兴从乡土文化中汲取智慧的力量，从继承弘扬农耕文化、推

动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充分发挥乡愁力量出发，为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文化源泉。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利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为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保障。传统的农村社会由于物质

条件不够充分，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农村缺少能够开展

精神文明建设的设施和场所，农民为了能够生存而疲于奔波

导致农民缺少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时间与精力。乡村振兴战

略下农村资源配置的改善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为农村精神

文化建设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资金支持、开展场所、支撑设

施等客观条件，也提高了农民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观意

愿，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4. 乡村振兴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奠

定基础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强化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建立起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为“美丽中国”的建设奠定

基础，从而推动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首先，在发展理念上，在选择农村生态建设策略时始终贯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在乡村发展过

程中充分体现人与自然的共同体关系，摒弃了通过掠夺自然

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来实现发展的错误理念。在发展模式

上，改变了原本农村产业发展的粗放模式，在推动传统农业

向绿色可持续发展农业转型的过程中，立足于农村特色生态

资源，发展农文旅结合的生态友好型农业产业，提升农村经

济发展水平的同时完成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生态环境治理

上，通过多方领导，引领农民树立起正确的发展理念，推动

环保意识在农村的普及，开展农村“厕所革命”、生活垃圾

和污水的治理活动，从小事、琐事入手，实现农村生态环境

的改善，奠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建设基础。

三、结语

乡村振兴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发展战略，其不仅

涉及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同样还涉及城乡协调发

展、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问题，事关现

代化建设的全局。当下，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要打好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地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离不开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因此如何在发扬乡村振

兴战略有益方面的同时对短板问题进行解决，是我们接下来

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邢占军 , 杨永伟 . 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

[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2(05):47-56+158.

[2] 李延 .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价值

意蕴 [J]. 长春市委党校学报 ,2023(01):24-31.

[3] 兰日旭 . 乡村振兴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发展 [J]. 智

慧中国 ,2023(04):41-42.

[4] 曾璐 , 罗章松 , 苏雪芹 .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振

兴的现代审视 [J]. 大连干部学刊 ,2023,39(02):10-16.

作者简介：

周静贤（1998-），女，汉族，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

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610051，研究方

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