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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农村现代化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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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艰巨 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农

村发展问题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巩固，事关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是后脱贫时代必须继续破解的关键问题。未来农村

发展应坚持自力更生是根本，注重激发农民内生动力；与时俱进是动力，依据实况全面深化改革；有效衔接是关键，促进乡村振兴

持续有效推进。经济开发与农民能力提升并举、经济发展同农村生态环境并重、把握群众精神需求，改善农村精神风貌、切实关注

民生问题，促进政策动态优化、各主体相互配合，建立防止返贫机制、实现任务对接，助力乡村振兴是促进农村未来发展的有效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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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build a modern and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we must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To build a modern and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the most arduous and arduous task still lies in the rural 

areas. The issue of rural development is related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achievements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and is a key issue that must 

continue to be solved in the post-poverty era. In the future，rural development should adhere to self-reliance as the 

fundamental，and pay attention to stimulating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farmers；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is the 

driving force，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Effective connection is the key to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and effectiv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improve the spiritual outlook of rural areas，pay attention to people's livelihood issues，

promote dynamic optimization of policies，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establish a mechanism to prevent poverty return，

achieve task docking，and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promot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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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促进农村稳定发展、促进农民致富事关民生福祉，是实现

共同富裕和现代化强国目标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重大课题。绝对贫困

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农村反贫困的结束，以多种形式存在于农村

的相对贫困将代替绝对贫困占据农村反贫困领域。在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历程中，扎实推进农村发展，促进相对贫困的解决，对于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关键性意义。未来农村发展突破口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自力更生是根本，注重激发农民内生动力 
（一）农村经济 发与农民能力提升并举 

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是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推动农

民实现致富的关键。以多种形式存在的相对贫困加剧农民生存脆弱

性。当前中国农村人口基本生存能力已经全面改善，但因受教育程

度较低等原因使其抗风险能力较弱[2]，此外，部分已脱贫人口因长期

被帮扶形成政策依赖，“等靠要”思想严重，一旦脱离政策帮助，很

容易返贫。部分农民在精准扶贫政策中未被列入绝对贫困人口行列，

但因收入来源单一或者患病、灾祸导致其具有陷入绝对贫困的可能。

解决这类相对贫困问题，需要从脱贫人口能力建设出发，将经济

发、农民能力提升相结合，增强其应变适应能力，促使其抵御风险。

一是从农村经济 发层面，首先要推进乡村特产业发展，合理利用

有效资源。对内应形成本土人才资源库，对外要引进人才，发挥其

在农业生产经营以及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中的示范带动作用[5]。二是从

农民能力提升层面，首先要加强非农就业培训，建立健全风险应对

机制，弥补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缺陷。如推动就业岗位与技能培训对

接、健全创业补贴机制等都是提升农民能力的有效途径。 

（二）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生态保护并重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补齐现代化在“三

农”问题上的短板，必须将农村环境保护作为战略重点。“坚持扶贫

发与生态保护并重”①，注重“改善生态环境”②是中国共产党在

过去引导乡村治理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原则。习总书记“两山论”的

提出，更是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的和谐关系提到新的高度。农村

生态环境是农村软实力的一部分，影响着农民主体性的发挥，制约

着农民内生动力的激发。农村经济发展，不可以破坏农村生态屏障

为代价。一是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推动实现农村高

质量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注重环境治理，将生态建设同农村经济发

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同农村生态治理之间的

良性互动。二是注重 发农村旅游资源，将特色旅游资源 发作为

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如农家乐、特色产业旅游等），为农民拓宽收

入来源、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提供现实可能。三是地方党政机关

应与基层党组织通力合作，推进生态环境整治措施不断完善。基层

组织也应依据当地实际推动政策落实，加强理念宣传。民众自觉做

到垃圾定点回收，避免乱丢乱放。村护林员、保洁员履行职责，做

好本职工作。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为农民主体性的发挥

营造良好客观环境，是未来农村发展的重要思路，也是未来解决农

村相对贫困、促进农民脱贫致富的全新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引。 

二、与时俱进是动力，依据实况全面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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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群众精神需求，改善农村精神风貌 

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兼顾农民精神富足应当作为重点内容推

进。农民精神风貌是其获得感、幸福感的直观表达。城乡关系演进

过程中城乡之间文化交流逐渐频繁，促进了农村对新事物的了解和

掌握。但部分区域农村常住人口大多以老人、儿童为主，在精神文

化建设上同城市依旧有较大差距。一是要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人口

的心理状态广泛关注。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部分农户进行非农安

置，部分农户采取就近安置，意味着脱贫人口需要时间去适应新环

境。在这个过程中，脱贫人口对“新家”的适应性、归属感、认同

感影响其生活体验。另外，还需特别关注农户生存尊严问题，即在

安置地能否受到其他人的尊重。二是要注重农村文化建设，创新文

化形式。注重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探索乡村传统文化发展创新

策略是当务之急[3]，尊重农村群众首创精神。三是关注特殊群体，如

老人与小孩的精神需求。农村中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弱化了对子女

（尤其是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受教育者）教育参与度，缺乏对子女

心理成长状况的关注，造成家庭教育的缺失。要落实对青少年心理

健康的培训，推动其塑造正确价值观。农村老龄化问题明显，应组

织老年人群体文化活动，推动老年人群体融入社会发展。 

（二）切实关注民生问题，促进政策动态优化 

农村发展是动态过程。中国农村能够如期摆脱绝对贫困，实现

9899 万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离不 政策和制度创新。我国现如今

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农村基础设施等均

已发生革命性变化。未来要巩固扶贫成果和促进农民稳定致富，必

须依赖于政策更新，关注农民 关心的问题，突破农村在政策上的

发展壁垒。根据农村的新变化转变发展策略，合理规划发展进度，

制定发展政策，才能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一是加强实地调研，掌

握“三农”问题突出短板。我国虽然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是

农村生存脆弱性问题较为突出，对农村存在的相对贫困问题应该动

态把握，对相对贫困问题的识别应当更加准确。即对贫困识别标准

的测定、指标选取、群体界定、区域划分应当持续精准化。[4]二是政

策制定要契合民生需求，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对农村脆弱性群体和

边缘性群体要持续关注，给予适当政策倾斜。三是推动政策宣传落

实，确保农民群众知政策、用政策，了解国家政策制定实施情况。 

三、有效衔接是关键，促进乡村振兴持续有效推进 
（一）各主体相互配合，建立防止返贫机制 

农村经济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坚持

协同治理思维，发挥农民、基层干部、政府、社会力量的协同治理

作用，形成坚实的防止返贫机制。一是农民要解放思想，摆脱“等

靠要”，这是防止返贫机制构建的坚实基础。农民要突破对政策的依

赖性，解放思想，成为有技能、有知识、有责任担当、适应时代变

化的新型农民，实现从“输血式”向“造血式”的转变。二是政府

要建立预防返贫监测和帮扶长效机制，这是防止返贫机制构建的后

备保障。农村商业保险应作为除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政策之外降低

风险新型途径之一，政府应有所作为，给予适当政策支持以推动商

业保险的普及。农村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巩固，防范返贫机制有效

完善，不仅是推进“十四五”规划的目标要求，也是实现我国治理

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之举。三是基层干部要提升个人服务

治理能力，这是防止返贫机制构建的中坚力量。基层干部同群众密

切联系，是助力农村群众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主要力量。基层干部

要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主动融入数字化、信息化时代，

将现代工具运用到治理过程中，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四是社会力

量要积极投入乡村治理，这是防止返贫机制构建的有效支撑。社会

力量如乡镇企业、涉农高校等分别能在增加就业岗位和农业技术普

及上发挥积极作用，应该主动担责，发挥其在农民稳定就业、扩大

市场参与的促进作用[5]。 

（二）实现任务对接，助力乡村振兴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须振兴。如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有效推动

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是我国新发展阶段下的全新命题。我们要坚

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工作不留空档，政策不留空白。坚持有效衔接是“十四五”

规划的具体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统一于乡村发展规划，二者在理念和内容上有很大相似之处。一是

做好衔接工作，妥善解决遗留问题，促进平稳过渡。有效衔接需要

做好理念衔接，激发内生动力、做好产业衔接，实现产业兴旺、推

进规划衔接，发挥长效作用[6]。乡村振兴总体规划包含着解决农村相

对贫困的战略任务，要以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作为实行乡村振

兴的重要推手，以乡村振兴阶段性成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二是完

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监督和成果评价机制。利用好第三方评估

这一监督评价利刃，掌握乡村振兴战略落实情况，推力乡村振兴满

意度提升。三是在对农村整体把握的基础之上落实落细发展规划。

乡村振兴要坚持农业要强、农村要美、农民要富的多元目标，规划

科学、任务明确、措施可行。 

四、结语 
十八大以来，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不断推动农村贫困问题得到更加深度地解决。在扶贫中坚持党对扶

贫工作的统筹，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协调各方，推

动农村扶贫合力形成，坚持实事求是。农村扶贫工作蕴含着丰富的

实践哲学和治理智慧，也为未来农村发展提供重要政策启示。历经

艰辛探索与发展，农村脱贫群众面貌焕然一新，党群干关系明显改

善，为全球减贫提供了中国样本。总结经验，展望未来，是建设美

丽乡村、推动农民脱贫致富、推动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我国现如今正处

于向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过渡阶段、推进乡村振兴的起始

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阶段，要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基础之上，找准农村存在的主要矛盾，注重激发农民内生

动力，推动改革创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如期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迈向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参考文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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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人民日报，2022-10-17（002）. 

[2]郑宝华，宋媛.未来农村扶贫需以提升可行发展能力为方向[J].

云南社会科学，2020（03）：65-74+187. 

[3]马征杰，余广俊，程琳杰.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文化发展短板

与创新策略[J].农业经济，2022（07）：54-55. 

[4]狄振鹏，姚伟民，李世美.中国农村扶贫的制度变迁、优化与

创新[J].当代经济研究，2021（01）：100-106. 

[5]梁伟军，焦丽丽.能力贫困视阈下农村脱贫人口发展能力提升

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6）：99-109. 

[6]何爱爱.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探析[J].学校党

建与思想教育，2021（06）：68-69+84.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②中国经济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

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EB/OL].（2007-06-15）.http：//www.ce.

cn/xwzx/gnsz/szyw/200706/15/t20070615_11773708.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