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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角度下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 
马鹏 

（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运城  044000） 

摘要：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旨在解决城乡发展面临的各项问题。而新型城镇化是借助资源配置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落实，其高质量发展能够推动资源在城乡自由流动，帮助乡村摆脱城市约束，获取更多有价值的资源，实现高速发展。鉴于此，

实现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则要以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内在机理为依托，探究乡村振兴角度下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理论

逻辑，而后提出具体发展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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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new urb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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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which aims to solve various problems faced by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new urbanization is 

to help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rough resource allocation.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an promote the free flow of resource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help villages get rid of urban constraints，obtain 

more valuable resources，and achieve high-speed development. In view of this，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it is necessary to rely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and then propose specif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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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相关讲话中将城镇化质量提升放置于突出位

置，贯彻落实“绿色”、“协调”与“开放”等理念，以城镇协调发

展为主线，走出生态环保、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为此，乡

村振兴角度下，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必须构建完善的生态环境，

统筹城乡工业与农业，减少城乡经济差距，提高农村经济水平，助

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建设和乡村振兴协同发展。 

一、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 
（一）乡村振兴能够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 

通过系统调查得知，中国农村地区人口数量占据总人口较大比

重，而农村产业的发展可以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建设提供诸多原材料

和生产要素。而且，农村产业发展定然会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市

场进入，而这些人口红利也能为经济社会与国家建设添砖加瓦。与

此同时，农业产业发展还能让中国社会拥有更足的底气，加快新型

城镇化建设进程。适宜生活的氛围与环境是所有人的“梦想”，生态

宜居主要目的是为充分满足大众对环境提出的需求。乡村振兴角度

下，生态环境建设和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相辅相成，联系密切。

具体来讲，良好完善的社会风尚是助力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不可

缺少的精神动力，而农村地区对乡风提出的要求，是社会良好风尚

构成的基础。进一步来讲，乡风文明既能改变乡村精神面貌，又能

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精

神力量。对于社会层面的长治久安来讲，则应以完善的治理机制为

依托。新形势下国家对乡村治理提出的要求，既是一种变革，也是

一种尝试。此种治理机制和新型城镇化提出的治理机制存在异曲同

工之处，相互借鉴，共同成长。另外，富裕生活是乡村振兴战略落

实和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富裕

能够创造巨大市场，拓大市场规模，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大动力，促进其日益完善。 

（二）新型城镇化发展能够拉动乡村振兴落实 

所谓新型城镇化，是将城乡统筹、产业互动、生态宜居与城乡

一体作为基础的城镇化，侧重城乡人口向城镇转移，目的在于推动

区域协调发展。由此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对推动乡村振兴具有积

极作用。在具体落实中，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诸多劳动力作为支撑，

此时农村剩余劳动力便可转移至城镇工业部门，使农村原有劳动力

脱离农业生产。如此，不但能够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还能倒逼

我国农业产业进一步发展，主要在于农村劳动力的减少迫使各地农

业生产必须提升效率，而经济收入的提升还能使农村居民走向富裕

生活。诚然，推行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和转移是基础，

这些转移的财产会有选择性地进入农村，继而丰富农村产业结构，

延伸农村产业链，提高农村经济效益。另外，为了使城镇可以获得

更多、更有价值的生产要素，则需要加强和农村的沟通，这就要求

城镇交通建设与产业园建设提速，完善农村地区各项基础设施。如

此，不仅能够转变乡村居民思想观念以及行为习惯，还能助推乡村

文明建设，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总而言之，乡村振兴角度下新型城

镇化高质量发展，必须进行统筹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会对乡

村振兴落实产生影响，乡村振兴水平提升也会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

量发展，由此表明乡村、城镇已摆脱传统对立和二元经济尴尬局面，

实现了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融合式发展目标。 

二、乡村振兴角度下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新型城镇化是相较于粗放型城镇化来讲的一种城镇化模式，强

调“人本理念”，注重提升城镇化质量。立足概念角度分析，新型城

镇化具有高效、绿色、善治和包容等特征。第一，高效城镇化以提

升要素配置整体效率和产业发展活力为基准，强调全面发挥城镇对

周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的带动作用。第二，绿色城镇化旨在提升能

源利用率，改善城镇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将生态文明理念渗透城镇

生产各方面。第三，善治城镇化旨在优化城镇治理结构，革新城镇

治理模式，提高城镇治理现代水平。第四，包容城镇化旨在提高城

镇承载能力，助力农村人口实现市民化转变，推动城镇居民奔向小

康社会。同时，城镇化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在引

领农业农村朝着现代化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针对乡村振兴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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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注重解决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落后的问题，将农村农业放置发展重

要位置，注重充分激发乡村地区潜在内生动力，弥补乡村发展各项

短板，促进农村农业与新型城镇化实现同步发展。同时，乡村振兴

以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活富裕与治理有效为目的。在产业兴旺

层面，要转移农村大量劳动力，推动农业资本深化，加快农村农业

现代化发展进程。在乡村文明层面，提升农村居民文化素养，使其

自觉传承当地优秀文化，借助移风易俗手段转变农民观念。在生活

富裕层面，强调通过农民转移就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加大农村各

项基础设施建设供给，让农村居民同样可以享受现代化社会发展成

果。另外，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是城乡融合不可缺少

的“两翼”，也是中国推行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从本

质角度来讲，城乡融合发展主要体现于城乡共生、共存、共荣的关

系，是城乡二元结构完善的理想状态。立足城乡融合角度剖析，新

型城镇化发展与乡村振兴是国家政府为解决城乡发展失衡与破解二

元结构所提出的战略。虽然上述战略提出时间、侧重有与不同，但

均以城乡融合发展为目标，且缺一不可。 

三、乡村振兴角度下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策略 
乡村振兴角度下，为实现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则要顺应乡

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从“生态”、“经济”、“社会”与“安

全”层面入手，优化城乡生态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城镇

与乡村构建循环通道，继而助力现代化国家建设。 

（一）优化城乡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的优劣决定着资源质量与环境容量，对新型城镇化高

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具备滞后性与长期性特征。具体可从以下几方

面进行论述：首先，完善农村人居环境。从特定层面来讲，农村地

区人居环境完善难点主要集中于绿色农业推广和生活垃圾处理等方

面。为此，要将村作为基本单位，结合村庄实际因地制宜推行保护

性耕作举措，以农业生产涉及的化肥、各类农药和秸秆处理作为攻

克重点，严格监督农产品质量。而农村生活垃圾解决、处理方式也

各不相同，建议以成功经验为基准，创建垃圾处理体系，改变垃圾

处理模式，强化农村居民环保意识，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其次，创

建城镇宜居环境。乡村振兴视域下，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要重视

资源环境整体承载力，在扩张城镇规模时，推动生产和生活朝着绿

色化方向转型，减少生活垃圾，降低“三废”排放量。同时，还要

提升水资源循环时间利用率，利用清洁新能源替代原有化石能源，

尝试运用集约型发展模式。比如，将公共交通作为主体的发展模式，

立体式开发地上与地下空间，使城市生产生活空间呈现集约化与高

效化特征，完善城市空间布局，改善人口承载压力。另外，还要整

合旧城区改动和新城区建设，推动城市快速更新。在此基础上，还

要适当扩大城镇绿化面积，创建开放式生态环境，通过设立绿环、

绿道等，建立立体化生态系统，促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乡村振兴视域下，面对国内人口老龄化及资源约束的现实困境，

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要以产业发展为依托。第一，特色农业发展。

新时代我国农业正处在集约化转型核心阶段，各地要结合自身人文

地理与环境差异，改革农业经营方式，推行集约化生产。譬如，东

部地区要借助区位优势，发展外向型农业；西部地区因农田分散，

要将山地高原作为主导，发展特色化农业；而东部地区黑土肥沃且

平原辽阔，能够使用各类大型机械，这样既能拓展农业生产规模，

又能加快现代化农业发展速度。在发展东部地区农业时，还要充分

保护东北地区黑土地优势，发展绿色农业，夯实乡村产业振兴基础，

继而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第二，优化并升级城镇产

业结构。根据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及优势，大力发展主导产业，实

现产业链延伸目标。如发展非农产业化，吸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

而后，要以现代数字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为产业结构优化的持续性功

能，将数字经济和医疗、教育及养老等产业有机融合，创建数字化

产业体系。第三，整合农业、工业与服务业。乡村振兴背景下，新

型城镇化若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数字经济为依托，借助物联

网技术提高农业生产设备信息数据获取的有效性和精准性，提升农

业生产水平；通过电商平台，丰富农产品销售渠道，拓展农产品消

费市场，同时培育地区本土品牌，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创建现代化

农业体系，有效对接城镇各项产业，建立城乡内循环，以真正实现

新型城镇高质量发展目标。 

（三）推动城乡社会进步 

首先，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无论是在收入水平还是生活品质上，

城乡均存有一定差距。面对这一问题，相关组织必须优化收入分配

制度，确保农民工各项权益，提升农民工收入水平，使其真正能够

享受社会改革发展 优成果；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拓展新

基地覆盖率，提升网络普及率。同时，在线教育推行也为缩小城乡

教育鸿沟提供全新视角。抓住数字机遇，重视线上下教育深度融合，

提升农村地区教育质量。在此基础上，还可通过创建图书馆与电子

阅览室等，丰富当地居民精神生活。其次，统一规划城乡社保制度。

在这一过程中，要侧重关注特殊群体，积极改革户籍制度，并适当

降低落户门槛；强化社保投入力度，筑牢脱贫攻坚成果，激励社会

主体分担社保成本，降低政府组织财政压力。 后，提升农民工综

合素养。针对农民就业需求，相关组织可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技能

培训活动，面向农民安排技能竞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助力乡村

振兴高速发展。 

（四）统筹城乡协同发展 

基于新冠疫情防控和人口老龄化挑战下，统筹城乡关系，推动

城乡协调、安全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和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举措。实践路径如下：其一，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一方面，

严格执行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线”，保证粮食安全；走工业

集约化发展道路，改善耕地日渐减少问题，借助现代化技术和管理

经验，提升农业劳动整体生产率；给予粮食生产政策优惠，提高补

贴力度，激发农民生产热情与自主性。优化消费结构，以引导大众

消费观念、方式向绿色化转变为入手点，有效解决粮食供需矛盾；

打通城乡物流，确保粮食和农产品快速进入城镇。其二，保证大众

健康安全。重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实现个体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抑制传染病形成源头；提高大众安全意识与综合素养，强化其自救

能力，利用远程医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提升城镇安

全韧性。其三，统筹多元主体，保证城乡公共安全。加强基层建设，

特别是农村地区基层组织建设，着重培育高素养、高水平管理人才，

力求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优化顶层设计，完善公共安全体系，

加大相关财政投入。其四，保证城镇产业安全。以乡村振兴为入手

点，筑牢农业经济基础地位，确保农业种子、植业、畜牧业安全，

这样不仅能让城镇居民吃得健康，还能为新型城镇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安全原材料，保证关乎国民生计的产业实现安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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