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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乡村转型的若干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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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转型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普遍趋势，其内涵就是乡村在各个方面发生
的重大变化和转折，是一种多领域、多方面、多层次、多视角的综合转型。乡村转型按领域可以

分解为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生态转型，按内容也可以分解为发展转型、制度转型、空间转型。

乡村发展转型是一种发展模式、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其核心和关键就是产业转型。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加快乡村全面转型的新阶段 
    一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 2015年人均收入水平接近 8000美元，
刚好处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经济转折的中间点，可以说已经稳步进入了中等收入经济体。二是从

工业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已经整体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未来工业化的重点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全面提高工业化质量。三是从城镇化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 2015年的城镇化率是 56.1%，已经稳
步进入城镇化升级快速推进的减速阶段，未来的重点是要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四是从城乡关系

来看，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进入了一个持续稳

定缩小的时期，要素也从单向流动转向双向互动。这一系列都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加快乡村

全面转型的新阶段。 
    加快乡村全面转型若干战略问题 
    打造新农村建设的 2.0 版。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
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20字方针，可以把这个 20字方针的提出认为是第一次
转型，也就是新农村建设的 1.0版。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这 20字方针对推动我国新农村的建设
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当前发展态势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应该有新的指导方针，对新农村建

设应该有一个新的提法，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第二次转型，即新农村建设的 2.0 版。未来的新农村
建设，应该要更加重视产业作用，要有利于农民增收，把人居环境改善和幸福指数提高作为根本

目标。未来的新农村建设 2.0版更要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城乡一体化的视角，按照乡村建设“强、
富、美”的思路，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即要构建“五个乡村”为特色的新农村建设的 2.0版：
富裕乡村、幸福乡村、美丽乡村、民主乡村、和谐乡村。 
    构建符合农村特色的农民持续增收机制。农民增收多是在农业、农村之外，是一种高度依赖
“非农村化”的发展模式，主要依靠的是一种工资性收入，尤其是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跟农

业农村的关系不是很大。因此虽然农民的收入水平增长了，但带来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农村凋敝。

这种高度依赖外出打工和大规模工业化开发支撑的农业增收模式是一种“非农村”，或者是农村

之外的增收模式，也是一种有可能会引起农村凋敝的增收模式。所以要积极探索符合农村特色的

农民持续增收的机制：这种农民增收的机制应该是更多地依赖农业农村，要有稳定的农村产业支

撑，要有来源于本地的农民增收渠道。未来中国农民增收的潜力，应该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发

展现代农业来提高农业生产率、农业的竞争力；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农村产权制

度改革，让农村产权能够交易起来、流转起来，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不断增加农民财产性

收入。 
    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化改造。现在农业面源的污染十分严重，例如单位面积化肥的
使用量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 225千克的安全上限，必须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化改造。一
是要对化肥农药进行减量使用，虽然农业部提出了化肥农药的零增长，但这应该是一个短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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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长期来看，一定要进行减量使用、进行总量控制，分阶段、分区域、分品种推动我国的化肥、

农药由零增长向减量使用转变。二是要对农业进行生态化的景观化改造。农业本身就是一种景观，

就是一种旅游的资源，我国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都要进行全域规划、全域保护、全域

管理，把农业作为一个大的景区来进行景观化打造。 
    要加快推进乡村空间转型。现在乡村建设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就是要使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要有青山绿水、有乡愁、有田园风光，不能把农村搞得跟城市一样，村不像村。小城镇、村庄建

设应该别墅化、去高楼化，例如成都市的新村建设模式就是一种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

化的模式，每一个院子里面都是一种生态型的园林，都是一些小别墅，而且乡村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不比大城市差，农民有稳定的就业渠道和稳定的就业岗位，这种就地就近城镇化应该是我国

未来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主战场，也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的手段。 
    要着手研究 2030年的反贫困战略。世界银行把贫困的发生率降低到 3.0%以下作为消除贫困
的标志，而我国 2015 年的贫困发生率是 5.7%，占乡村常住人口的 9.2%，农村低保人口是 4903
万，占乡村常住人口的 8.1%。假如 2020年在现有标准下我国能够解决区域性的整体贫困，那么
2030年我国将进入一个扶贫开发的新阶段：一是要更加重视相对贫困的问题；二是要解决城乡贫
困标准的统一；三是未来要向高贫困线看齐，解决发展贫困问题；四是要统筹城乡贫困治理，防

止农村贫困向城市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