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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乡村振兴的 10 大观点

■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魏后凯

第一，与发达的农业强国相比，我国农

业劳动生产率较低。2016 年我国劳均农业产

出不及挪威、新西兰、美国、以色列等国家的

4%，同时由于种粮的比较效益较低，农民种粮

的积极性不高。

第 二，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仍 然 很 大。2019

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是

2.64：1，去年为 2.56：1，这是一个较大幅度

的下降，但现在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远远高

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比如说 1985 年城乡

居民收入之比是 1.86：1，也远远高于发达国

家的水平。

第三，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的中

青年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我国农村已经迈

入了深度老龄社会的门槛；与此同时，农村的

养老设施却比较短缺，养老服务远远跟不上社

会需求。

第四，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还比较滞后，距离实现中央提出来的到

2035 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目标

农村现代化不同于城市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综合的过程，一般

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即国家通过一系列革命

性的变迁成为具有现代特点的综合过程，也就

是变落后为发达、富强、先进的过程。

农村现代化与城市现代化在很多方面都

不一样，因为农村与城市的功能定位不一样。

农村承担的功能主要是农产品、生态产品的供

应，同时也是城乡居民生活休闲的空间；而

城市主要是一种高密度的产业集聚，主要是工

业、服务业，以及要素集聚。现代化的农村应

该是山清水秀，一派田园风光，农村要实现现

代化则要构建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这与要

素集聚、服务业发达的城市是不一样的。

乡村振兴面临的四个问题

中国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主要是农村发

展的不充分、不平衡，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

才实施了乡村振兴战略。我国现在的农村发展

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我们要坚持党的领

导，既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继续加大各级

政府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优化农业保护政

策体系和强农惠农政策，同时更要充分发挥农

民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

要推进城市的资本下乡

过去，我们对城市资本下乡有误区，说

只是资金的问题，其实城市资本下乡应该是资

金、人才、技术、品牌、营销经验的综合体。城

市的资本在乡村建了一个项目以后，随着资金

的进入，营销和品牌管理经验就跟着进来了。

同时，一定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要采取多元化的途径来引导社会资

本大量地进入。这种资本的进入要采取激励加

负面清单制度，一方面对社会资本进入到乡村

振兴中来，我们要给予一些资金方面的政策鼓

励，同时我们要制定负面清单。比如说粮食安

全的问题，不能把优质的耕地都去搞非农化、

非粮化，搞大宅大院肯定不行，侵犯农民的权

益肯定不行。

优化基础设施布局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口的老龄化、

村庄的空心化、村庄的减少是必然的趋势，这

些年自然村和行政村都在不断地减少，我们一

定要根据城镇化的趋势，根据未来城乡人口分

布的状况来优化基础设施的布局，优化公共服

务的布局，对村庄的布局进行优化调节和引

导，不能说人都跑到城里来了，还建立大量的

公共设施。在村庄布局优化的过程中，一个核

心点是一定要把楼房的现代化提高到一个重要

的战略高度。现在很多楼房的寿命比较短，质

量比较滞后，缺乏规范。

多形式地鼓励人才下乡

一是建设优秀领导班子，培养乡村带头

人。根据实地调研，一个村庄发展的好，与村

领导班子密切相关，培养一支能够带领大家往

前走的领导班子，对乡村建设至关重要。

还有很大的差距。

乡村振兴应该避开四个误区

一是以为乡村振兴意味着乡村人口比重的

提高。城镇化是现代化的标志，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乡村人口会持续向

城镇迁移，因此未来农村的人口会不断下降。

二是以为村庄的减小意味着乡村的衰败。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未来乡村的人口会进一步

下降，人口少了，村庄也会减小，甚至有一

部分村庄将会消失。但我们不能把城镇化进

程中一些村庄的减小和消失简单看成是乡村

的衰败。

三是把城市规划建设的方法照搬到农村。

乡村跟城市的功能定位是不一样的，不可能也

不应该把城市规划建设的方法照搬到农村。

第四个误区，将农业现代化与小农生产对

立起来。小规模生产经营是中国农业生产经营

的主体形态，虽然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未来会

有新的主体形态；但是，我想这种小农生产、

小规模经营将会长期存在，关键是如何有效地

把小农生产跟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起来。

走内生型乡村振兴之路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全面深化农村改

革，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激活市场，全面激发乡

村振兴的内生活力和内生动力，提高内生发展

能力，走内生型乡村振兴之路。激发内生活力

关键在改革创新，包括土地改革、产权改革、

企业组织改革、支持保护体系等。

一是全面深化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

改革；

二是全面落实和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

三是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

四是加快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

等入市；

五是通过市场交易加快建立进城落户农民

承包地、宅基地转让的机制。

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

我把乡村振兴归纳为 12 个字：党委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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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乡村振兴的 10 大观点

■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魏后凯

第一，与发达的农业强国相比，我国农

业劳动生产率较低。2016 年我国劳均农业产

出不及挪威、新西兰、美国、以色列等国家的

4%，同时由于种粮的比较效益较低，农民种粮

的积极性不高。

第 二，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仍 然 很 大。2019

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是

2.64：1，去年为 2.56：1，这是一个较大幅度

的下降，但现在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远远高

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比如说 1985 年城乡

居民收入之比是 1.86：1，也远远高于发达国

家的水平。

第三，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的中

青年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我国农村已经迈

入了深度老龄社会的门槛；与此同时，农村的

养老设施却比较短缺，养老服务远远跟不上社

会需求。

第四，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还比较滞后，距离实现中央提出来的到

2035 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目标

农村现代化不同于城市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综合的过程，一般

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即国家通过一系列革命

性的变迁成为具有现代特点的综合过程，也就

是变落后为发达、富强、先进的过程。

农村现代化与城市现代化在很多方面都

不一样，因为农村与城市的功能定位不一样。

农村承担的功能主要是农产品、生态产品的供

应，同时也是城乡居民生活休闲的空间；而

城市主要是一种高密度的产业集聚，主要是工

业、服务业，以及要素集聚。现代化的农村应

该是山清水秀，一派田园风光，农村要实现现

代化则要构建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这与要

素集聚、服务业发达的城市是不一样的。

乡村振兴面临的四个问题

中国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主要是农村发

展的不充分、不平衡，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

才实施了乡村振兴战略。我国现在的农村发展

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我们要坚持党的领

导，既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继续加大各级

政府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优化农业保护政

策体系和强农惠农政策，同时更要充分发挥农

民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

要推进城市的资本下乡

过去，我们对城市资本下乡有误区，说

只是资金的问题，其实城市资本下乡应该是资

金、人才、技术、品牌、营销经验的综合体。城

市的资本在乡村建了一个项目以后，随着资金

的进入，营销和品牌管理经验就跟着进来了。

同时，一定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要采取多元化的途径来引导社会资

本大量地进入。这种资本的进入要采取激励加

负面清单制度，一方面对社会资本进入到乡村

振兴中来，我们要给予一些资金方面的政策鼓

励，同时我们要制定负面清单。比如说粮食安

全的问题，不能把优质的耕地都去搞非农化、

非粮化，搞大宅大院肯定不行，侵犯农民的权

益肯定不行。

优化基础设施布局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口的老龄化、

村庄的空心化、村庄的减少是必然的趋势，这

些年自然村和行政村都在不断地减少，我们一

定要根据城镇化的趋势，根据未来城乡人口分

布的状况来优化基础设施的布局，优化公共服

务的布局，对村庄的布局进行优化调节和引

导，不能说人都跑到城里来了，还建立大量的

公共设施。在村庄布局优化的过程中，一个核

心点是一定要把楼房的现代化提高到一个重要

的战略高度。现在很多楼房的寿命比较短，质

量比较滞后，缺乏规范。

多形式地鼓励人才下乡

一是建设优秀领导班子，培养乡村带头

人。根据实地调研，一个村庄发展的好，与村

领导班子密切相关，培养一支能够带领大家往

前走的领导班子，对乡村建设至关重要。

还有很大的差距。

乡村振兴应该避开四个误区

一是以为乡村振兴意味着乡村人口比重的

提高。城镇化是现代化的标志，是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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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一些村庄的减小和消失简单看成是乡村

的衰败。

三是把城市规划建设的方法照搬到农村。

乡村跟城市的功能定位是不一样的，不可能也

不应该把城市规划建设的方法照搬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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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形态，虽然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未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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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经营将会长期存在，关键是如何有效地

把小农生产跟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起来。

走内生型乡村振兴之路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全面深化农村改

革，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激活市场，全面激发乡

村振兴的内生活力和内生动力，提高内生发展

能力，走内生型乡村振兴之路。激发内生活力

关键在改革创新，包括土地改革、产权改革、

企业组织改革、支持保护体系等。

一是全面深化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

改革；

二是全面落实和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

三是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

四是加快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

等入市；

五是通过市场交易加快建立进城落户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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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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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过程中，把产业结构的调整简单地理解为

压缩粮食的生产，这也是存在的一个问题。

从长远来看，我觉得乡村产业的发展要与

城市相区别，它应该建立一个有特色、有竞争力

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各个地区一定要因地制

宜，因村施策，突出特色，走多元化的道路。

希望农村数字化、网络化、
智慧化同步进行

这些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数字乡村的建

设，城乡的数字鸿沟在不断缩小，但相对来

说，现在城乡的数字鸿沟还是很大。农业农村

的信息化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这种信息化分为

三个阶段，首先是数字化，然后是网络化，最

后才是智慧化。现在我国 600 多个城市中，绝

大部分的城市都提出要建设智慧城市，但是农

村还处于一种数字化建设的阶段，所以我们希

望农村数字化、网络化、智慧化“三化”同步

进行，通过智慧乡村的建设来缩小城乡数字的

鸿沟。

转自网络，作者、研究员，研究生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

村观察》主编，也是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

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二是开展多种渠道培训，提高村民科学文

化素质。可通过继续教育、职业培训、鼓励学

习等方式提高村民科学文化素质。

三是充分发挥现有乡村人才的作用，留住

本地人才。要把乡村现有各类人才利用好，充

分发挥其作用，减少村人才的流失。

四是给乡村人才创造好的生活环境、工作

环境。让留在乡村的各种人才能够获得发展的

空间和上升通道，例如职称评定等。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

我们在推进农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也面

临着一些困境。从产业选择的角度来看，主要

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产业出现低质同构化的趋势。现在

很多村庄都选择发展农家乐与旅游康养，但现

阶段我国这方面的消费市场毕竟有限，而且现

在很多农家乐档次比较低，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效果。

第二，以改革供给侧结构为由搞非粮化和

非农化。粮食安全是乡村振兴的底线，是国家

安全的基础，有限的耕地应在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生产的基础上，再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但

有一些地方在发展农村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

看景德镇如何利用历史文化引领城市
升级转变
—以景德镇建国瓷厂综合服务中心为例

■　当代建筑　张　杰　陈　拓　胡建新

来，昌江和窑之间通过垂直于江的各条里弄通

道紧密联系在一起。元代中央政府在景德镇设

置“浮梁磁局”，开始形成以官窑为中心“行

政中心—生产型社区—物流商贸区”的城市空

间组织关系。但这时的官窑和民窑在空间上相

互独立。

随着烧瓷工艺的不断提升和陶瓷业的扩

张，到清代，“自乾隆初，官民竞市，由是日

渐著盛”。乾隆时期，“官搭民烧”制度逐渐成

熟。御窑制作成型的素坯，交由周边的民窑进

行烧制，而具有高技能的民间技工也能被招入

御窑进行生产。御窑和民窑之间从二元隔离走

向相互交融，形成了“御窑—民窑—作坊—民

居—商业服务”整体有机运转的城市空间，景

德镇的城市经济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鼎盛时期的景德镇形成了从昌江到御窑

周边井然有序的城市空间断面，院落构图逻辑

严谨、主次分明。以御窑为中心，周边散布民

窑和作坊等生产空间。生产空间之外是居住组

团，景德镇的民居以内向的天井院为主，沿江

地势较低处为窑工、码头工人小尺度的住所。

窑房周边地势较高的地方远离水患，集聚瓷

行老板、商会高层、政客等名流的大尺度的宅

邸。而围绕这些生产空间和居住空间，催生出

诸如生产资料供给、生产服务配套的煤炭行、

红店、颜料店等功能设施，也有像猪行、米

行、糖果铺、诊所、药铺等生活服务设施。因

各地商贩和工匠的云集，各种会馆、书院等活

动中心出现了。所有这些空间都构成了景德镇

传统城市空间的主要要素。

城市空间的历史价值

自 20 世纪初 A·里格尔提出遗产价值的

概念以后，价值已成为历史城市保护的核心。

历史城市空间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

果，是人类活动在历史长河中的积淀，是城市

历史维度的重要载体。现代地理学和景观学

将城市依附的环境、地形、地貌、城市形态、

肌理、用地模式等列为历史城市空间的重要因

素。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对这些要素加以保护、

控制，引导新的开发等也已成为历史城市更新

的重要内容。英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先驱 P·盖

迪斯在《城市的演变》中就曾对不同阶段的城

市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提出过剖面模型，为认识

历史城市空间演变与其所在环境的关系提供了

很好的视角。景德镇因瓷而兴，因瓷立市。城

市建设和功能组团围绕窑址的布局展开，相互

之间通过窑业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传统的城

市呈现“由点到面，由隔离到聚集，再到交

融”的演进过程。这一演变过程也从不同时期

城市的典型剖面中反映出来。我们将聚焦明清

及以后景德镇城市空间的演变，挖掘其遗产价

值，从城市空间结构保护与文化传承出发，探

讨相关实践的设计思考。

景德镇传统手工瓷业与自然环境互动形
成的历史城市空间

五代时期，景德镇的窑址依瓷矿布局，

带动了依托窑址的村市发展，呈点状分布。到

宋代，由于昌江在生产资料和货物交通运输上

的便利条件，城市空间慢慢沿昌江沿岸聚集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