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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宜居宜业水平评价体系及测度研究

李玏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宜居宜业是新时期乡村发展的美好蓝图，也是中国现代化乡村发展的新形态。本研究构建了包含 4个维度、31
项指标的中国乡村宜居宜业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国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乡村宜居宜业水平的评价结果表明：

2010-2019年间中国乡村宜居宜业水平显著提高，乡村宜居宜业指数从 0.1757增长至 0.7736；从居住条件、生活环境、

乡村产业、收入与就业四个维度看，中国乡村宜居宜业各维度出现明显分异变化，指数从高到低的顺序由 2010年的收入

与就业>生活环境>乡村产业>居住条件，转变为 2019年的居住条件>收入与就业>乡村产业>生活环境；2019年中

国省级层面乡村宜居宜业水平差异较大，存在地区非均衡特征，东部地区乡村宜居宜业水平普遍较高，西部和东北地区

偏低。新发展阶段应坚持以人为本，巩固提升人居环境整治建设成果，积极推进特色村庄建设，优化乡村就业创业环

境，促进乡村从美丽宜居向宜居与宜业并重转变。

关键词：乡村宜居宜业；评价体系；乡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0.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2） 04⁃0094⁃10

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3. 89%，

仍有近 5. 1亿人口常住在广大乡村地区。随着生

活水平提高，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盼也

不断提高。近年来，宜居乡村建设一直受到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2014年出台的 《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明确提

出以建设宜居村庄为导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

活条件。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进一步指出，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在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后，2021年
国家启动实施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

动。经过近 10年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

建设等一系列行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村面貌的

根本改善，乡村宜居水平大幅提高［1］。然而，由

于农村缺乏充足的就业机会，农民增收缺乏内生

动力，乡村的吸引力仍然十分有限，导致农村普

遍存在着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2］。由此，难

以从根本上改善“空心村”的困境，影响城乡一

体化目标的最终实现。

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

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方针，

其目的是要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乡村是承载农民生活、生产活动的主体，大

力改善乡村居住环境、生态环境和就业创业环

境，将乡村建设成为既能让农民舒适便利的生

活，也能持续稳定就业的美好家园，加快实现乡

村宜居宜业，不仅切实关系到农民对美好生活的

期盼，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进入

“十四五”时期，国家正式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

宜居宜业是中国现代化乡村发展的新形态，也是

新发展阶段乡村发展的美好蓝图。提高乡村宜居

宜业水平，是今后一段时期国家推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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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乡村建设亟需探讨和研究的重要命题。

一、相关研究进展

“宜居”通常指居民所体验到的生活质量［3］。

1961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满足人类基本生活要求的

居住环境提出了四个基本理念：安全、健康、舒

适和便利。早期的宜居性研究主要针对城市地区

展开［4］。近些年，农村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农村

人居环境不断恶化［5］，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农村地

区的宜居性问题。学者们围绕乡村宜居性的评价

与测度［6⁃7］，基于宜居性的乡村转型与重构［8⁃9］，

乡村宜居水平的提升策略［10⁃11］，以及宜居乡村的

景观和设施规划设计［12］ 等展开研究。有学者从

人本主义理念出发，认为农村地区的宜居性在于

满足农村居民理想的生活环境和期望的生活质量

的乡村环境，体现在完备的基础设施、良好的卫

生状况和公共安全，较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以及

一定的就业机会和社会参与水平等［13］。还有部分

研究将马洛斯的层次需求理论与乡村功能相结

合，从人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和社会需求角度

出发，基于乡村的生存保障功能、生活承载功能

和 精 神 提 升 功 能 ， 对 乡 村 宜 居 性 进 行 评 价 和

分析［14］。

“宜业”是相对于宜居而提出的概念，多出

现在新闻媒体和政府相关文件中，学术界对宜业

性的内涵尚未达成一致。现有研究对地区宜业性

的界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指适宜产业的发

展，有利于产业在空间范围内积聚发展的环境，

包括区域内要素禀赋、交通条件、产业基础和创

新环境等［15］；另一类是指适宜就业，有研究从就

业环境和质量、收入水平和工作压力等方面对区

域宜业水平进行评价测度［16］。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

项重要任务。可以说，“乡村宜居宜业”和“美

丽宜居乡村”是两个一脉相承、既有联系又有区

别的概念。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充分体现以

人为本的核心思想，通过改善农村地区的生产生

活条件，促进农村整体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实现

中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17］。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乡村宜居宜业”比“美丽宜居乡村”具有更加

丰富的内涵，发展目标更全面。“美丽宜居乡村”

侧重于优化农村居民生活环境，以完善农村公共

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村容

村貌整治为重点，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18］。

“乡村宜居宜业”则注重农村居民生产和生活整

体环境水平的提升，乡村不仅为农村居民提供优

美的生活环境，更要满足广大农民对提高收入水

平，改善就业条件，实现自我价值的迫切需求。

促进乡村宜居宜业是在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取得成

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和质量。

本研究拟在分析乡村宜居宜业内涵的基础上，构

建中国乡村宜居宜业水平评价体系并进行测度分

析，以期对新时期国家乡村建设供决策支撑。

二、乡村宜居宜业评价体系与测

度方法

（（一一）） 乡村宜居宜业的内涵乡村宜居宜业的内涵

乡村是农村居民大规模生产和生活活动的重

要空间载体。中国各地区地域环境、资源本底和

经济社会基础存在显著差异，乡村的规模、发展

路径和发展形态也存在多样性特征，很难确定统

一标准，但乡村宜居宜业有一个核心准则，就是

满足居住在乡村的“人”对生活生产环境的多种

需求。促进乡村宜居宜业是通过乡村建设行动，

创造健康优美的人居环境，让农村居民享受均等

的各项公共服务，过上舒适便利的生活；与此同

时，充分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给乡村创造新的经

济功能和就业机会，从而全面提升农村居民的生

产生活水平。总体来看，乡村实现宜居宜业应具

备健康安全的居住条件、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

现代特色的乡村产业、持续稳定的收入与就业几

个重要条件。

一是健康安全的居住条件。乡村地区应具备

完善的水、电、路、气、通信等基础设施，保障

农村居民日常居住的基本需求。拥有健康、整

洁、优美的人居环境，包括安全的水质，清洁的

村容村貌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远离各种环境污染

和有害物质的潜在危害。据此，本研究采用道路

密度、燃气普及率和集中供水率衡量乡村的基础

设施条件；采用对生活垃圾和污水进行处理的行

政村比例，以及卫生厕所的普及率等来衡量乡村

人居环境水平；采用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反映面

源污染对乡村生态环境的影响。

二是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乡村地区应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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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的、公平的和健全的公共服务设施，让农村

居民享受到医疗、教育、文化等生活设施带来的

便利，与此同时提升乡村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品质。因此，本研

究采用人均教师数量、卫生室人员数量等衡量乡

村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质量；采用养老

保险覆盖率和救助供养机构数量反映乡村社会保

障水平；采用信息接入条件和家庭大宗消费品数

量表征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三是现代特色的乡村产业。与城市和发达国

家相比，目前中国农村不仅产业支撑能力不足，

而且生产方式比较粗放。应加快转变农业生产方

式，推动农业产业链条纵向延伸和打造一体化全

产业链，构建现代化特色的乡村产业体系，让农

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和生产方式现代化的收

益，才能让乡村宜居更宜业。据此，本研究采用

农业机械化水平和有效灌溉率衡量农业现代化程

度；分别采用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农村电商

的营业收入和零售额反映乡村产业融合和新产

业、新业态的发展水平；此外，采用农民专业合

作社入社率和社员增收情况表征乡村产业组织化

程度，衡量农业生产组织把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

户引入到现代农业发展体系的水平。

四是持续稳定的收入与就业。当前我国农民

收入主要依赖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与此同时经

营性收入占比不断下降，农民增收缺乏内生动

力［19］。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落脚点。促进乡村

宜居宜业，必须通过转变农村生产方式，为农民

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优化提升农村的就业

创业环境，才能建立起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长效

机制，最终实现富裕富足。因此，本研究分别采

用收入水平、收入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等反应农

民收入变化情况；采用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就

业服务和农民的就业技能水平反映乡村整体的就

业环境。

（（二二）） 乡村宜居宜业水平评价体系构建乡村宜居宜业水平评价体系构建

基于上述对乡村宜居宜业内涵的分析，严格

遵循科学性、典型性和可获得性等原则，本研究

构建了包含 4个维度，11个准则层，31项具体指

标的中国乡村宜居宜业水平综合评价三级指标体

系 （表 1）。其中，除体现乡村产业规模使用总量

指标外，指标体系更多地选择了能够反映不同地

区乡村发展水平的相对指标，以降低区域间乡村

人口规模差异所造成的误差。

表 1 乡村宜居宜业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健康安全的

居住条件

舒适便利的

生活环境

B1基础设施

B2人居环境

B3生态环境

B4公共服务

B5社会保障

B6生活水平

C1交通条件

C2燃气普及率

C3饮水安全性

C4住房条件

C5生活垃圾处理水平

C6生活污水处理水平

C7卫生厕所改造

C8农药施用强度

C9化肥施用强度

C10教育服务水平

C11医疗服务水平

C12文化服务水平

C13养老保险覆盖率

C14救助供养机构

C15信息接入条件

C16消费能力

农村道路密度

天然气做燃料的家庭占所有的比例

集中供水行政村比例

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对生活垃圾处理的行政村比例

对生活污水处理的行政村比例

卫生厕所普及率

单位面积耕地农药施用量

单位面积耕地化肥施用量

每千农村人口拥有中、小学专任教师数量

每千农村人口拥有卫生室人员数量

每万农村人口乡镇文化站数量

农村居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农村

人口总数

每万农村居民拥有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机构

每千农村人口中接入宽带户数量

农村每百户家庭拥有汽车数量

公里/平方公里

%

%

平方米

%

%

%

千克/公顷

千克/公顷

人

人

个

%

个

户

辆

+

+

+

+

+

+

+

-

-

+

+

+

+

+

+

+

0. 0378

0. 0228

0. 0405

0. 0212

0. 047 9

0. 0349

0. 0378

0. 0550

0. 0357

0. 0262

0. 0226

0. 0153

0. 0366

0. 0198

0. 0271

0. 0188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计算及说明 单位 属性 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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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特色的

乡村产业

持续稳定的

收入与就业

B7农业现代化

B8乡村产业

融合发展

B9乡村产业

组织化

B10收入水平

B11就业环境

C17农业机械化水平

C18有效灌溉率

C19农产品加工产业

C20乡村旅游发展

C21农村电商发展

C22组织生产能力

C23组织增收能力

C24收入水平

C25收入结构

C26城乡收入差距

C27城乡生活水平

C28就业规模

C29就业结构

C30就业服务

C31就业技能

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面积

有效灌溉面积/耕地面积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营业收入

农村网络零售额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占农村人口比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营业收入/合作社成员数量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工资性、经营性收入占收入比例

城乡居民收入比

城乡恩格尔系数比

乡村就业人员占乡村人口比例

乡村就业人员从事二、三产业人员比例

公共就业服务农村劳动者登记求职人数占

农村就业人口比例

每万农村人口拥有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

学校数量

千瓦/公顷

%

亿元

亿元

万亿

%

万元

元

%

-

-

%

%

%

所

+

+

+

+

+

+

+

+

+

-

+

+

+

+

+

0. 0360

0. 0212

0. 0303

0. 0206

0. 0266

0. 0319

0. 0288

0. 0560

0. 0423

0. 0670

0. 0302

0. 0400

0. 0431

0. 0118

0. 0141

续表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计算及说明 单位 属性 权重

（（三三）） 数据的选取数据的选取、、处理与测度处理与测度

1. 数据来源。包括 2011-2020年的 《中国统

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

计年鉴》《中国住户调查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

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

年鉴》《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统计年报 （2019年）》

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2020年统计年鉴；以及

中 央 网 信 办 发 布 的 《中 国 数 字 乡 村 发 展 报 告

2020》、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发布的 《2020全国

县域数字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全国

2010-2019年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营业收入根据

农业农村部和文化与旅游部官方网站发布数据整

理获得。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省级层面本研究

评价对象共包括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尚未

包括西藏，以及台湾、香港和澳门。

2. 数据处理。由于各指标对乡村宜居宜业水

平的影响不同，标准化方法也不同，按其性质分

为两类。其中，负向评价指标包括 C8农药施用

强度、C9化肥施用强度和 C26城乡收入差距 3
项，其他均为正向评价指标。计算公式为：

正向评价指标：

x ' ij=
xij- min{ }xij

1≤ i≤ m

max{ }xij
1≤ i≤ m

- min{ }xij
1≤ i≤ m

（1）

负向评价指标：

x ' ij=
max{ }xij
1≤ i≤ m

- xij

max{ }xij
1≤ i≤ m

- min{ }xij
1≤ i≤ m

（2）

式中，xij为第 i个地区的第 j个指标的数值 （i=
1，2，⋯，m；j= 1，2⋯，n），xij’为标准化值。

3. 权重确定。采用熵值评价方法，即各项指

标值的变异程度，计算单项指标权重。

计算第 i地区第 j项指标的比重：

Zij=
x ' ij

∑
i= 1

m

x ' ij
（3）

指标信息熵：

ej=-k∑
i= 1

m

( Zij× ln Zij )，k=
1
lnm （4）

信息冗余度：

dj= 1- ej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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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权重：

wj=
dj

∑
j= 1

n

dj
（7）

式中， ej为指标 j的信息熵，dj为指标 j的信息冗

余度，wj为指标 j的权重。

4. 指数计算。根据指标权重和标准化值，加

权计算得出乡村宜居宜业综合指数和各维度指

数。计算公式为：

Si=∑
j= 1

n

wj× x 'ij （8）

式中，Si为地区，i的乡村宜居宜业指数。

三、评价结果分析

（（一一）） 全 国 层 面 乡 村 宜 居 宜 业 水 平 及 变 化全 国 层 面 乡 村 宜 居 宜 业 水 平 及 变 化

特征特征

从整体看，2010-2019年中国乡村宜居宜业

水平显著提高。2010年中国乡村宜居宜业指数仅

为 0. 1757， 2019年已增长至 0. 7736，如图 1所

示。从指数的增速来看，由于 2010年乡村宜居宜

业水平整体较低，因此 2011-2013年增速较快，

2014-2016年中国乡村宜居宜业水平则进入了较

为平稳的增长阶段。随着 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的

提出，国家围绕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制定

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工程、计划和行动，极大地

推动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善、乡村

生活水平提升以及城乡融合发展。2017-2019年
中国乡村宜居宜业指数有了较为显著的提升，

2019年中国乡村宜居宜业指数较 2016年增长了

24. 19%。

从居住条件、生活环境、乡村产业、收入与

就业四个维度看，中国乡村宜居宜业各维度出现

明显分异变化特征。2010年各维度指数从高到低

分别为收入与就业>生活环境>乡村产业>居住

条件，2019年这一顺序变化为居住条件>收入与

就业>乡村产业>生活环境 （图 2）。其中，乡村

居住条件指数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随着国家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措施的实施，农村生活垃圾、

生活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提

升，乡村居住条件指数从 2010年的 0. 0092快速

增长至 2019年的 0. 3549。相比之下，乡村生活环

境指数变化较为平稳。从各项指标来看，2014年
以来虽然乡村的宽带入户率、拥有汽车数量均显

著提高，然而每千农村人口的中、小学专任教师

数量和每千农村人口村卫生室人员数量均持续下

降，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信息接入条件和生活消费

水平提升带来的乡村生活便利性的变化。而乡村

产业指数在 2010-2017年间均呈显著上升趋势，

2018年则出现小幅下降，这期间农业现代化和乡

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指数下降主要是

由农民专业合作社入社率和营业收入的变化引

起；乡村收入与就业指数则从 2014年开始出现下

降趋势，究其原因，一方面与乡村就业形势有

关，城镇化快速推动的过程中，进城务工规模不

断扩大，农村劳动力流失显著，使得乡村就业人

口占乡村总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农民

收入结构的变化也反映出农民增收的内生动力不

足，如农民经营性收入占比从 2014年的 41. 73%
下降至 2020年的 35. 97%。

图 1 2010—2019年中国乡村宜居宜业综合指数 图 2 2010—2019年中国乡村宜居宜业各维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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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省级层面乡村宜居宜业水平评价省级层面乡村宜居宜业水平评价

本研究测算了 2019年中国 30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乡村宜居宜业综合指数以及四个分维度指

数，如表 2所示，并采用层次聚类分析对各地区

乡村宜居宜业水平等级进行划分，分为高水平、

较高水平、中等水平、较低水平、低水平 5个类

别 （表 3），各等级乡村宜居宜业指数均值分别为

0. 7739、0. 6574、0. 5848、0. 4864、0. 3553。

在中国，省级层面乡村宜居宜业水平差异较

大，存在地区非均衡特征，东部地区乡村宜居宜

业水平普遍较高，西部和东北地区偏低。东部地

区除广东省、海南省外，其余均达到高水平和较

高水平等级，中国乡村宜居宜业综合指数前 10位
地区中，东部沿海发达省份 （直辖市） 占 8位。

中部地区省份则主要处于中等水平等级；西部和

东北地区中，除四川省、重庆市外，其余均处于

较低水平和低水平，大部分省份 （自治区） 乡村

宜居宜业指数位于全国靠后位置。

进一步结合准则层测算结果，如图 3所示，

对比分析各等级省、自治区、直辖市乡村宜居宜

表 2 2019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乡村宜居宜业综合指数及各维度指数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乡村宜居宜业

综合指数

江苏

浙江

山东

上海

福建

天津

北京

安徽

河北

四川

湖北

湖南

河南

重庆

江西

广东

云南

贵州

广西

宁夏

新疆

海南

山西

辽宁

吉林

陕西

甘肃

内蒙古

黑龙江

青海

0. 8313

0. 7932

0. 7511

0. 7198

0. 6916

0. 6781

0. 6642

0. 6402

0. 6358

0. 6344

0. 6036

0. 6029

0. 5819

0. 5783

0. 5574

0. 5388

0. 5357

0. 5284

0. 4919

0. 4902

0. 4851

0. 4763

0. 4659

0. 4581

0. 4470

0. 4329

0. 3800

0. 3715

0. 3694

0. 3005

乡村宜居宜业各维度分指数

居住条件

上海

江苏

北京

山东

浙江

重庆

天津

宁夏

福建

四川

安徽

贵州

湖北

广西

海南

江西

云南

河北

甘肃

山西

河南

广东

陕西

新疆

吉林

辽宁

内蒙古

青海

湖南

黑龙江

0. 2974

0. 2742

0. 2599

0. 2406

0. 2389

0. 2230

0. 2177

0. 2022

0. 2009

0. 1972

0. 1953

0. 1938

0. 1910

0. 1800

0. 1739

0. 1734

0. 1727

0. 1713

0. 1659

0. 1643

0. 1639

0. 1560

0. 1524

0. 1439

0. 1417

0. 1411

0. 1399

0. 1397

0. 1376

0. 1293

生活环境

福建

江苏

河北

浙江

湖南

山东

安徽

河南

上海

天津

湖北

江西

四川

重庆

云南

北京

贵州

新疆

广东

陕西

山西

宁夏

广西

甘肃

吉林

海南

辽宁

黑龙江

内蒙古

青海

0. 1908

0. 1902

0. 1772

0. 1769

0. 1709

0. 1688

0. 1684

0. 1653

0. 1617

0. 1592

0. 1536

0. 1530

0. 1485

0. 1476

0. 1471

0. 1459

0. 1436

0. 1431

0. 1403

0. 1394

0. 1348

0. 1266

0. 1222

0. 1164

0. 1093

0. 1031

0. 0922

0. 0842

0. 0746

0. 0304

产业体系

江苏

山东

湖南

四川

安徽

湖北

福建

河南

河北

上海

浙江

重庆

江西

贵州

云南

广西

广东

天津

新疆

陕西

山西

青海

海南

北京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宁夏

黑龙江

甘肃

0. 2212

0. 2013

0. 1773

0. 1529

0. 1471

0. 1466

0. 1375

0. 1288

0. 1222

0. 1216

0. 1182

0. 1101

0. 0988

0. 0981

0. 0950

0. 0947

0. 0945

0. 0772

0. 0715

0. 0625

0. 0625

0. 0586

0. 0521

0. 0494

0. 0423

0. 0421

0. 0403

0. 0390

0. 0388

0. 0335

收入与就业

浙江

天津

北京

福建

河北

辽宁

山东

上海

江苏

吉林

海南

广东

江西

四川

新疆

宁夏

河南

安徽

云南

湖南

内蒙古

黑龙江

湖北

山西

重庆

广西

贵州

陕西

青海

甘肃

0. 2269

0. 2207

0. 1917

0. 1778

0. 1765

0. 1754

0. 1682

0. 1588

0. 1581

0. 1575

0. 1447

0. 1367

0. 1350

0. 1300

0. 1272

0. 1248

0. 1239

0. 1216

0. 1167

0. 1164

0. 1158

0. 1154

0. 1134

0. 1050

0. 1025

0. 0921

0. 0796

0. 0788

0. 0773

0. 0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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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水平特征：首先，乡村宜居宜业高水平等级的

地区，主要包括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和上海

市 ， 乡 村 宜 居 宜 业 综 合 指 数 分 别 为 0. 8313、
0. 7932、0. 7511和 0. 7198，以上地区注重从乡村

居住条件、生活环境、产业发展和收入与就业多

个方面促进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

其次，乡村宜居宜业较高水平和中等水平的地

区，包括福建省、天津市、北京市、安徽省、河

北省、四川省、湖北省、湖南省、河南省、重庆

市和江西省等，其部分指标表现突出，但也存在

一些弱项。如福建省在乡村公共就业服务水平、

乡村信息接入条件等方面全国领先，但其乡村生

态环境水平有待提升，尤其是农药和化肥施用强

度过高。天津市、北京市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处于领先水平，但由于公共服

务设施主要集中于城区，导致其乡村地区的人均

教育、卫生、文化设施资源数量均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第三，乡村宜居宜业较低水平的地区，包

括广东省、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海南省、

山西省、辽宁省、吉林省、陕西省等，以上地区

在部分维度上存在较为突出的短板。如广东省、

海南省在乡村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突出短板，化肥

和农药使用强度居高不下；宁夏回族自治区、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陕西省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存在

生活污水处理比例过低，卫生厕所普及率不高等

突出问题；贵州省则在农民收入水平和乡村就业

环境方面存在显著短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居于全国末位，乡村就业人员中从事二三产业

的比例也较低。第四，乡村宜居宜业低水平的地

区，包括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青海省和黑龙

江省，其四个维度的指数均位于全国靠后位置。

其中，黑龙江的人均居住面积、生活垃圾和污水

处理的行政村比例、卫生厕所普及率等多项指标

均处于全国末位，亟需提升乡村的基础设施水

平，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四、总结和建议

上述评价结果反映出的全国和各地区乡村宜

居宜业的水平、趋势和特征表明，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以来，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乡村宜

居性得到极大的提升。相较之下，乡村的宜业性

仍然有待提高。强化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优化乡

村就业创业环境，成为今后促进乡村宜居宜业的

重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关键，为

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才能有效扩宽农

民增收渠道，乡村才能实现宜居又宜业。因此，

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建设的重点，应在强

化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成果的基础上，促进宜居乡

村向宜居与宜业并重转变。

（（一一）） 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避免将乡村宜居宜业避免将乡村宜居宜业

理解为理解为““物质环境建设物质环境建设””和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

习总书记多次强调，乡村振兴要坚持农民主

体地位。促进乡村宜居宜业要始终坚持以人为

本，避免简单理解为“物质环境建设”和“经济

发展”。追根究底，宜居宜业不仅是物质环境的

塑造，更是农村居民对乡村的一种心理感知，促

进乡村宜居宜业应充分尊农民的需求和愿望，切

实解决其在生产生活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建立常

态化农民需求识别和表达机制。充分尊重农民话

语权，了解其对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等的价值偏

好、需求优先次序，完善各类需求表达机制，如

定期决策调研、公示、线上平台等，发挥村民自

治机制的民主决策作用，为优化乡村建设提供

依据。

（（二二）） 巩固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巩固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建建

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

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亟需建立健全

长效监督管理机制，防止“公地悲剧”和无效投

入。一是实施村庄道路、农村供水安全、新一轮

表 3 2019年中国区域乡村宜居宜业水平等级划分

乡村宜居宜业水平

高水平

较高水平

中等水平

较低水平

低水平

东部地区 （省、市）

江苏 浙江 山东 上海

福建 天津 北京 河北

-
广东 海南

-

中部地区 （省）

-
安徽

湖北 湖南 河南 江西

山西

-

西部地区 （省、市、自治区）

-
四川

重庆

云南 贵州 广西 宁夏 新疆 陕西

甘肃 内蒙古 青海

东北地区 （省）

-
-
-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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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网升级改造、乡村物流体系建设、农村住

房质量提升等一批工程项目，进一步提升乡村基

础设施条件。二是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综

合监管信息化平台，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

的数据分析技术，科学测算农村生活污水产生

量、生活垃圾产生量等信息，为动态调整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方案提供科学支撑。三是建立基层部

门联席会议制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涉及部门较

多，为了提高执行效率，有必要建立健全联席会

议制度，强化统筹管理。四是建立健全干部监督

考核机制。制定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考核办

法》，形成多级管理体系，不断健全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的监督考核机制。

（（三三）） 注重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注重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积极推进特积极推进特

色村庄建设色村庄建设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各地区更加关注以

统筹推进的方式加快补齐各方面短板。进入新发

展阶段后，乡村经济发展、民主法制、文化建

设、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应

在此基础上鼓励探索因地制宜、特色化的发展路

径，通过建设特色村庄，促进乡村宜居宜业。一

是建立特色村庄评价体系与认定标准。基于村庄

的产业基础、资源条件、文化特色、景观生态本

底等方面，建立分级分类的特色村庄评价体系，

形成国家、省级和市级三级认定标准。二是明确

各类特色村庄发展重点，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

导。依据村庄资源，可分为特色种植村庄、特色

养殖村庄、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村庄、特色电子

商务村庄以及特色景观生态村庄、特色历史文化

村庄等，建立现代化的乡村特色产业体系和生产

经营体系。三是开展特色村庄试点示范，由相关

部门牵头，选择有条件的村开展特色村庄建设试

点，对试点特色村庄在项目、资金、政策等方面

给予优先支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

和经验。

（（四四）） 提升农村公共就业服务水平提升农村公共就业服务水平，，优化农优化农

村就业创业环境村就业创业环境

人才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

图 3 2019年中国区域乡村宜居宜业评价准则层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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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也是促进乡村更加宜业的关键环节，应

大力优化提升农村就业创业环境。一是加快构建

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立足各地主导产业，

聚焦本地产业振兴和现代化农业发展人才需求，

围绕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现代农艺技术等多个方

面展开系统培训。二是促进城乡地区公共就业服

务一体化，构建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市、区、

街 （乡镇）、社区 （村） 四级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构建城乡就业服务信息化平台，推动公共就业服

务优质资源城乡共享。三是完善农村创业服务体

系。加大返乡下乡创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对在乡

村开办农产品加工、农业科技服务、农村电商等

吸纳就业多、带动农户增收强的中小微企业，切

实实行税收优惠、减免等政策。

（（五五）） 促进县域内城乡融合促进县域内城乡融合，，建立县建立县-镇镇-

村宜居宜业功能衔接互补共同体村宜居宜业功能衔接互补共同体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在镇域、县域频繁往返

或季节性两栖生活工作，农民的生产生活活动不

再仅仅局限于本地乡村范围内，而是在更大范围

内形成闭环。应顺应这一趋势，积极建立县-
镇-村宜居宜业功能衔接互补共同体，逐步实现

城乡物质空间、产业协作、公共服务等的深度融

合，全面提升农民生产生活水平。一是强化县域

经济，促进就地就近就业。通过县域统筹建设相

关的产业链条，引导乡村特色产业向主产区、中

心镇、中心村、物流节点和聚集区汇聚，通过大

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发展农产品精深加

工、着力完善农产品流通、销售和品牌建设等途

径延伸产业链，让农民在农业全产业链推进的不

同环节中获取就业机会、分享更多收益，扩大农

民增收空间。二是加强县域内重点镇 （乡） 建设

品质［19］，成为服务农民的中心。依托乡镇政府驻

地，提高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水平，扩大服务范围，形成农户与小城镇共享公

共服务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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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rural livable and employable level in China
LI Le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Making rural areas suitable to live and work in represents the bright blueprint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s
well as the new form of moderniz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To achieve the aim，it is fundamental to be farmer-oriented and
to build rural areas into a place where farmers enjoy comfort and convenience and a beautiful home that farmers are able to keep
their jobs. This report propose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including 4 dimensions and 31 indicators，to assess the level
of rural areas suitable to live and work in.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provinces，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
ties across the country，it can be concluded that：1）The years from 2010 to 2019 witnessed a steady rise in the level 2）Four di⁃
mensions，including the comfort of living，the convenience of life，the vitality of the rural industrial system and growth，and the
income level and job conditions，showed remarkable differentiation. 3）Large development gaps can be seen in different provinc⁃
es，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across the country，with the eastern region being the higher and the western and north⁃
east regions being the lower. In this regard，making rural areas suitable to live and work in shall tailor measures to suit local condi⁃
tions by introducing different policies for different regions. While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being farmer-oriented，both“top-

down”and“bottom-up”measures shall be adopted to make rural areas suitable to live and work in.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
ment，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being farmer-oriented，consolidating and improving the achievements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and construction，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villages，as well as optimizing the rural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shall be adopted to make rural areas suitable to live and work in.
Keywords：Making rural areas suitable to live and work in；Evaluation system；R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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