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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任常青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刻阐释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是
为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定方向、定思路、定任务、定政策，以及谋划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

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三农”工作的重要政策。与以往涉农的一号文件不同，今年的

一号文件是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要求来布局“三农”工作，提

出的政策措施更具系统性和综合性，是一个管全面、管长远的文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按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布局的要求，提出了要实施包括乡村振兴战略在内的七大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五位一体”

总布局中经济建设的要求是“贯彻发展新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其中，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有一个使之相适应的

现代化经济体系来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在这个现代化经济体系中，一个繁荣发达富庶的乡村、

一个现代化的农村经济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没有现

代化的农村经济，就谈不上现代化的国家。没有现代化的乡村，也谈不上现代化强国。 
    建立与现代经济体系相适应的现代农村经济体系 
    建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与
现代化经济体系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是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

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现代化的农村经济体系要按照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强化乡村振兴制度
性供给。一号文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

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重大的改革领域和措施都是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根本要求。深化农村改革就是要顺应农村的深刻变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要求，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着力增强改

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是开放的体系，农村经济是整个经济体系重要

的组成部分。符合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的农村经济体系应主动打破市场边界，破除制度性障碍，

实现城乡的全方位融合。一个开放的农村经济既是现代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也是乡村振兴的根

本要求。 
    方位制度性供给是乡村振兴战略成功实施的重要保障 
    乡村振兴涉及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都离不
开政策与制度的支撑，每个方面都对改革有强烈的需求。因此，全方位制度性供给是乡村振兴战

略成功实施的重要保障，需要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 
    制度性供给的重点是深化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改革。4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我国确立的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符合我国农村的实际，符合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应该巩固和完善这一基本经营制度，

使之成为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充分发挥这

一制度的灵活性和包容性优势，通过“三权”分置，把制度性约束降到最低，更好发挥其制度性

优势。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农村改革的重要领域，也是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巨大的农村集

体资产需要发挥其经济效益，使之成为农民收益的源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利于发挥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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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效益，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益。同时，加大与现代经济体系相适应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农业支持政策和扶贫机制等制度性供给。 
    乡村振兴离不开要素的投入，通过破除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
要素市场发育，推动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要素的有效配置。培育使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要

素市场，就必须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要素市场单向流动的壁垒，让城市的人才、资金通过市

场配置到农业农村，从而带动农村土地市场的发展。 
    没有发达的农村金融，谈不上乡村振兴。农村金融在乡村振兴中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通
过建立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通过实行存

量改革和增量改革并重，缓解直至消除农村金融供需矛盾。通过培育专业化的农村金融服务机构，

强化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为乡村振兴提供适合的金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