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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五个振兴”、
制度创新与国际经验
———“乡村振兴专题论坛”综述

廖彩荣1，翁贞林1，郭如良1，黄季焜1，2，陈美球1，尹 琴1

( 1．江西省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45; 2．北京大学 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要: 为进一步加深对乡村振兴这一重大战略的理解，科学探索符合地方乡村振兴发展路径，首届江西智库峰

会“乡村振兴专题论坛”邀请 5 位国内“三农”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从产业振兴、人才振

兴、生态振兴、制度创新以及国际经验借鉴等方面作了主旨演讲。专家的主要观点有: ( 1) 关于产业振兴。实

现产业兴旺，以现代发展理念来引领，要以市场导向来推进。加快产业振兴，需推进“三大”制度改革、制定产

业发展规划、做大做强“绿水青山”经济和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 2) 关于人才振兴。乡村振兴，人才是基础、

是根本，要抓住人才这个第一资源、第一要素。乡村人才振兴，需以人才建设为主线，以实用新型为目标，以队

伍建设为抓手，以创新创业为手段，全面加强乡村人才建; ( 3) 关于生态振兴。生态振兴，要打造山清水秀的田

园风光，建设生态宜居的人居环境，让农村更像农村。要充分发挥生态振兴的支撑作用，将生态优势转化成综

合优势和发展新势能; ( 4) 关于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促进乡村振兴。农业经营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培育包括

农业生产性外包服务主体在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建设绿色生态农业强省，需实现土地规模经营转向

服务规模经营转变，强化政策性导向和组织化导向; ( 5) 关于国际经验。不同国家乡村发展虽各有特色，但呈

现一些共性和规律。中国的乡村振兴，既要走中国特色道路，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也要借鉴国际农村发展的

共性和规律，助力自我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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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to explore the scientif-
ic path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Jiangxi Province，Which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the first topic
BBS was held on．The five domestic famous experts who were invited put forward the references on the industri-
al revitalization，system innovation，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The main views of the
experts are as follows: ( 1) the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o achieve industrial prosperity，which rely on the con-
cept of the modern development and the market-oriented．To accelerate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we need to ad-
vance the reform of the“the three major”systems，formula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s，strengthen the“the
green water and green mountaine conomy”，an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2) the tal-
ent revitalization: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the talent is the foundation and fundamental，we should seize the
first resource，the first element．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talents needs to take talent construction as the main
line，utility model as the target，team construction as the focus，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s the
means to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talents．( 3) the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For eco-
logical revitalization，we need to create rural scenery with beautiful mountains and rivers，build an ecological
and livable living environment，and make rural areas more like rural areas．We should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
supporting role of ecological rejuvenation and turn ecological advantages into comprehensive advantages． ( 4)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promotes rural revitalization，The key to the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li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ubjects including ag-
ricultural production outsourcing service subjects．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rong province of green
and ecological agriculture，it is necessary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nd scale operation to service scale
operation and strengthen policy ori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orientation．( 5)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l-
though rural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which shows some common features
and laws．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should not only follow the path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provide
Chinese solutions to the world，but also learn from the common features and laws of international rural develop-
ment to help self-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Five Ｒevitalization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对“三农”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1］。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 2018—2022 年) 》的发布，标志着乡村振兴战略由党的意志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国家行动，各个地方将

继续掀起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设高潮，如何科学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如何结合地方实践来进行

谋划，制定科学前瞻性的实施计划，这几乎是摆在当前一个不可绕开的话题。
2018 年 3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五个振兴”———即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振兴”的科学

论断，“五个振兴”科学论断不仅揭示了乡村振兴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为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找到

了着力点和主攻方向［2］; 7 月 5 日，全国实施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进一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作出指示，要求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更要提高思想认识，真正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

置，把党管农村工作的要求落到实处，把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各地区各部门要树立

城乡融合、一体设计、多规合一理念，抓紧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或方案，做到乡村振兴事事

有规可循、层层有人负责。要针对不同类型地区采取不同办法，做到顺应村情民意，既要政府、社会、市
场协同发力，又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目标任务要符合实际，保障措施要可行有力。要科学规划、注
重质量、稳步推进，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3］; 9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候，再次就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发表了系列重要科学论断，强调要求我们加深对这一重大战略理解，始终把解决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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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明确思路，深化认识，切实把工作做好，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

进步、农民全面发展［4］; 9 月 2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 》，在

国家层面上细化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决定开展部署重点工程、重大计划和重大行动，形

成了今后 5 年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框架［5］。为加深对乡村振兴这一重大战略的理解，从实际出发，

科学探索符合地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发展路径，2018 年 10 月 16 日，首届江西智库峰会成功举办“乡村

振兴战略专题”论坛。论坛由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新型智库建设指导委员会主办，江西省委农工部、
江西农业大学承办，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江西广播电视大学

共同协办。论坛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主题，邀请国内多位知名“三农”专家、学者为地方乡村振兴把脉

献策。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中科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农工部部长

毛祖逊及省内外的智库专家、政府、企业、高校代表 200 余人出席了此次论坛。中科院院士、发展中国家

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路生教授，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研究员，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江西

农业大学副校长黄季焜教授，国务院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

研究院院长罗必良教授，教育部农林经济与管理类教指委委员、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

辉教授等 5 位国内“三农”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题，从乡村产业振兴、人才

振兴、生态振兴、制度创新以及国际经验借鉴等方面作精彩主旨演讲。

( 一) 产业振兴

实现产业兴旺，要以现代发展理念来引领，以市场导向来推进。加快产业振兴，需推

进“三大”制度改革、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做大做强“绿水青山”经济和加快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
黄祖辉教授: 在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中，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推进产业振兴，实现产业兴

旺，首先，要以现代发展理念来引领。为此，一是要以“两山”发展理念引领: 也即绿色发展理念，其核心

是既要保护生态环境，又要将资源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既要立足“绿水青山”，又要跳出“绿

水青山”; 既要生态经济化、又要经济生态化; 使“绿水青山”真正成为可持续、可分享和致富广大百姓的

“金山银山”。二是要以现代农业发展理念引领: 从“一产”农业向“接二连三”、向功能多样的大农业转

变。这样的现代农业，既有容纳小农的空间，又能支撑新型城镇化发展。三是要以多元融合发展理念引

领: 不仅要追求一二三产融合，而且要追求产村融合、产城( 镇) 融合。四是要以“三化”协同发展理念引

领: 即品牌化、电商化、组织化的“三化”协同理念。其中，品牌化是龙头、电商化是渠道、组织化是载体。
不仅要打造企业主导的农产品品牌，而且要打造政府和行业主导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电商化不能

单纯追求线上对线下的替代，更要注重线上对线下的带动。组织化首先要注重横向组织的发展，尤其要

注重小农的组织化发展。要推进纵向组织化，要建立纵向一体利益机制，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产

业市场竞争力。
其次要以市场导向推进产业兴旺。坚持以市场导向推进产业兴旺，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

过“三个激活”的改革，建立政府、市场、行业组织“三位一体”的产业发展治理结构，实现“优、绿、新”的

有效供给; 处理好政府引导和市场导向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注重农业政策对普通农民的惠及和

引导，探索小农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路径，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于如何加快推进江西地方的产业振兴，黄祖辉教授建议: 要结合地方实践，牢固确立“两山”发展

理念、现代农业发展理念、多元融合发展理念和“三化”协同发展理念，引领江西乡村产业兴旺; 需坚定

推进“三大”制度改革，即农村集体与资源产权制度、政府职能转换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制度的改革，

为乡村产业兴旺提供制度保障; 应科学制定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功能多样、特色鲜明的 2018—2022 年

江西乡村产业兴旺发展规划; 应充分发挥江西资源生态优势和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做大、做强“绿水青

山”经济，加快老区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生态富民和科学跨越; 着力加快江西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

体系建设，以网络化、平台化、开放化、便捷化的公共体系，引导乡村产业和人口的空间集聚，形成类型多

样、特色鲜明、优势凸显、功能齐全、空间合理、产业与人口耦合的乡村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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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人才振兴

乡村振兴，人才是基础、是根本，要抓住人才这个第一资源、第一要素。乡村人才振兴，

需以人才建设为主线，实用新型为目标，队伍建设为抓手，创新创业为手段，全面加强乡村

人才建
黄路生院士: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乡村振兴，人才是基础、是根本。人才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密钥，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第一要素。
改革开放 40 年来，伴随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进程，数亿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出去的农民不愿再在农村

“留下来”，甚至不愿“再回来”，一定程度上导致“农业边缘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根据我们

在赣东北某农村做的农村人口调查显示，农村留守人口结构呈现出典型的“613899”人口结构，农业人

口出现“70 后不愿种地，80 后不会种地，90 后根本想都不想种地”普遍现象。
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就快促进乡村人才振兴，一是要抓好农业科技人

才、农村产业人才、乡村治理人才和农村公共服务人才建设; 二是要坚持创新培养，积极提升农村人才的

发展力、创新力、创造力和引领力; 三是要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把

更多城市人才引向乡村创新创业; 四是要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

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

华、大显身手。当前，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可以充分挖掘可用资源，充分利用现有一些农村人才培养

平台和渠道，如可在更大力度、更多层次、更大范围上推进诸如“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建设，构建专科、
本科和专业硕士培养体系，拓展“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毕业生成长通道，完善科学的“一村一名大学生

工程”考核评价体系; 如必须充分发挥农业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及对外交流功

能，为乡村振兴战略培养锻炼更多农业专门人才、乡村治理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

( 三) 生态振兴

生态振兴，要打造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建设生态宜居的人居环境，让农村更像农村。
要充分发挥生态振兴的支撑作用，将生态优势转化成综合优势和发展新势能。

魏后凯研究员: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和主线是乡村全面振兴，在这其中，生态宜居是关键，生态振兴

是重要支撑。2018 年 3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坚持绿

色发展，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

再次强调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希冀在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以及增加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

上综合发力。
乡村生态振兴，以实现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和农村生态现代化为目标，打造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建

设生态宜居的人居环境，让农村更像农村。我们要在 2035 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2050 年实现全

面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生态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实现农村生态现代化要坚持生态保护

优先，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全面进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一个山清

水秀、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美丽新乡村，让农村回归青山绿水，充溢满满乡愁; 让农村回归山清水秀，处

处风光无限，实现生态宜居和农村生态现代化。
加快农业生态现代化进程，需重点补齐生态发展短板，当前最为迫切要抓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和农村面源污染防治两个关键问题。
关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问题。近年来，我国农村污水排放量快速增长，2016 年已达到 202 万吨，预

计到 2020 年将接近 300 万吨。由于污水处理设施严重滞后，大量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随意排放，导致

沟渠、池塘等地水质发黑变臭，蚊虫滋生，严重影响农村人居环境，威胁居民身体健康。2016 年我国仍

有 31．3%的行政村未进行集中供水，有 80%的行政村未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解决此问题，需加大财政

专项资金投入、建立城乡统一统计指标体系、广泛吸引社会资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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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面源污染问题。我国化肥和农药使用长期处于过量使用，据统计，按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计

算，2016 年我国化肥使用强度为 359．1 千克 /公顷，比 2000 年提高了 35．4%，比国际警戒线 225 千克 /公
顷高出 59．6%，是世界平均使用强度水平的近 3 倍; 我国农药使用强度为 10．4 千克 /公顷，比 2000 年提

高了 27．5%，比国际警戒线 7 千克 /公顷高出 48．6%。按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计算，2016 年全国有 27 个省

份化肥使用强度超过国际警戒线，有 20 个省份农药使用强度超过国际警戒线。化肥、农药等农业化学

品长期过量使用，不仅导致土壤养分失衡、土壤肥力和有机质下降，使土壤和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而且大量有毒有害物质的残留也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使农产品和环境安全受到威胁。解决此问题，

一是需分类梯次推进，要实行“双减双控”，争取在 2030 年或 2035 年前，将化肥、农药使用强度控制在国

际警戒线以下的安全合理区间之内。二是建立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示范区，要鼓励各地区根据自身特点

和发展条件进行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在全国建立一批不同类型的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示范区，充分发挥

其引领、示范和标杆作用; 三是支持新型肥料、农药的研发和应用。进一步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以

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等为主体，深入推进产学研全面合作，加快生物肥料、水溶肥料、高效缓释肥料、生
物农药、高效低毒农药、病虫绿色防控产品等新型肥料、农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不断提高化肥和农药的

使用效率。
关于地方乡村生态振兴，特别是江西作为生态大省的乡村生态振兴，魏后凯研究员指出，对于生态

优势明显，生态资源丰富的地方，生态价值和绿色发展潜力巨大，要实行多措并举，促进生态优势向经济

优势转化，充分挖掘农业的多维功能，尤其是生态功能、景观功能、休闲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等，大力发展

生态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创意农业等，推进农业的景观化改造和产业链多维延伸，实现农业的纵

横向融合和一体化，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绿; 应充分利用农村的生态优势，构建具有地方特

色的生态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培育发展一批能够带动农民增收、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生态产业、生
态企业、生态品牌和生态村庄，制定实施分类指导的乡村生态振兴标准、考核指标和示范体系，加快促进

潜在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需全面深化农村产权制

度改革，促进农村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本化、生态资本价值化，尽快打通农村资源变资本、资本

变财富的渠道，大幅度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比重和贡献率; 可以考虑建立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

偿机制，尤其是要启动农业生态价值的核算，以生态价值为基础，积极争取国家政策的支持，开展好农业

生态价值补偿的试点工作。

( 四) 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促进乡村振兴。农业经营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培育包括农业生产性外包服

务主体在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建设绿色生态农业强省，需实现土地规模经营转

向服务规模经营转变，强化政策性导向和组织化导向
罗必良教授: 制度创新对乡村产业振兴，农业转型发展尤为重要。在小规模分散化的经营格局下，

农业劳动力素质、农户生产能力以及农业经营规模与实现农业绿色崛起、构建绿色有机农产品品牌与市

场优势均有差距。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农业经营制度经历了两次变革，第一次是由人民公社到家庭

承包制变革，第二次是正在发生的小农经营到谋求规模经济的变革。
先看第一次从人民公社到家庭承包制变革。人民公社体制一是管地，即土地集体所有与集体经营;

二是管人，即劳动力由公社或生产队统一指挥、统一调配和统一使用; 三是管种，即土地使用权服从于政

府计划，种什么、种多少、完成多少“公粮”，完全听命于“上级”。人民公社体制导致农民既没有作为所

有者成员的对土地的控制权，没有对土地的处置权，也没有身份退出权，更没有收入分配的剩余索取权，

导致人民公社体制效率低下。家庭承包制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其实现经营主体替代，即从集体转

换为农户，实现从公粮“包产”( 剩余索取权) 到“包干到户”( 剩余控制权) 转变; 家庭承包制虽与人民公

社体制同为“产量合约”，但缔约对象不同，带来绩效截然不同; 在人工劳动情景下，农业天然地隐含着

高昂监督与计量成本，导致人民公社存在“集体行动困境”，而承包农户则具有自我激励与自我实施的

比较优势，进而带来新激励机制的生成，带来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农业农村繁荣与发展。
第二次变革是从小农经营到谋求规模经济转变。随着生产力及农业劳动分工发展，家庭联产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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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小规模、经营分散化问题突出，目前全国户均 5．58 亩耕地，地块为 5．08 块。如

今我们的政策目标主要在于改变小规模、分散化、细碎化格局，推进农业规模经营，增强适度规模经济与

效率。就农地流转而言，一方面，我们不能否定推进农地流转的积极意义，但必须特别强调，农业的规模

经营只是其中的选择路径之一。理论上来讲，农业的规模经营可以通过不同的要素采用不同的匹配来

实现，如单一希望农地的流转来解决规模问题或许是一个约束相对较多并且是缓慢的过程。
比较两次变革，第一次变革是制度重构，释放体制性效率，是单项变革，给农民还权赋权; 第二次是

探索试错，谋求配置型效率，是要素配置，让市场发挥作用。当前的土地流转，产生对家庭经营基础地位

冲击、契约不稳定、流转难和价格歧视等问题，导致自 1984 年开始鼓励农地流转，30 多年的努力，我国

农地分散化的经营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观。
解决这个问题，须坚持制度创新，走向分工经济，实现从土地规模经营转向服务规模经营转变，同时

强化政策性导向，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业，构建与农业生产性服务外包相匹配的财政、
税收、土地、信贷、保险等支持政策; 坚持组织化导向，鼓励农户专业化、区域连片专业化，通过横向分工

扩大市场容量; 构建多环节、区域性农业生产性服务交易平台; 此外，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更要造就农

业企业家群体。
针对地方现代农业产业转型，罗必良教授指出，江西是首个“全国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基地试点

省”，力争成为全国知名的绿色有机农产品供应基地。当前，江西农地流转滞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人

动”并不必然推进“地动”，需要从资源禀赋出发，推动从土地规模经营转向服务规模经营转变，鼓励社

会资本进入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业，构建与农业生产性服务外包相匹配的财政、税收、土地、信贷、保险等

支持政策; 做好组织化导向工作，鼓励农户专业化、区域连片专业化; 构建多环节、区域性农业生产性服

务交易平台;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造就农业企业家群体。

( 五) 国际经验

不同国家乡村发展各有特色，但呈现一些共性和规律。中国的乡村振兴，既要走中国特

色道路，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也要借鉴国际农村发展的共性和规律，助力自我乡村振兴
黄季焜教授: 不同国家乡村发展虽各有特色，但是在发展路径、城乡人口布局、发展主体、发展模式

等方面呈现出一些共性和规律。
( 1) 发展路径上: 结构转型与农村转型相辅相成、劳动生产率在不同部门间趋同。分析经合组织

( OECD) 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结构转型和农村转型，我们发现，其结构转型呈现农业向

工业和服务业转变，并为农村创造大量就业、农产品需求和先进农业装备与生产资料; 农村转型表现为

以提高农业生产力来促进农业多样化、商业化和多功能化以及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农业农村可持续

发展的转变过程，为结构转型提供廉价劳动力、食物纤维以及原始的资金积累等; 分析南美一些国家，如

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等国，其取得了快速的和较包容的农村发展; 但是，不容否认，在世界其他一些不发

达国家，其乡村发展过程都相当曲折，出现发展缓慢、贫困和社会包容问题严峻等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 2) 城乡人口布局上: 农业就业和农村人口占比双下降。分析现在世界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在过去

的两百多年里，其农业就业占比和农村人口占比均呈现双双下降，但农村人口占比趋向 20%左右; 而在

发展中国家: 不少国家也呈现类似发达国家后工业化时期的城乡人口变动趋势，一些国家因为过度城市

化，例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城镇人口占比就超过了 80%，导致出现城市人口爆炸、住
房就业困难、贫富差异增大、治安不稳定等众多社会问题; 也有一些国家出现滞后城市化情况，例如: 南

亚等国家印度: 1950—2017 年间农村人口占比才从 83%下降至 67% ( -16%) ，高出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

平 20%。
( 3) 发展主体上: 坚持农民是主体，同时充分重视发挥社区和政府及市场作用。分析世界上一些国

家，其农村发展坚持以农民为发展主体，尊重农民及其作用。农民是乡村建设的对象，是乡村发展的主

要建设者和受益者; 农民是最了解自身的优势、需求和存在的群体; 坚持让农民参与乡村发展规划，使他

们更清楚地知道自身在发展中的角色定位; 要重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同时要充分发挥好和村庄的作

用。国外农村发展高度重视重视社区( 村庄) 作用与规划作用; 我们说，村庄是乡村发展和项目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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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单位，是居民生活的空间，最知道本社区需要什么; 在建设领域，往往坚持村庄合并与规划，例如德

国的“巴伐利亚试验”其将“城乡等值化”理念融入村庄发展规划; 日本的“市町村”大合并，将零星小规

模村落融入“町或市”，加快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而在瑞典、丹麦、法国、美国等国家，则通过实施村庄

合并聚集计划，降低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供给成本。国外的农村发展上特别重视政府和市场作用

发挥。例如美国、英国、德国、荷兰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早期的土地改革、土地类别、城乡分布等; 后工业

化期，绿色、生态、多功能和可持续农业及乡村自然环境保护法规等，政府均通过立法为乡村发展提供法

律保障，体现法律在城乡土地利用和发展规划具有权威性; 在提供公共物品服务方面，重视无差异均等

化供给，保障城乡居民在政治、经济和生活等方面的均衡权利，提供教育、卫生、交通和社会保障。
( 4) 发展模式上:“从上至下”与“从下至上”两种模式。“从上至下”模式，主要以泰国等为代表的

一些东南亚国家。其主要做法是: 在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直接注资，并确定项目给予财政支持，在发展项

目上建立银行信贷与低息贷款补贴等直接联系; 不足是较少关注农民的自主参与和能动性，有时导致乡

村发展往往过多依赖外界的资金支持，而缺乏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从下至上( bottom-up) ”模式:

以日韩等为代表的国家。其主要做法是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自力更生，在投入方式有二，一是通

过提供特殊补贴或减免税收等激励政策调动乡村发展的积极性，并成立农协或合作社，充分发挥农民主

体作用; 二是建立发展基金申请机制，提升项目的竞争力和实施的积极性。
推动乡村振兴，需要借鉴好国际农村发展经验。结合江西实际，黄季焜教授指出: 一是在发展路径

上，需遵循结构转型和农村转型相辅相成的作用。2017 年江西农业 GDP 占比 9．4%，大于全国 7．9%的

平均水平。据测算，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农业基本现代化，江西农业 GDP 占比需下降到全国平均的 5%
左右，为此，需加速以提高生产力为驱动力的农村转型从而促进结构转型，加快劳动生产率在农业与非

农行业间趋同速度。二是在城乡人口布局上，需遵循农业就业人口占比和农村人口占比关系的变动趋

势。2017 年江西就业人口占比和农村人口占比分别为 29%、45．5%，而全国平均分别为 27%和 42%，江

西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测算，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农业基本现代化，到 2035 年需要分别降到全国的

10%和 25%平均水平。为此，须加速城镇化进程，特别是加快中小城市发展和农村城镇化来拉动农村发

展，合理规划全省各地的中长期城乡人口空间布局。三是在发展主体上，需更加明确农民是乡村振兴的

主体，充分发挥社区、政府和市场各自职能和作用。四是在发展模式上，需坚持“从上到下”和“从下至

上”相结合的总体规划模式，强化农民和社区共同参与来实施规划项目，坚持效果导向、引入第三方评

估来强化项目评估与实施。
会后，大家一致认为，首届江西智库峰会“乡村振兴战略”专题论坛的成功举办，特别是 5 位主旨嘉

宾的演讲，为我们理解把握乡村振兴战略作了生动的阐释，他们既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进行了全方位解读，又结合实际对地方实践具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独到见解和有益建议，他们

的精彩演讲必将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进一步

加强农业经营制度制度创新，充分利用借鉴好国际经验，助推地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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