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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导言

构建新发展格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程国强

(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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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入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

握国内外新的发展趋势、立足我国新发展阶段,遵循大国经济发展规律,与时俱进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重塑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抉择.

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民经济

体系.其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把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加快培育完整内

需体系,使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国内需求来拉动,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

基础依然在农村.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仍

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体现.因此,２０２１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新发展阶段

“三农”工作依然极端重要,须臾不可放松,务必抓紧抓实.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

求,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补齐农

业农村短板弱项,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将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战略支撑.一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而我国乡村市场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扩大内需的潜力

和后劲主要在“三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

民富裕富足,将促进深耕挖掘乡村这一潜在的巨大消费投资市场,是今后扩大内需、促

进消费稳定增长,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关键着力点,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

另一方面,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发展与安全,用国内粮食等重要农产品

安全保障的确定性来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的不确定性,确保在世界大变局中牢牢把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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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权,“三农”始终是基础支撑,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本期以“新发展格局与乡村振兴”为专栏主题,组织有关学者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

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几个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从不同视角进行阐释和讨论,初步辨

识和解析了这些重点问题的基本逻辑和实践特征.

黄祖辉等的«我国乡村建设的关键与浙江“千万工程”启示»,在阐述我国乡村建设

内涵与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建设的三个关键,即,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又要引入市

场力量;既要解决有效供给,又要重视有效管护;既要防止大拆大建,又要避免低效配

置.论文进一步以浙江“千万工程”实践经验为实证基础,阐释了浙江“千万工程”对我

国乡村建设的启示,即在农村社区人居环境建设和治理中,应探索建立“四位一体”的治

理体系,也就是“党政合一”的科层治理、“智治合一”的精准治理、“调动群众”的柔性治

理以及“激励相容”的市场治理,以充分发挥不同制度对行为主体在乡村社区公共品供

给和营运管护中的激励与约束作用.该文认为,这种制度设计和安排,充分体现了农村

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产品治理中的党政领导和群众参与的相互协同、科层制度与市场

制度的功能互补、他治与自治的合理匹配、法治与德治的相互融合、科技与治理的有效

结合,不仅实现了“千万工程”的建设目标和可持续性,而且为农村社区公共品的有效供

给和营运管护,提供了既有理论创新,又契合中国特色与实践的治理模式,对我国全面

推进乡村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于晓华等的«国内大循环新格局下农业农村发展的目标再定位与战略选择»一文,

审视了国内大循环新格局下农业农村发展的目标定位及战略选择,认为农业农村现代

化发展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其中,粮食安全仍是国内

大循环的基础,要以粮食安全支撑国家安全,保障国内大循环;通过智慧农业、数字农业

等农业“新基建”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和城

乡要素市场割裂,是阻碍国内大循环形成的关键体制机制性障碍,必须多渠道促进农民

增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打破城乡之间人才、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流动

的体制机制性壁垒,实现要素市场的统一和城乡融合;注重发挥和引导农业的营养健

康、生态环保、社会发展、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促进经济整体高质量发展,为国内大循

环注入新动能.

郑瑞强等的«“双循环”格局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进路研究»探讨了新

发展格局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与路径,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将有助

于城乡发展空间重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设新型城乡关系;同时也面临挑战,如

乡村资源承接转化能力需要提升、相对贫困治理问题需要重视、乡村治理现代化创新需

要加强.论文提出应着力做好发展规划统筹、体制政策健全完善、产业转型升级、相对

贫困治理、全域生态宜居环境创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高质量建设、乡村治理体系与

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等重点举措,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

２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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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及其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良性互动.

当然,除如上所述的重要问题外,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有许多亟待深入研究探讨的理论课题、实践探索与政策问

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有如下几个方面问题,第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十四五”时期必

须守住两个底线,一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二是落实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筑牢粮食安全的根基底线.那么,两者的政策逻辑、实施路径和

重点举措分别是什么? 第二,下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有效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究竟

应该加快推进和突破那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新发展阶段完善农业支持保护

制度的理论逻辑与政策路径是什么? 第三,如何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壮大,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如何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

益? 第四,如何谋划新发展阶段农村现代化的顶层设计? 推进乡村建设的制度框架、体

制机制与政策选择? 如何构建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以及县乡村公共基础设

施、基本公共服务等一体化机制? 这些都需要学界同仁们在理论层面、政策层面和实践

层面作更加深入的调研和探索,以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更加

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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