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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问题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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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上海 200433)

摘 　 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是要消除乡村,而是要振兴乡村。乡村振兴既是扎实推动

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又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必由之路。基于此,扎实推动农村农民共同

富裕,要聚焦乡村振兴,重点关注、回应和解答新时代“三农”问题。农村关涉共同富裕的基本

面,要努力推进农村综合性改革,解决乡村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供给等难题,优化农村

创富环境,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农业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柱,要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解
决现代农业“三大体系”的发展难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农民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群体,
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解决运行管理、集体产权和发展动力等难题,促进农民增产

增收。解决“三农”发展难题,补齐“三农”发展短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才能推动共同富裕

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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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大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了重

要部署,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振兴” [1] ,为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促进共同富裕指明了前行方向。现阶段,我国发展

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凸显,发展中最大的不平衡表现为城乡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中最大的不

充分表现为农村地区发展的不充分,这表明农村已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为此,要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以“三农”工作为总抓手,重点解决关乎国计民生的农村、农业、农民发展问题,加快促

进农村发展、大力提高农业效益和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既做优做强做大“乡村蛋糕”,又切好分好“乡村



蛋糕”,以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进而加快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二、 耦合联系: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是为了解决新时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促进共同富裕奠定坚

实基础。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城乡统筹的富裕 [2] 。可见,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具有内在统一

性,一方面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一) 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价值目标

乡村振兴要改变农村面貌,优化农村发展环境,通过提高农村生产力和改善农村生产关系,促进

共同富裕价值目标实现。一方面,从乡村振兴的时间安排来看,《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指出:“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农业结构得到根本性改善,农
民就业质量显著提高,相对贫困进一步缓解,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3] 。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到二○三五年,人民生活更为宽

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

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4]31-32由此可见,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具有内在一致性,两者的

目标、要求和步调是协调统一的。
另一方面,从乡村振兴的实践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产业、组织、人才、生态和文化方面的“五大振

兴”,有效统筹、梯次推进“五大振兴”利于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具体来

看:实施产业振兴,主要是推动乡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具有特色的乡村产业体系,促进乡

村实现产业兴旺的繁荣局面,拓宽农民增收致富的广阔财路,从而更好为乡村积累物质财富,推进物

质共同富裕实现;实施组织振兴,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打造基层服务型政府,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

理体系,以增强组织力为重点,推动党建资源向乡村聚集,将组织活力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动力,保障共

同富裕社会实现;实施人才振兴,主要是既要建立健全乡村人才振兴制度,提升人才振兴乡村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要强化乡村人才振兴组织保障,更大程度激发人才振兴乡村的内在活力,以此

形成人人奋斗、人人创造、人人享有乡村财富的发展局面,加速共同富裕社会实现;实施生态振兴,主
要是坚持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推动经济的生态化、生态的经济化,打造

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真正做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实现生活环境的共同富裕;实施

文化振兴,主要是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加快乡村文化事业发展,加速

乡村文化产业成长,建强乡村文化工作队伍,以培育出淳朴民风、良好家风、文明乡风,改善农民精神

风貌,推动精神共同富裕实现。由此可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

(二) 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乡村振兴是缩小城乡、区域和收入三大差距的关键,关乎到亿万农民的福祉与权益 [5] 。只有大力

推进乡村振兴,才能够有效缩小城乡之间发展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进而为实

现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具体来看:首先,乡村振兴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的治本之策,
能够有效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充分影响到“富裕”基础,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

衡影响到“共同”实现,因此着力解决城乡之间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有利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乡
村振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意在通过产业振兴、组织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和人才振兴等举措促进

农村全面发展,改善农村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的整体样貌,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

和居民收入等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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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乡村振兴旨在解决不同区域农村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能够有效缩小区域之间的

发展差距。一般而言,区域发展差距不单单泛指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城市差距,相比较之下

的农村差距还更为明显。例如,东部地区的大部分乡村率先迈入了高质量乡村振兴,成为共同富裕的

振兴模板;西部地区的部分乡村则刚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才开始准备衔接乡村振兴。但是,中国绝大部

分的农村还是普通乡村,它们处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阶段 [6] 。因此,乡村振兴要

以普通乡村的振兴为主,重点关注中西部乡村发展状况,并通过加大资源、政策、资金等要素倾斜力

度,缓解不同区域农村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缩小东中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推动区域实现协调发展。
最后,乡村振兴旨在提升农业收益、改善农民收入及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既能够有效增加农民

收入,又能够有效缩小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实际上,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是中国农村实现共同富

裕的最大障碍,并且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又已逼近0. 4警戒线,为此必须通过乡村振兴,构建体现公

平、促进效率的乡村收入分配体系,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缩小村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同时,解决农

村内部收入差距问题,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要在促进乡村财富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分好已创造

的乡村财富。即是说,乡村振兴要盘活农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提升农业收益,扩大财富总量,然后通

过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综上所述,乡村振兴是促进农村发展、走向

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三、 共同富裕下乡村振兴的现实境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决不能有任何喘

口气、歇歇脚的想法,要在新起点上接续奋斗,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

展。” [7] 目前,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只有重视“三农”发展面临的阶段性问题,才能更好研判

共同富裕境况,优化共同富裕政策。

(一) 农村发展进程慢

中国农村发展状况关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

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跃升至新的高度。但与此同时,城乡二元结构使资源

集中于发展城市,农村相比之下则发展进程缓慢,影响共同富裕全面实现。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

鉴2021》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为9亿多人,农村人口为5亿多人,城镇人口高出农村人口

4亿多人,同时2001—2020年城镇人口平均增长速度为3. 4% ,农村人口平均增长速度为 - 2. 3% ,这表

明城市化推进下,城镇整体发展水平较好较快于农村,农村人口基本在向城镇单向流动;2020年我国

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统计中,城市为11. 46(人),农村为5. 18(人),城市高出农村6. 28(人),同时每

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统计中,城市为8. 81(张),农村为4. 95(张),城市高出农村3. 86(张),这表

明农村医疗条件与城市相比较为落后,城乡医疗卫生发展水平差距显著。此外,据教育部《2020年全国

教育事业发展情况》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普通小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为97. 9% ,城市小

学为99. 3% ,农村小学为97. 1% ,城市高于农村2. 2个百分点;2020年我国初中阶段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

比例达到88. 6% ,城市初中为93. 8% ,农村初中为85. 4% ,城市高于农村8. 4个百分点;2020年我国农村小

学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1652元,相当于城市小学的80. 4% ,农村初中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2541元,相当于

城市初中的77. 0% ,这表明城乡义务教育在教师队伍和办学条件等方面仍然存在显著差异。
综上所述,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城乡发展在人口、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距,农村整体

发展水平相对于城市较为落后,整体发展进程较为缓慢。
事实上,虽然中国过去40多年的农村发展较为缓慢,但基本构建起了我国农业农村系统运行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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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体系,它主要表现为:一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为主的农村法律体系基本健全,这是促进农村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的

法律保障;二是以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为主的“四大补贴”体系基本

建成,这利于农业农村的长远发展;三是以“新农保” “新农合”为核心的农村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基本

建立,这能够增进农村发展的公平正义;四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统领的村民自

治制度基本确立,这利于完善乡村“自治、德治、法治”治理体系,保障农村社会的稳定运行 [8] 。由此可

见,一系列制度支持、政策援助和战略支撑,形成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幅员辽阔、资源

丰富的中国农村有效释放发展潜力提供了良好机遇,利于农村加速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总之,只
有发展好、稳固好农村共同富裕的基本面,才能加快农业发展和农民富裕的步伐,建成共同富裕社会。

(二) 农业经济效益低

中国农业经济效益是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柱。农业经济效益是指农业劳动者在农业生产

中所投入的生产资料与产出的生产成果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其中农业生产投入包括活劳动与物化

劳动的劳动消耗和流动资金与固定资产的劳动占用。一般而言,在农业经济活动中,要用尽可能较少

的劳动占用和劳动消耗,生产出尽可能较多的符合人民需要的农产品。农业生产投入少而成果多,农
业经济效益就好;反之,农业生产投入多而成果少,农业经济效益就差 [9] 。

关于农业经济效益,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曾指出:“从湖南省统计数据来看,2010年农民水稻种

植的每亩纯收益为186. 2元,但是收益中104. 1元都是国家粮食直补,也就是说,农民水稻种植的每亩

纯收益只有82. 1元。到2011年,由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121. 6元,农民水稻种植的每亩纯收益就仅为

116. 6元,扣除掉国家粮食补贴的109. 1元,农民水稻种植的每亩纯收益就只有7. 5元”,“这不仅仅是小

农户的情况,那些种植大户,每亩平均成本均要高出一般农户,种田越多便亏损越大” [10] 。如果不重视

和增强农业经济效益,不仅会挫伤农民务农的积极性,还会促使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纷纷撤离农业

经营投资,致使农业发展不断被弱势化,由此农业凋敝、农民贫困和农村衰落就会日益凸显,影响共同

富裕的实践进程。
目前,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努力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保障初级产品供给,确保国家粮食

绝对安全,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11] 。中国农业经济效益普遍较低的

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农产品价格较低。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今年一般农产品生产延续了较高产状态,但
是多数农产品价格继续下降,2022年第23周(2022年6月6—12日)中国“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

115. 39(以2015年为基期),比2022年第1周下降11. 71个点,下跌了9. 2% ,“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

为115. 17(以2015年为基期),比2022年第1周下降14. 52个点,下跌了11. 2% 。这表明原本价低的农产

品将变得更为低廉,影响农民的经济增收。二是农业生产成本较高。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万宝瑞指出:
“我国农业已进入生产高成本时代,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土地租金等成本普遍上涨,致使农业生产成

本攀升,农业生产收益下降。” [12] 可见,农业生产成本上升会降低农业经济效益,进而降低农业竞争

力,迫使农民逃离农业,不利于中国农业的长远发展。三是农业生产风险较大。农业生产实际上是一种

风险高、周期长的经济活动。一方面是自然风险,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发会使得依赖自然环境的农

业生产遭受不同范围和不同程度的损失,无法确保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预期收益;另一方面是市场风

险,农民普遍缺乏一定的市场知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常处于劣势,并且农产品价格存在波动,农民

又几乎没有市场定价权,导致农业生产收入时常不稳定。
综上所述,众多复杂要素的综合影响使得农业经济效益偏低,而要实现乡村振兴,就需要解决好

农产品价格、农业补贴和农业保险等问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促进粮食增产增收,确保国家粮食绝对

安全。只有重视农业经济效益问题,才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而充分发挥农业支柱性作用,促进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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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实现。

(三) 农民收入水平相对低

中国农民收入水平是衡量共同富裕的重要指标。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第一,
2020年我国农村户籍人口是7. 71亿,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45. 4% ;农村常住人口是5. 1亿,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达63. 89% ,这表明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道路上,农民群体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第二,2020
年农村地区全部实现脱贫,但是城乡收入比(农村居民收入为1)为2. 56,这表明城乡收入分配结构不

平衡,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影响共同富裕实现。第三,202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东部

地区为52027元,中部地区为37658元,西部地区为37548元;202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东
部地区为21286元,中部地区为16213元,西部地区为14110元;东中西部之间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中,城镇为0. 408 ∶ 0. 296 ∶ 0. 295,农村为0. 412 ∶ 0. 314 ∶ 0. 273,这表明不仅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较

大,而且不同区域之间的农民收入也存在一定差距,农村居民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远大于城镇居民内

部之间的收入差距。
此外,众多学者也指出中国农村还存在一定规模的低收入人口。例如,叶敬忠等人指出,40年的扶

贫实践消除了绝对贫困,但贫困治理工作仍未结束,农村地区还存在大量低收入人口 [13] ;李实等人也

指出,全面脱贫的完成、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贫困的终结,我国农村仍然存在庞大规模的低收

入人口,且90% 的相对贫困人口都生活在农村 [14] ;高强等人还以国内低收入人口认定实践为依据,借
鉴国际贫困标准制定经验,对中国农村人口进行了考察,发现我国农村存在规模庞大的低收入人口,
且以居民可支配收入为标准进行估算,人口为4000万人至1. 08亿人 [15] 。由此可见,补齐农村短板,需要

重视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着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以促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重在富裕农民,农民也是共同富裕的主体,要在动态中把握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自党的

十八大以来,从总体上来看,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

距趋于缩小,但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仍呈现出不断扩大态势,201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低于城镇居民15737元,到2021年则变为28481元,幅度扩大了80. 1% 。究其原因,一是农业生产成本总

体上呈现出较快增长态势,但是农产品的价格却增长乏力、波动性大;二是社会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农
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减少;三是国家财政增收困难趋势增大(特别是东北粮食主产区),影响到对农民转

移性收入的增长;四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民增收影响显著,后续影响仍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16] ;五是

农民深受传统思维惯性影响,存有小农心理,竞争意识淡薄,思想观念落后 [17] 。由此可见,农村居民收

入水平较低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在发展中努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才能进一步激发农民

主体的创富活力,进而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促进共同富裕实现。

四、 共同富裕下乡村振兴的难题挑战

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统筹新时代农村发展各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为扎实推动农村

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基础和物质保障。但站在接续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上,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充

分性的阶段性特征仍然显著,推动农村共同富裕仍存在众多难题挑战。

(一) 农村发展环境相对不足

实现乡村振兴不仅需要国家政策大力支持,还需要农村内部具有保障发展的支撑条件。然而,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仍存在基层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供给等问题,
这直接影响到农村发展环境,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财富创造,是促进共同富裕急需解决的难题。

传统乡村治理体系难以适应乡村振兴发展需要。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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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18] 新时代乡村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要求,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显现,传统乡村治理体系已无法驾驭和解决乡村实践发展的新情况。一方

面,在传统乡村治理体系下,治理主体能力有限。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乡村治理结构不断调整,历经

人民公社、乡政村治和“三治”结合三大时期,治理主体逐渐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基层政权与村级组

织,再演变为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三元主体结构。乡村治理主体更加多元化,但又存在职

能的相对分散性,使得权责不一致的乡村治理结构与国家治理结构相互矛盾,并且“一刀切”等治理方

式落后于乡村发展新需要,村民治理共同体也尚未建立,这都表明乡村治理主体能力落后于实践发展

要求。另一方面,在传统乡村治理体系下,治理效能与振兴目标存在脱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共同作

用实现治理效能转化,但目前乡村治理效能“‘统’不足,‘分’有余”,即理想化的“自主性乡村治理”变
为了“碎片化、分散性乡村治理”。基层组织的治理效能与治理目标存在差距,国家政策悬浮于乡村上

空,难以有效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19] 。由此可见,传统乡村治理体系不能较好满足新时代乡村振兴发展

要求,对农村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作用有限。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影响乡村振兴发展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多元投入保障

机制,增加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4]634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仅

对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具有正向作用,还对实现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效用有限,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突出,部分农村地

区较多关注农村道路、农村电力等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以及农村社会发展基础设

施建设,而较少关注退耕还林等生态环境建设,这不利于农村长远发展。另一方面,农村的基础设施建

设机制不健全。农村基础设施常常“重建设、轻管护”,并且建设资金时常缺乏有效监管。以乡村道路为

例,部分乡村道路时常出现标准低、抗灾弱、安全差等问题,使得基础设施工程的长期效益难以得到有

效保障 [20] 。为此,只有解决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健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体

制机制,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才能开启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新局面,更好满足农

村发展新需要,保障农民发展权益,打通共同富裕民生桥梁。
人才供给短缺,严重影响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

干。” [21] 乡村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是乡村振兴的“领头雁”,是创造乡村财富的重要推动力量。据国家统

计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显示,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年龄55岁及以上占

比33. 6% ,而年龄35岁及以下占比仅有19. 2% ;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受教育程度还普遍偏低,其中未上

过学占比6. 4% ,小学至高中占比90% 以上,大专及以上占比仅有1. 2% 。这表明农村人才严重短缺,不
仅缺乏“脑力”人才,而且还缺乏“体力”人才。究其原因,一是在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下,城市虹吸效应

使农村大量精英人才外流,农村人口老龄化、低质化问题越发突出。二是农村人才体制机制建设不完

善,既难以培养农村本土人才,又难以引进农村外来人才,导致农村人才结构、规模和素质与乡村振兴

人才需求差距愈来愈大。由此可见,人才缺口成为乡村振兴目前最大的瓶颈,没有人才支撑,农业现代

化发展和农民富裕实现必将大打折扣,农村高质量发展也将难以实现。

(二) 现代农业发展尚存破解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 [22] 目前,农业现代化作为国家现代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基石,但在“四化”同步发展过程中,农业现代化发

展水平存在滞后性,明显落后于其他“三化” [23] 。因此,乡村振兴要以推进农业现代化为目标,关注农

业发展问题,重点揭示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发展难题。
现代农业发展存在结构性矛盾,产业体系有待完善。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总

量不足矛盾已经得到有效缓解,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再向“吃得好”转变。但由于供给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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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机制障碍和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束缚等因素,农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越发凸显,主要表现为:一是

部门结构矛盾,即居民消费需求变化与农林牧渔业结构变化不相适应,且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程度较

低,不能满足城乡居民消费升级需要;二是产品结构矛盾,即不同种类农产品呈现出差异化的产需矛

盾,一般而言,中低档农产品供过于求,而高档农产品供不应求;三是组织结构矛盾,即小规模、分散化

和细碎化的农业生产使得农业产业化程度较低,严重影响农业经济效益提升和竞争力增强 [24] 。由此

可见,现代农业的结构性矛盾影响了农村产业链的延伸、供应链的稳定和价值链的竞争,影响了农村

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制约了农村产业的转型升级,不利于发挥农业产业集群效应助力共同富裕。
现代农业发展科技支撑度不够,生产体系有待加强。农业科学技术是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发展的基

本条件,更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但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水平总体不强,科技创新能力薄

弱,难以满足乡村振兴和农村共同富裕的需要。一是部分中高端农机产品供不足需、供不适需,产能不

足与产能过剩并存;二是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不健全,政府、企业和研究院所之间的合作缺乏有效性和

联动性,科技成果的应用转化率低、产业化程度不高,难以满足市场发展需要,并且农业科技创新投入

力度也不够;三是不同环节、不同产业、不同地区的农业机械化发展不平衡,例如作物生产环节的产后

处理等机械化发展水平低,果菜茶等依靠手工劳动为主的经济作物的机械化发展水平低,山区丘陵等

地机械化发展明显滞后。由此可见,乡村振兴中的农业科技短板十分明显,农业生产体系中的科技致

富效用不强,影响了农业发展、农村兴旺和农民富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存在问题,经营体系有待优化。与传统小农户相比,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和农业企业等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专业化、组织化、集约化和社会化四大特征,是深化

农业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农村生产结构、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主力军。但目前,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家庭农场存在过度规模化。家庭农场以家庭劳动经营为主,是农户生

产经营的扩大版,但资本逐利下的过度规模化,使得农场出现偏离家庭经营的定位属性,不仅面临近

似于企业化经营的尴尬,而且还无法有效解决相似于小农户的脆弱性。二是农民合作社存在空壳化。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1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到221. 9万家,但大多数合

作社的成员普遍较少,且大多数企业化经营机制不成熟,难以真正发挥主体经营作用,被业内人士统

称为“空壳社”。三是农业企业存在离农化。有学者研究指出:“从产业分布来看,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农

业企业占比为40% ,而从事第三产业业务的农业企业占比却超过了55% ,约有15% 的农业企业开拓了

非农业务,此外还有一小部分基本放弃了农业业务的农业企业。” [25] 由此可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

动农民共同富裕的实质性效果仍需提升。

(三) 农村集体财富增长较慢

农村集体财富增长,不仅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而且还是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从狭义上看,
农民的集体财富主要是指农民的物质财富,它主要来源于农村集体经济。而现阶段,农村集体经济在

运行管理、产权改革、区域发展和内生动力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发展问题,导致农村集体财富增

长较慢,进而影响农民增收和农村共同富裕进程。
农村集体经济的运行管理机制失范。一方面,政经不分、政企不分和政社不分现象长期存在,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又与村两委职能交叉、边界模糊,使得部分集体经济组织具有了行政化趋势,难以形成

科学规范的内部治理结构,并且以股份经济合作社形式成立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基本都

是“新瓶装旧酒”,治标不治本,无法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主决策、自负盈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集体

经济组织的原有机制,对促进农村集体财富增长作用有限。另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运行管理中,资
金、审批、监督等方面制度不健全,财务管理的透明化、公开化、信息化程度较低,容易使集体资产清算

不及时,集体资金过多被套取和骗取,造成农村集体财富流失,进而严重损害农村集体和农民的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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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对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十分不利。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效需要全面提升,以激发农村集体经济活力。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是

为了解决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归属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不严、流转不畅等问题,进而夯实农村集体所有

制基础,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实际上,推进落实《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还存

在以下问题:一是农民集体资产股份完整权能的实现存有障碍,试点区中农民的占有权和收益权基本

被赋予了,但是有偿退出权、抵押权、担保权和继承权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赋予中的障碍;二是一些地方

仍未将农户所持股份作为集体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据,因此农户不能享受到改革后的分配收益;三是集

体股仍普遍性存在,有些村的集体股比例较高,进而导致农民股份获益较低,增收有限 [26] 。可见,归属

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还面临较多实践压力,只有继续探索农

村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才能更好实现农村共同富裕。
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不平衡性突出,且内生发展动力不足。一方面,有学者对中国农村

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析,发现全国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上波动上升、稳中有进,但区

域高质量发展水平不平衡性突出,省域之间的差别较大 [27] 。这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格局,拉
大了不同地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全面实现。另一方面,农民作为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的参与主体,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认识不足、缺乏信心。例如,有部分农民缺少集体主义意识,常
以个人财富增长为目的,将集体财富的增长视为对个人财富的剥夺,不能正确认识个体富裕与集体富

裕之间的关系,缺乏正确的集体财富观和集体荣誉感,故而参与农村集体经济的积极性不高;还有部

分农民受历史因素影响,担心农村集体经济是“一大二公”的老路,会损害个人利益,参与动力不足。由此

可见,内生发展动力不足会影响农村财富创造的总量,区域发展不平衡又会影响农村共同富裕的质量。

五、 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28] 为

此,要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实现,构建农村高效能治理、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民高品质生活的新发展

格局,顺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盼,努力实现农村更美、农业更强、农民更富。

(一) 推动农村综合性改革,优化农村创富环境

全面振兴乡村,需要全面改革农村。大力推进乡村振兴,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

之重,持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以解决农村发展环境问题为切入点,提高农村综合性改革的

系统性、协同性和整体性,改善乡村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供给等发展现况,为农村财富创造提供

更好条件,促进共同富裕实现。
坚持党的领导,努力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以组织振兴推动共同富裕实现。《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

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 [29]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乡村治理的核心

力量,只有将党管农村工作原则贯穿于乡村振兴的全过程,才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

用,进而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同时,为了弥补传统乡村治理体系的问题

缺陷,一方面要在推进“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将
“多元主体”和“三治力量”统一于党的领导之下,既保障民主,又集中统一,以实现治理主体能力提

升;另一方面要在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充分发挥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同频共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确保乡村社会充

满活力、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关键。” [30] 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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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组织振兴,才能实现高效治理,建成共同富裕社会。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民生,增进村民福祉,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实现。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是全面改善农村面貌的重要基础,事关农村生产力提高、现代农业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和现代化农

村建设。因此,要立足实际,着眼长远,科学谋划、系统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着力破解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健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一是要做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坚持重点突出、均衡

发展、有序推进的原则,既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倾斜力度,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差距,又妥善推

进农村基础设施四大种类建设,缩小农村内部基础设施建设差距,以实现“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1] 。二是要夯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责任,建立权责利相统一、事权

与责任相结合的分级负责制,明确各级各部门工作的权责边界,确保建设工程的高质量、高标准、高效

率。三是要切实强化农村基础设施管护,出台乡村基础设施管护政策,增强农民管护基础设施的积极

性和自觉性,以实现农村基础设施管护常态化、有效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惠民生、增福祉、促富裕

的重要工程,只有坚持“以农民为中心”,满足农民期盼和发展需要,才能更好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再上新台阶。
坚持引进、培育和留住人才,激发人才创富活力,以人才振兴推动共同富裕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积极培养本土人才,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

层,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 [4]610实现乡村人才振兴,一是积极引进人才,促进人才回流,加大人才

支持力度,完善人才引进机制,鼓励各类人员返乡,吸引青年大学生和社会贤达返乡;二是加强培育人

才,提高人才素质,着力构建“政府主导、高校参与、社会孵化”的协同化育人模式,培训出一批具有丰

富实践经验的“老农”,立志返乡创业的“新农”和知识高、能力强的“知农”,壮大爱农村、爱农民、懂农

业的“三农”人才队伍;三是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用心留住人才,地方政府应为乡村人才提供向上流动

政策,并适当给予乡村人才薪资补贴,以此激发乡村人才的创造活力,同时应大力加强美丽乡村建设,完
善乡村基础设施,确保乡村人才安心创业。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引进人才、培育人才、用好人才、
留住人才,才能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的人才支撑,进而推动乡村人才优势转化为共同富裕全局胜势。

(二) 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共同富裕就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 [31] 加强农业“三大体系”建设

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方向,其中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是现代农业的结构框架,现代农业生产体

系是现代农业的动力支撑,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现代农业的运行保障,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

形成了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有机结合体 [32] 。只有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才能夯实

共同富裕的农业经济现代化基础。
推动农村三产融合,提高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有利于释放产业融合乘数

效应,能够有效提高农业附加值和整体效益,是促进农村富裕、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因此,一是

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延长农业产业链,生产适销对路、适应消费需求以及高附加

值的优质农产品,同时要加强农业价值链建设,赋予农产品品牌价值,打造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优质

农产品品牌,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进一步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二是要拓宽农业功能,培育

农业发展新业态,例如依托特色优势产业和村庄文化等,发展乡村博物馆,挖掘农业的教育功能。三是

要加快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制度,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有序推进农村土地流转,
实现集中连片发展农业,严禁耕地“非粮化”“非农化”,引导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化水平。科技进步是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化发展的关

键,大力推动农业科技创新,能够有效提高农业竞争力,有助于实现农业科技致富,进而促进农村共同

富裕。为此,一是要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财政支持力度,更精准地服务于农机研发,扩大中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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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产品的有效供给,同时又要拓宽科研经费来源,构建“政府 + 企业 + 社会机构”多元参与的创新投

入机制,形成政府经费和社会投资互补局面。二是要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强政府、企业和高

校院所之间的产学研合作,通过优化科技创新与协同管理机制,加快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三
是要提高科技创新与生产需要的契合度,增强科技链与产业链之间的匹配度,既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促进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又提高农技推广能力与效率,促进农业机械化平衡发展。

以增强农业经营规模效益为重点,提高农业经营体系现代化水平。规模化经营是推进农业现代化

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发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扩大农业经营规模,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能够有效

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致富。但规模化经营并不是越大越好,而应使农业经营规模

处在一个合理的、适度的、最优的区间中,避免农业过度规模化经营,才能有效减少生产经营资源要素

浪费和风险的集中化 [25] 。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重在“提质”,要着力构建高水平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一方面要加强农民合作社之间的合作交流,探索“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的新型经营模式,提高农业发

展经营现代化水平;另一方面,既要抓“实”农业企业发展,增强企业资本的“人情味”,促进企业发展

和农业发展深度融合,又要抓“活”农民合作社建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
进农业合作社高质化发展。

(三) 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

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 [33] 目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坚持农村社会主义方向改革的经济基

础,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维持农村社会稳定的根本制度保障,其中农村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

制经济的重要形式,为农民增产增收提供了有力保障,是推动实现乡村振兴、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主

要力量 [34] 。为此,“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

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 [1] ,利
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完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管理机制,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一方面,要着

力解决政经不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的现象问题,进一步厘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两委之间的关

系,明确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村委会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职能,推
动三者关系从政经合一到独立运作转变。同时,要树立市场化意识,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治理

结构,进一步完善“三会”架构,避免内部人控制问题出现,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提
升对外经营的市场化水平,做大做好集体经济的“财富蛋糕”。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财务管理和监督,完善集体“三资”监管机制,通过培训等方式增强“三资”监管人员的专业性与责

任感,提高集体“三资”的使用效率,促进集体增收,同时也要优化集体分配机制,切好分好集体经济的

“财富蛋糕”。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赋能乡村振兴新活力,推动农村共同富裕实现。一方面,要继续完善

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六项权能试点工作,全面推进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权、收益权试点,有条件推进集体

资产股份有偿退出权、继承权试点,慎重推进集体资产股份抵押权、担保权试点,加快实现完整权能的

实质性赋权,充分释放改革红利 [35] 。另一方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是还权于民,要做好集体成员身份

确认工作,进一步确保集体收益按农户所持股份进行分配,维护和保障好农民的基本权益。同时,还要

再次明确股权设置的政策导向“应以成员股为主,是否设置集体股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民主讨论决

定”,充分尊重大多数农民的意愿和选择,努力探索是否设置集体股或集体股的合理占比,优化成员股

的收益空间。如此这般,利于提高深化改革质量,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实现。
激发农村集体经济内生动力,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均衡发展,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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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农民主体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充分借助新媒体等新形式,宣传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正

确思想,阐明个体富裕与集体富裕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而非相互排斥、非此即彼的关系,消除农

民的传统错误观念,提高农民对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思想认识和参与力度。同时,要通过党建引

领,推进基层民主,完善村规民约,不断增强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和集体责任意识,让农民更能深刻理解

到参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历史责任和获益价值,进而提高农民主动参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自觉

意识,以实现增强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目的。另一方面,既要对贫困乡村和薄弱的村集体经济进

行重点扶持,缩小不同村集体经济之间的发展差距,又要因地制宜,善于从各乡村地理位置、自然资

源、历史文化等综合因素中发现不同,利用其比较优势和创新发展,走出一条具有特色的村集体经济

发展之路,以实现农村集体经济均衡发展。由此,既能扩大农村集体经济总量,又能提升农村集体经济

质量,进而利于拓宽农民财富增收渠道,推进农村共同富裕实现。

六、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
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33] 既要城市繁荣,又要乡村振兴,城乡应是长期共生并存的发展关系,
这才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特征要求。要而论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坚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点解决“三农”发展难题,补齐“三农”发展短板。推动农村全面进步、农
业全面升级、农民全面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农村基本面,强化农村共同富裕的农业支柱作用,提升农

村共同富裕的农民创富能力,以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缩小城乡发展之间的差

距,进而有效推进“全民性、全面性、共建性、渐进性、共享性”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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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Problems and Practical Paths

ZHOU Wen, TANG Jiaocheng

( Institute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Solid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s not to eliminate the countryside, but to revitalize the countryside.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not only a key part of solid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but also the only way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
ty. Based on this, we should solidly promo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rural farmers, focus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respond to,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the new era. Rural devel-
opment is related to the fundamentals of common prosperity.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promote comprehensive rural reform,
solve the problems of rural governance, infrastructure and talent supply,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for rural wealth creation, and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gri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illar of common prosperity. We should vig-
orously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solve the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the “ three systems”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improve agricultural economic benefits. Farmers are the main force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We should develop
and strengthen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solve problems such a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and development momentum, and promote farmers to increase production and income. Only by solving the development problem
of “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 making up for the development shortcomings of “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can we make more obvious
substantive progress in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 rural
governanc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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