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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领导中国人民不懈地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业大国，中

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和最广泛最深

厚的基础都是在农村。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以大历史观

系统论述了加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意义、基本内

涵和制度保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为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提供

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演进

小规模家庭经营是中国农业的本源性制度。自战国时

期逐步发展出以精耕细作、自给自足为主要形式的小农制

度后，这一体制已延续了两千年之久。鸦片战争后，中国被

西方列强侵略、纳入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新

体系，陷入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黑暗境地，开始走上被动

式的“应变性现代化”道路。农业发展出现无增长的“内卷

化”，传统乡土社会解体，地主阶级主宰了农村的经济与政

治。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

持“走自己的路”，带领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走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最终推翻封建专制几

千年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但 1949年的中国人均占有粮

食只有 209 公斤，文盲率约 80%，人口预期寿命仅为 35 岁，

“一穷二白”，百废待兴。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

改革、全面确立了土地小农所有制。上世纪50年代，党在过

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总目标，随

后全面实施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户籍管理制度以及人民

公社体制，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保障工业化

的原始积累来源，顺利推进工业化进程。到 20 世纪70 年代

末，新中国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但这种以

工业化为导向的一元化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造成工农业严

重的不均衡增长，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严重扭曲，城乡二元

结构矛盾突出。1978 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总产值分别约

是 1952 年的 12 倍和 3 倍，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高达

84.2%，农业劳动力仍占总就业劳动力的70%，城市化率仅有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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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不懈探索中国特色的新型农业

现代化道路

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强调社会

主义必须摆脱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看到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耕

地少的两个重要特点，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解决农村问

题。他构想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三步走”战略，首先摆脱贫

穷落后状态，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到21世纪中叶达到

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后被写入了党的十三大报告。

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续写了“三步

走”战略，提出21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

年翻一番，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党一

百年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建国一百年

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新世纪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向后期的过渡阶段，2003年，胡

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首次指出,必须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7年党的十七大

报告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

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

化道路，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

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

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历史重大

判断，并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走“中国式”农

业农村现代化之路的行动指南。2021年，中国农业在GDP

中的比重降到7.3%，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4%，城镇化之

势不可逆转。针对社会上存在的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困

惑乃至怀疑，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上强调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农业、农村、农

在福建，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队可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程机械化服务。资料图

理论前沿44



中国合作经济

民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社会主要矛盾

的集中体现，要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

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

树立大食物观，牢牢守住“粮食安全”主动权。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

须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首要任务，主产

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要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同时

他也指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树立大

食物观，要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

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

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

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分区、分类推动乡村振兴。针对

当前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不平衡的突出短板，习近平

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县域作为城

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中国幅员辽阔，县域的区位条

件、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差异大，当前中国的县域

经济发展大体形成了大中城市辐射的城镇化区域、大宗农

产品生产为主的传统农区和纳入国家生态保护功能区等三

大类地区。以县域为载体推动乡村振兴，应从当地的实际

出发，分类、分层次扎实推进。在工业化、城镇化相对发达

的县域，应加快建设县域现代产业体系，率先实现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在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产区的县域，应不断加速

农产品全产业链建设水平，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农民就

地就业；在国家生态功能区的县域，应以绿色发展为引领，

促进“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

新产业和新业态，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缩小城乡差

距。

加快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现代化的本

质是人的现代化，小农户经营将在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这

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当前留在农村务农

的小农户存在老龄化、低学历化、兼业化以及土地经营超小

规模化等突出特点。实现小农户的现代化转型、促进农民

全面发展是走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重中之重。

应继续坚持深化农村改革，加速培育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有效发挥其社会分工下的规模效应、劳动替代效应和

技术效应，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同时不断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加速

小农户的非农化转移和城镇化进程。

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党领导下的乡村“三治融合”治

理机制。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以新发展理念统领发展全局，

是“中国式”现代化一次新的发展观的革命，探索构建基层

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为本、法治为基、德治为辅的“三治融

合”乡村治理机制，不断强化农民的主体性参与，是中国式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和组织保障，通过践行“三治融

合”，真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

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目标，全面提升农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特色农业赋能农户增

收长效机制构建研究”（21&ZD091）阶段性成果）

在农村在农村，，小麦收割基本已实现机械化收割小麦收割基本已实现机械化收割。。资料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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