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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特征与工程化路径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课题组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125）

摘　要：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该研究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全面分析了中国

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演进逻辑，明确了内涵要义，分析了基本特征，探讨了推进路径，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表

明，加快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三农”历史逻辑的必然选择，是党的“三农”理论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践逻辑的必然要求。从内涵特征分析，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有农业农村现代化

普遍具有的农业竞争力强、乡村多功能性强、城乡融合水平强和支持保护力度强等共同特征，也具有鲜明的国情特征、

制度特征、任务特征、时代特征、路径特征和本质特征等中国特色。推进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要以工程项目为抓

手，实施稳产保供固本工程、乡村产业全链工程、和美乡村建设工程、乡村生态循环工程、乡村文化赋能工程、科技创

新攻关工程、农民收入提升工程等。研究可为推动“三农”工作及工程化推进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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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党中央把农业农村现代化摆在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将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充分肯定

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成就，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年底召开的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继续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已成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其研究

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中国特色”历来是现

代化研究的关键视角，在农业农村领域尤其如此。研究

拟聚焦“中国特色”，从历史探索、理论演进、实践需

求等维度去探究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演进逻辑，

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特征，为推

动“三农”工作提供理论支撑。

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议题，学者们从不同

视角探讨了其演进逻辑[1-2]、内涵特征[3-5]、工程技术[6-7]、

评价体系[8] 等内容。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演进特征，

学者们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三农”发展特征等角度

分析了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形成三阶段[1,4]、

四阶段[9]、五阶段[10] 等判断，其中主流观点是三阶段划

分，即 1949—1978年为第一阶段，主要学习苏联经验；

1978—2012年为第二阶段，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并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建设；2012年以后进入第

三阶段，全力打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特别是党的十

九大以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纵观各历史时期，“三农”实践探索各有侧重、具有鲜

明的时代特色，同时又一脉相承、递进跨越，推动中国

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向纵深发展[11]。

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学者们进行了诸多研

究。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基于中

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解放农村生产力、优

化农村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12-13]。从内容论的视角看，

叶兴庆等[8] 认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村

现代化的有机耦合，农业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的基础，

农村现代化则是农业现代化的依托[14]；高杰等[2] 认为，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促进农业、农村、农民全方位现代化，

即促进农业生产方式、农村发展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的

现代化；李明星等[15] 认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乡村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全面提升。从过程论的视角

看，综合韩长赋等[16-19] 学者观点，农业现代化主要包括

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化学化、工厂化、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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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规模化、绿色化、融合化等，促进传统农业转

变为现代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是指乡村建设问题，加

强城镇化建设，促进与现代社会协调发展[3]。综合陈锡

文等[20-21] 学者观点，农村现代化主要包括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农村环境整治、村庄治理、乡村文化传承等，农

业农村现代化是以粮食安全为核心、以小农户发展为主

体，通过科学技术和制度变革促进农业增产增收，并通

过多样化的道路维持农村社会的延续，不断促进其与现

代社会协调发展的过程。

具体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特征，综合蓝红星等[1,8] 等

学者观点，从目标特征看，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农富国

强”的现代化；从现实特征看，是“大国小农、人多地

少”的现代化；从路径特征看，是“四化同步、一体推

进”的并联式现代化；从文明特征看，是赓续中华农业

文明的现代化；从治理特征看，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现代化；从任务特征上看，是物质基础、科学技

术、经营管理、环境保护、思想观念、治理体系等方面

全方位的现代化。

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路径，从农业工程发展的

宏观视野，蒋和平[18]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提出农业产

业升级工程、乡村人才培育集聚工程、乡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程、农村文化现代化建设工程、乡村社区发展治理

工程等七项促进工程；朱明等[6] 基于系统论和工程管理

理论，提出了 “四全”管理方法体系，并分析了农业工

程管理的关键环节，提出强化农业工程顶层设计、部门

分工、立法建设、监督评价的具体建议。范贝贝等[22-23]

学者从微观视野重点关注了具体的农业农村基本建设与

工程设施，提出通过农业机械化工程、农业水土工程、

绿色低碳技术等技术集成应用与产业服务工程促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发展。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演进逻辑和内涵特征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探讨，为本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但是仍存在一定的不足： 第一，

现有文献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内涵的探讨，多采取内容解

构的方式研究其具体的内涵，较少从演进逻辑方面追根

溯源，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来理解和阐释中国特色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研究也相对较少；第二，已有的中国特色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演进逻辑，多从历史视角进行分析，

对理论发展和实践要求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对农业演进

研究较多，对乡村发展建设关注较少；第三，从其特征

分析来看，现有文献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共性特征和中

国特色的分析不足，有待于进一步厘清。

鉴于此，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该文首先梳理了中

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

辑，探究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及特征，并据

此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不断深化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认识。 

1　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演进逻辑

如表 1所示，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产生、发

展经历了艰辛的探索过程，集中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

共同智慧，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

逻辑[24]。
 
 

表 1    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演进逻辑梳理

Table 1    Evolution logic combing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演进逻辑
Evolution
logic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历史逻辑
Historical
logic

农业是工业化物质积累的主要来源，三农为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农村率先发起改革，“三农”为中国经济腾飞发
挥了重要助推作用。

农村是全面小康的主战场，“三农”为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迈进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

理论逻辑
Theoretical

logic

代表性理论有论十大关系、农业的根本
出路在于“机械化”等。

代表性理论有“两个飞跃”、“两个趋向”等。
代表性理论有农业农村现代化、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等。

实践逻辑
Practical logic

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农村土地集体所
有制；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恢复和

发展农业等。

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取消统购统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农村劳动力等资源要素转移推动工业化、
城镇化等。

全力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全面打
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

“三农”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发展生产力、
处理农民与土地关系、农民增收等关系国计民生和长治久安的重大关键问题。

 
 

1.1　历史逻辑：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三农”

发展历史进程的必然选择

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经历了学习借鉴和探索形

成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学习苏

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现代化推进机制。

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奠定

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所有制基础。以农业机械化、水利

化、化学化和电气化为重点，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依

托人民公社兴办公共事业，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形成

了城乡分割、以农补工的体制。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逐步确立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推

进机制。小岗村“大包干”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通

过农村改革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

放了农业生产力，直接推动人民温饱问题的解决。借鉴

欧美和日韩经验，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条件建设，发

展以“六个用”（即：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

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

代经营方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

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农业，推进农

业产业化。确立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取消农业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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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农业补贴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城乡关系逐步

从以农补工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统筹转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立了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背景下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机制。全面打赢脱贫攻

坚战，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经营体系为重点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启动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和乡村建设行动，深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迈入新时代新征程，将世界现代化一般规律与国情

农情民情相结合，初步确立了在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的

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机制。党的二十大

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蓝图，“三农”

发展迈上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经过一

代代接续奋斗，中国基本走上了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

化道路，这是对中国“三农”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是

历史的必然。 

1.2　理论逻辑：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党的“三农”

理论创新指引的必然结果

党的“三农”理论不断创新发展，将“三农”发展

一般规律同中国国情农情民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

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

东要求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等十大关系，提出了农业的根

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等重要观

点，确定了 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尤其

是毛泽东从城乡关系以及农民全面发展的宏观视角审视

农业机械化，打破了仅从生产手段角度看待机械化的局限。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作出

“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重要论断，鲜明揭

示了农业现代化的动力活力；提出“两个飞跃”（第一

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

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

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重大理论创

新和制度创新，将马克思农业合作化理论与中国小农户

众多、生产力不发达的国情相结合，指明了符合中国实

际的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方向。江泽民指出发展农村生产

力的核心是建设现代农业，重点推进科教兴农、加强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乡镇企业、调整产业结构。胡锦

涛作出了“两个趋向”（第一个，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

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

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第二个，在工业化达

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

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

向）的重大论断，这是党对新形势下工农城乡关系在思

想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新型城乡关系的理论基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就

“三农”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首次提出农业农村

现代化概念，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范畴，包括“物”

“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一系列

重要会议上，深刻论述了农业强国的内涵要义、目标任

务、建设路径等重大理论问题，是党“三农”理论创新

的最新成果，为世界现代化理论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1.3　实践逻辑：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

党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

重，坚持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摆在首位，以解放和发展

农村生产力为重点，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为主线，

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中心任务，推动“三农”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事实证明，中国特色农业

农村现代化道路走得通、行得稳，是经过中国“三农”

伟大实践充分检验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破解了“三

农”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导致贫

富分化、物质主义膨胀、乡村传统文化衰退、投入品过

量施用、乡村生态环境破坏的老路，开创了世界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国必先强农，

农强方能国强[25]。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

化就是不全面的。新征程上，“三农”工作依然极端重

要，仍然需要沿着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唯一正确

道路坚定不移地奋力前进，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时代要求。 

2　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特征

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

成和重要根基，是基于中国国情农情民情、富有鲜明中

国底蕴内涵的现代化，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农业

农村领域的具体表现。从内涵上看，中国特色农业农村

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围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目标，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头等大事，以巩固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为基石，以科技与改革为动力，赓续农耕文

明，大力发展生态低碳农业，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

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农业、

农村、农民全体全面现代化。从特征上看，中国特色农

业农村现代化，既有世界“三农”发展的一般特征，又

在国情农情、目标路径、重点任务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中

国特色。 

2.1　共同特征

西方发达国家基于各自的资源禀赋、政治体制、社

会经济和文化状况，走出了不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但从结果看，均实现了农业竞争力强、乡村多功能性强、

城乡融合强和支持保护力度强等。

1）农业竞争力强

农业竞争力强是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主要表现为六高：一是供给保障水平高。世界上的农业

强国普遍具有较强的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2020年，美

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德国和丹麦的粮食自给

率分别达到123.16%、184.81%、209.67%、215.73%、104.23%
和 112.53%[26]。二是科技装备水平高。世界农业强国的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大都达到了 80%，主要作物和畜禽

品种每隔约 10年就有一次大的更新换代。主要作物生产

和畜禽养殖的全程机械化率普遍在 90%以上[27]。基因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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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集成应用，环保农业、数字农业、

智慧农业也都加速发展。三是经营主体能力高。世界农

业强国的农民普遍具有较高学历和专业技能，涉农公司、

农场、合作社、科研机构和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有效的

联结机制，组成了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产业组织，实

现生产经营的专业化、社会化、市场化和高效化，提高

了市场竞争力。四是产业韧性高。世界农业强国的农业

产业体系较为完备、产业链条较为健全，农业、涉农制

造业、涉农服务业深度融合，具有较强的市场适应力、

控制力和应对外部干扰、抵御风险冲击能力。五是劳动

生产率高。按照 2019年数据，世界农业强国的农业劳动

生产率一般在劳均农业增加值 5万美元/人以上，大大高

于世界平均水平 0.4万美元/人[26]。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不

仅提高了农业经营主体的收入水平，也增强了农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六是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利用水平高。世界

农业强国都具有较强的规则制定权、产品定价权和资源

掌控权，世界四大粮商控制的粮食交易量占世界的一半

以上，拜耳、科迪华、利马格兰等集团在全球种业市场

占据垄断地位[28]。

2）乡村多功能性强

从世界农业强国的发展历程来看，乡村功能总体上

经历了从“生产主义”阶段到“后生产主义”阶段再到

“城乡等值化”阶段的演进。二战后，提高粮食供应能

力是各国的急迫需要，农村的首要功能是保障农产品特

别是粮食生产。随着粮食问题的逐步解决、城镇化的发

展以及环保思潮的兴起，社会对精神文化产品、生态产

品的需求快速增长，乡村的文化传承、休闲观光、生态

保育等功能大幅凸显，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迅速发展，

乡村空间及要素逐渐商品化为旅游休憩地区。进入本世

纪后，发达国家站在城乡等值的角度审视乡村，愈来愈

注重城乡功能的互补，乡村的多元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

彰显，乡村不仅成为多元产业的承载地和城乡居民共同

的居住休憩场所，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的重要载体[29]。

3）城乡融合性强

世界各国在“串联式”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都经历

了工业发达和农业落后并存、城市繁荣和乡村凋敝并存

的阶段，期间，城乡关系的调整直接影响了现代化的实

现程度。欧美国家、日本、韩国等在工业化、城镇化后

期，及时调整工农城乡关系，提出“城乡等值”理念，

实施“乡村更新”“农村振兴”“新村运动”等举措，

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积极推动二三产业下乡，

促进农业农村迎头赶上，形成了城乡良性互动、互融互

促的格局。而菲律宾、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则在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中忽视了乡村发展，未能有效破解二元结构，

导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27]。

4）支持保护力度强

世界农业强国在“串联式”的现代化过程中，高度

重视对农业农村发展提供高度补贴和支持。在农业发展

方面，为对冲农业比较利益下降的不利局面，发达国家

采用生产者支持、消费者支持和一般服务支持等方式，

提高农业产业的竞争力。2017—2019年，韩国、日本、

美国和欧盟农业支持总量（Total Support Estimate）占农

业生产总值的比率分别为 59%、56%、26%和 26%[30]。

在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乡村出现衰落，发达国家实施

了乡村基础设施、公共社会事业建设、资源与生态环境

保护等领域财政支持计划，例如英国实施了“英格兰乡

村发展计划”，以建设富有活力和独具特色的乡村社区。

德国提出了“整合性乡村地区发展框架”，整体推进乡

村基础设施改善、农业和就业发展、生态环境优化、农

村社会和传统文化保护等，让农村居民能够享受到与城

镇同等的生活条件、便捷交通、就业机会，以及独特的

乡村生活品质，以此推进农村成为吸引力强、生态美好、

生活宜居、活力四射、可持续发展的地区。 

2.2　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后发型现代化，是在总

结发达国家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国家

制度根本要求，立足资源禀赋、历史文化、时代要求等

的现代化，具有鲜明的国情特征、制度特征、时代特征、

任务特征、路径特征和本质特征等六项特征。

1）依靠自己力量端牢饭碗是国情特征

中国是拥有 14亿人口的大国，每天要消耗掉 70万 t
粮、近 10 t吨油、190多万 t菜、23万 t肉，大体相当于

克罗地亚、乌拉圭这样四五百万人口国家一年的消费量。

而且，随着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未来较长时期内

食物需求仍将刚性增长。如此巨量的食物需求，远超国

际市场贸易量。这就决定了我们只能而且必须依靠自己

端牢饭碗[29]。

2）双层经营体制是制度特征

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表明，在中国 2亿多农户中，

有 98%以上是小农户，若以 70%城镇化率计算，全国

农民仍有 4亿多人生活在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是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需

要长期坚持。资源禀赋、经营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决定了我们既无法走美加澳大农场、大机械的路子，也

不可能采取日韩靠高补贴维持小规模农户高收益的做法。

需要通过健全扶持小农户的政策体系，完善双层经营体

制，抓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提升专业化社会服务能力，形成中国特色的农业适度规

模经营，实现小规模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3）发展生态低碳农业是时代特征

生态低碳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大方向，是美丽中国建

设的必然要求，也符合世界减碳低碳的发展潮流。我们

的祖先在人与自然共生、亲和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宝

贵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哲学思想，二十四节

气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留下了云南哈尼梯田、

江苏兴化垛田等农业文化遗产。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需要传承好崇尚自然的悠久传统，妥善处理好产业发展、

生活提升与保护生态的关系，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实现乡村生产、生活、生态良性循环，让中国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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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村现代化更加惠及国民永续发展。

4）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任务特征

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乡村产业，推进乡村建设，千方百计

增加农民收入，不断改善农民物质生活条件，增强发展

的普惠性、成果的共享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

面要赓续农耕文明，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重，

保护好传承好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脉。同时，还要不

断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让广大农民自信自强、振奋昂扬，精神力量充盈，

实现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25]。

5）并联式发展是路径特征

从“三农”外部看，通过上述世界农业强国发展历

程发现，其大多走的是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

化依次发展的串联式道路。作为后发国家，任务的多重

性、时间的紧迫性决定了中国需要走叠加发展的并联式

道路，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区域协调”“城乡融合”

等具体战略举措。从“三农”内部看，农业现代化、农

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也是并联推进的，农业是本体，

农村是载体，农民是主体。在 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

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等都反映了目标多元、

任务重叠的特征。总之，并联式发展既要确保农业农村

现代化在“四化同步”中不掉队，又要实现农业农民农

村全体全面现代化。

6）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本质特征

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只有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方向正确，道路

才能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党领导下

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

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在科学理论的指引

下，党将全党全社会力量凝聚起来，形成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磅礴伟力。新征程上，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同样关键在党，必须坚持党领导“三农”工作原则不动

摇，为“三农”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3　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工程化路径

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内涵十分丰富，是一项系

统工程，不仅需要理念上、制度上和路径上的创新，也

需要种业工程、生态工程、机械化工程、能源工程、信

息化工程等工程技术支撑，在推进过程中，需要根据其

内涵特征，明确其核心要素和特点，如图 1所示，以工

程化思维破题，以项目化路径实施，确保中国特色农业

农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3.1　稳产保供固本工程

基于依靠自己力量端牢饭碗的国情特征，保障粮食

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首要任

务。要推进工程、农艺、农机措施相结合，加快实施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东北黑土地保护工程。加强种

业创新，建立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突破农业关键核心

技术。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发展现代粮食储备，建

立多元联动储备机制，提升储备效能。利用各类资源发

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利用国际市场

资源，强化多双边农业合作，推进粮食进口多元化和优

势农产品出口。 

3.2　乡村产业全链工程

基于农业竞争力强、农业多功能性强的基本特征，

发展现代乡村产业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中之重，

要遵循世界发展一般规律。要依托特色资源，延伸产业

链条，开发多元价值，全链条推进乡村产业升级。优化

乡村产业布局，形成“一县多业、一镇多特、一村多品”
格局。提升县域产业承载能力，引导企业下沉，打造城

乡联动的产业集群。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工程，减少

产后损失，提高质量效益。培育精深加工企业，丰富加

工产品种类。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打造各具特色的农文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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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内涵特征与工程化路径的联系

Fig.1    Connection between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ngineering path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3.3　和美乡村建设工程

基于城乡融合性强的基本特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必须加快补齐乡村

建设中的短板。要优化提升乡村空间布局，实现“多规

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全覆盖，加强乡村建设风貌管

控。重点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农村住房安全质

量水平，提高农村交通通达深度和安全水平，以及提升

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强调提升农村教育质量，推进

健康乡村建设，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重点攻关寒

旱地区农村改厕技术，推广适合农村特点的垃圾分类和

资源化利用方式，推动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在有

条件的地区率先建设数字乡村工程。 

3.4　乡村生态循环工程

基于发展生态低碳农业的时代特征，生态、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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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要协同推进减碳、

降污、增绿、发展。减碳重点是生态脆弱地区推行清洁

生产，完善节水、节肥、节药技术和激励约束机制。降

污重点是治理农业面源污染，资源化利用畜禽粪污和秸

秆，加强土壤和地下水保护，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和

水系连通建设。 增绿重点在开展防护林、风景林、康养

林等乡村生态网络建设。发展绿色经济重点是建立农业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

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3.5　乡村文化赋能工程

基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任务特征，优秀

农耕文化作为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鲜明标签、思

想源泉和文化软实力，有待于进一步挖掘传承。要通过

宣传、教育、培训等方式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将其作为铸魂工程深入实施。加强农耕文化和乡

土文明的挖掘、传承、融入、培育和保护，保护特色民

族村寨。厚植优秀农耕文化蕴含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

道德规范，加强对农耕智慧和精髓的展示传播。打造一

批特色文化活动品牌，统筹县乡村文化娱乐产品供给标

准，创新开展村晚、村歌、村运会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工程。 

3.6　科技创新攻关工程

基于农业竞争力强的基本特征，科技是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必备利器。要加强农业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建设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企业创

新中心，进一步加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

强化农业科技创新资源力量整合，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

环节，加快研发与创新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及产品。逐步

建立真正管用能用的农业技术集成创新平台，打通技术

研发应用全环节，促进前端研发、中端熟化、后端推广

一体发力。建设一批分布式科技服务站、科技小院、专

家大院、田间学校等农业科技服务基地。 

3.7　农民收入提升工程

基于支持保护力度强的基本特征，以及双层经营体

制的制度特征，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心

任务。要深化农民职业教育改革，扩大农民学员规模，

创新设立面向农民的技能大赛，培育“农创客”“田秀

才”和“经纪人”。提高农民对数字化“新农具”的使

用能力，培养“数字新农人”，培育新型农村电商人才。

顺应农民转移就业新趋势，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权益。

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逐步提

高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缩小城乡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差距。 

4　结论与建议
 

4.1　主要结论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研究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全面分析了中

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演进逻辑，明确了内涵要义，

分析了基本特征，探讨了推进路径，并提出相关政策建

议。研究表明，加快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

“三农”历史逻辑的必然选择，是党的“三农”理论逻

辑的必然结果，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践逻

辑的必然要求。从内涵特征分析，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

现代化，既有农业农村现代化普遍具有的农业竞争力强、

乡村多功能性强、城乡融合水平强和支持保护力度强等

共同特征，也具有鲜明的国情特征、制度特征、任务特

征、时代特征、路径特征和本质特征等中国特色。推进

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现代农业科技与装备支

撑，特别要发挥现代农业农村工程的作用，实施稳产保

供固本工程、乡村产业全链工程、和美乡村建设工程、

乡村生态循环工程、乡村文化赋能工程、科技创新攻关

工程、农民收入提升工程等。 

4.2　政策建议

推进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立足内涵特征，

突出工程化推进路径，构建完善任务体系、工作体系、

政策体系、制度体系。

1）聚焦内涵要义，突出重点任务体系。立足中国特

色农业农村现代化“四强、六特”的内涵特征，把保障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作为推进中国特色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头等大事，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

重中之重，发展生态低碳农业作为底色底盘，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作为应有之义，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

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明确战略目标、重

点与路径，进一步聚焦重点、聚集资源，加快对全国

“三农”工作的统筹推进。

2）聚焦合力推进，建立完善工作体系。坚持党领导

“三农”工作原则不动摇，加快健全中央统筹、省负总

责、市县抓落实、社会动员、农民参与的工作机制。坚

决落实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要求，全

面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省委书记负总责，做好顶层设

计，市县两级承上启下的作用，推动市县两级把“三农”

作为工作重点，乡镇和村组织党委书记落实落细工作部

署。加强督促检查，以考核督察推动工作落实、政策落

实、任务落实。

3）聚焦要素保障，创新创设政策体系。落实“四个

优先”政策，强化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的支持。加

大财政支农力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利用地方政

府债券支持乡村振兴，提高种粮主体和产粮大县的补贴。

引导金融社会资本投入，制定资本下乡准入负面清单和

正向激励措施，改善农村营商环境。出台农业农村现代

化用地政策指南，保障乡村发展建设用地。培育优秀乡

村治理人才，完善引育和激励机制，鼓励人才下乡、返

乡、入乡，推动乡村人才全面振兴。这些措施将有助于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4）聚焦城乡融合，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加快破除制

度壁垒，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为加快中

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按照

“四化”同步的要求，发挥工业化的引领带动作用、城

镇化的支撑聚合作用、信息化的赋能驱动作用，推动形

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以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创新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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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

的重要切入点，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

县域城乡规划建设，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推动县域资源

要素优先向农村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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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ngineering path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 Team of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Planning and Engineer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Planning and Engineering, MARA, Beijing 100125, China)

Abstract: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have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This paperstudy comprehensively aims to analyzed the evolution logic of Agricultural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Clarified  itsThe  connotation  was  also  clarified  to  determine,  analyze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explored  tThe  promotion
engineering path was explored, and put forward to proposed the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olicy decision-making on
the  modern  agriculturerecommenda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ccelerating  theever-increasing  agriculture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was an inevitable choice in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ree rural” in China, a A
necessary solution wasresult of from the Party's theory of “three rural”, and aA necessary requirement was fully meet forin
the  practical  logic  of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ized  country.  From  the  analysis  of  According  to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gricultural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ot  only  halso
shareda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feature, such as strong agricultural competitiveness, strong rural multi-functionality, high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strong support protection, but also. has The distinc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cluded such
as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task  characteristics,  era  characteristics,  path  characteristics,  and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Specifically,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s  was  relying  on  our  ownthe  source  strength  to  secure  our
ownthe rice bowl., the The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is were the double-layer management system , the era characteristics is
were  developing the  ecological  low-carbon agriculture,  the  task  characteristics  is  were  coordinating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he path characteristics is were parallel development, and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is were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ngineering path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s were thea systematic projects with rich connotation, which it was not only needscessary for the innovation in
concept, system and path, while but also needs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support, such as seed industry engineering, ecological
engineering,  mechanization  engineering,  energy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t  was  required  for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support,  in  order  Tto  promote  th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oder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support are needed, especially Especially, there was the role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rural engineering, such as stable production and supply project, the rural industry whole chain project,
harmonious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project,  the  rural  ecological  cycle  project,  the  rural  cultural  empowerment  project,  the
farmer  income  enhancement  project,  and  as  well  as  th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ject.  This  study
finding  can  als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o  promoting  promote  the  work  task  of “ three  rural”   and  engineering
promotion.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evolutionary  logic;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engineering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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