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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我们“乡村振兴系列报告”的第三篇，聚焦于乡村振兴这一战略如何

落地。2021 年国家乡村振兴局成立、《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颁布，标志

着这个将持续 30 余年的宏大战略大幕已徐徐拉开。我们认为，短期的工作

重心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做好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此后围绕乡村

振兴 20 字方针，重点在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有序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

落地，目前各项保障机制也正逐步完善。 

1. 乡村振兴战略分三步走，短期工作重点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

兴战略的目标：一是到 2020 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

系基本形成，重点是脱贫攻坚，目前已完成。二是到 2035 年，乡村振兴取

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三是到 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对摆脱贫困的县设置了 5 年过渡期，由

于 832 个国家级贫困县主要是在 2017 年到 2019 年摘帽的，未来两三年的

工作重心或主要在于巩固前期成果，守住防范系统性返贫的底线。 

2. 乡村振兴的重点在于“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产业兴旺方面，注重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以此提高第一产业的附加值率。

具体重点工作方向：一是保障粮食安全、打好种业翻身仗；二是推进绿色农

业发展；三是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包括农产品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开发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一村一品”和“一县一业”等。生态宜居方面，一

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如提高农村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的处理能力、继续推

动厕所革命、改善村容村貌等；二是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

自来水、能源和数字化基础设施等；三是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

对实现乡村振兴、避免农村人口空心化而言至关重要。 

3. 乡村振兴保障机制逐步建立。当前中国城乡之间在收入、基本公共服务等方

面都存在不小差距。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同步推进尽管并不冲突，但平衡

好乡村振兴所需要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与避免农村出现空心化，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乡村振兴的远期目标，是在 2050 年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用 30 年的时间去实现一个宏大目标，就需要一

些制度层面的保障。目前乡村振兴相关的保障机制已逐步建立，《乡村振兴

促进法》提供了法律层面的保障，并就政府所主导的财政和金融资源如何向

乡村振兴倾斜、如何保障乡村振兴所需的人才做了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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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我们“乡村振兴系列报告”的第三篇，聚焦于乡村振兴这一战略如何落地。2020年中国已全

面实现脱贫，2021年国家乡村振兴局成立、《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颁布，标志着这个将持续 30余

年的宏大战略大幕已徐徐拉开。我们认为，短期工作重心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做好与乡村振

兴的有效衔接；此后围绕乡村振兴 20 字方针，重点在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有序推动乡村振兴各

项工作落地，目前各项保障机制也正逐步完善。 

 

一、 乡村振兴“三步走” 

乡村振兴战略最早在 2017 年 9 月召开的十九大上出现。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

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成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七大战略之一。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三步走目标。一是到 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

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在一号文件确定的各项目标中，约束性最强的是“现行标准

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和攻坚脱贫的要求一样，目前

这一目标已实现。二是到 2035 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这具体

包括农业结构得到根本性改善、相对贫困进一步缓解、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等。三是到 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图表1 2020 年中国已实现全面脱贫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由此可见，虽然乡村振兴战略是在今年引起高度关注，但它早已在运筹帷幄之中了，与脱贫攻坚也

有着很好的融合。一方面，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在解决贫困问题后，乡村振兴目标可以比

单纯经济层面的增收更多元化，这和韩国从一穷二白中开始新村运动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乡村

振兴是脱贫攻坚的延伸，脱贫攻坚要解决的问题是绝对贫困，而乡村振兴是要缓解相对贫困和让农

民富起来。 

短期工作重点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从 2014 年的 6221 元提高到 2020 年的 12588 元，6 年时间增长了 102.3%，明显高于同

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 63.3%。但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跃升受各类

帮扶政策的影响较大。2017年到 2019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于工资性收入的

比例在 35%左右，比全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这一比例低了近 6个百分点，这折射出贫困地区农

村居民非工资性收入的比例更高。若各类帮扶政策较快退出，有可能出现规模性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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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于非工资性收入的比例高于农村整体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根据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 5年过渡期，做到“扶上马送一程”。

中国 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主要是在 2017年-2019 年摘帽的，因此过渡期内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任

务依然艰巨。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并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合理把握节奏、力

度和时限，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推动“三农”工作重

心历史性转移。 

图表3 中国 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主要是在 2017年-2019年摘帽的 

 

资料来源：国家乡村振兴局，平安证券研究所 

过渡期内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和推进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主要工作方向有四个：一是，加强对重点人群

的动态监测和政策帮扶。包括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及时发现和帮扶、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以及

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动态检测，实行分层分类帮扶。二是，和脱贫攻坚阶段相比，更注重就业帮扶

和产业扶持。统筹用好公益岗位，对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进行就业援助。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领域推广以工代赈方式，吸纳更多脱贫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就地就近就业。对有劳动能力的农村

低收入人口，坚持开发式帮扶，帮助其提高内生发展能力，依靠双手勤劳致富。根据国家乡村振兴

局领导的介绍，今年脱贫人口就业规模目标不少于 3000万。三是，推动相关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包

括易地搬迁后完善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在脱贫地区重点

建设一批区域性和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四是，加大对脱贫县乡村振兴支持力度。在西部地区

脱贫县中确定一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集中支持，支持各地自主选择部分脱贫县作为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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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乡村振兴战略如何落地？ 

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非常多元化，除了

经济层面的外，还包括生态、乡风和基层治理等。根据 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通过乡村振兴要“让

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这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韩对乡村振兴的定位相似。日本 1961 年实施的《农业基本法》，将农业政

策从原来的产业政策调整为社会政策，要完善乡村交通、卫生、文化等基础设施，改善生活、妇女

就业环境，提升农民福祉水平。推动新村运动的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说过，可以把新村运动称作为

一场追求更美好生活的运动。他的总统经济事务特别助理朴振焕在其著作中称，新村运动是“通过

参加建设村庄项目，开发农民的生活伦理精神，从而加速农村现代化的发展”。 

乡村振兴 20字方针中，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预计将是开展乡村振兴工作时的重中之重。一是，尽

管乡村振兴的目标非常多元化，但收入提高和生活环境改善是基础，而产业兴旺是农村经济内生性

增长和居民收入持续提高的前提。二是，参考日韩经验，它们乡村振兴的初期重心都是在改善基础

设施、加快农业现代化等方面。 

因此，我们这篇报告主要围绕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这两点，来分析乡村振兴怎么做。 

（一）产业兴旺 

2020 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 23.6%，只贡献了 7.7%的 GDP，与二、三产相比农业的生产效

率明显偏低，加快农业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韩国政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很重要的工

作就是推广种植高产量水稻和推动农业机械化，实现粮食增产。中国已经过了单纯追求粮食增产、

提高粮食自给率的阶段，产业兴旺的核心是要提高附加值率。 

图表4 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比例仍远高于它在GDP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从已发布的乡村振兴相关文件看，提高农业附加值率，注重两个融合。 

一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和完善利益链，让农民能够更多分享

产业增值收益。根据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将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和科技示范区建

设。 

在具体推进农业和二三产融合时，有几个大方向：第一，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支持主产区

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第二，重点解决农产品销售中的突出问题，加强农产品产后分级、包装、

营销、建设现代化农产品冷链仓储物流体系，以此更直接连接农产品和消费者，利润从原先的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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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主要分配给农民。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也着重强调了要加快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

物流设施建设工程。第三，和旅游结合，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第四，发展创意农业、

特色文化产业。近年国内也有不少地方政府，在推广“一村一品”。 

中国此前就有一二三产融合的经验。根据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发布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报告（2017）》，2017 年中国就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通过积极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强培训、强化用地保障、开展试点示范等，推动农业和二三产的融合，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017 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经营收入超过 6200 亿元，年接待游客 22 亿

人次。当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 12448.8亿，同比增长 39.1%；农村网点达到 985.6万家，同

比增长 20.7%，带动就业人数超过 2800 万人。 

图表5 中国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上已具有一定经验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平安证券研究所 

从日本乡村振兴经验看，促进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发展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早在 1971年，日本

就实施了《促进在农村地区工业发展法》，适当放宽了农地用途管理，鼓励制造业、运输业、仓储业、

包装业和批发业这五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农村投资建厂。此外，日本还推动成立以经济服务为核心

的农林渔协，鼓励农林渔协开办农产品加工厂，允许农林渔协开办医院、养老院、体育馆和文化馆

等。2010 年又实施《六次产业化及地产地销法》，鼓励农民开发、销售具有本土特色的农产品，以

此获得更高附加值。 

二是，“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在之前报告里，我们从日韩经验和中国人多地少这一客观事实出发，

认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者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可以协同推进。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

明确指出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中华人民共

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第七章为“城乡融合”，县级人民政府在推动城乡融合时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号文件第十九条专门部署“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核心内容如下：第一，强化统筹谋划和顶

层设计，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弊端，加快打通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性通道。第二，

统筹县域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基本农田、生态保护、城镇开发、村落分布等的空间布局，

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第三，加快小城镇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挥小城镇连接城

市、服务乡村作用。第四，推动在县域就业的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增加适应进城农民刚性需求的住

房供给。 

根据一号文件，两个“融合”也有“融合”之处：第一，依托乡村特色资源优势，打造农业全产业

链，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城。第二，立足县域布局特色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建设现代农

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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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城乡融合要以县域内为重点呢？我们认为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避免农村快速空心化。人口

七普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 4.9 亿，比 2019 年抽样调查得到的结果 2.8 亿提高

了 75%。大量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没有生活在户口所在地，在外工作、求学。县域内城乡融合后，

老家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分人可以选择回老家，生活在农村但是在小城镇或者县城工作，缓和

农村地区老龄化、留守儿童等空心化问题。二是以县域为单位推动城乡融合，规模适中，统筹各项

规划和执行工作推动起来沟通成本低。三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县城相比城镇有更集中的公共服务，

县城房价相比于地级市又更低，因而县城通常是农村人口进城的第一选择。县域内城乡融合能够有

助于解决农村人口进城找不到工作、住房供应不足等问题。 

图表6 七普数据显示的人户分离人口规模 远高于抽样调查得到的结果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对农业来说，推动“产业兴旺”，重心就是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参考乡村振兴的相关文件，预计以下

几个重点方向将获得更多政策支持。 

 1、保障粮食安全，打好种业翻身仗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 0.09公顷，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2016年中国

粮食产量开始缓慢增长， 2018 年还减产了 0.56%。2020 年中国粮食产量为 6.70 亿吨，进口粮食

1.43 亿吨，出口粮食 354万吨。如果用粮食产量/（粮食产量+粮食进口量-粮食出口量）来衡量粮食

自给率，那么 2020 年中国粮食自给率为 82.8%。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在逆全球

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时候更是如此。 

乡村振兴中，保障粮食安全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中之重。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把“提升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列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第一条，并且明确了地方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未来要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

产保护区建设，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十四五”时期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要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高单产水平。为了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要稳定种粮农民补贴，

让种粮有合理收益；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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