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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与破局：乡村振兴的动力转换与实现路径∗

董 　 玮　 　 　 秦 国 伟

摘　 要：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传统动力制约的瓶颈，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农业部门剩余价

值率、农业部门利润率长期偏低，亟须完成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核心的新增长动力的转换，重构乡村生产力布

局、重组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重塑城乡关系与工农关系。 应从政府和市场双重角度，以改革创新强化制度性供给，
优化公共资源、社会资源及制度资源的配置方式，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部

门利润率，摆脱农业发展的低水平均衡，实现乡村发展动力转换和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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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在工业化的辐射带动

下，以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水利化作为发展的主要动力。
随着我国逐步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农业机械化、化学化、电气

化、水利化基本完成。 随之而来的是农业污染、食品安全、增
收乏力、农村凋敝等问题不断显现，反映出旧动力在应对新

矛盾上的乏力。 当前，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财政增收的压

力逐步加大，财政支持农业农村的力度虽然不减，但增幅逐

年放缓，依靠财政资源投入的“输血式”振兴也面临压力。 农

业农村的发展与振兴必须寻求新的内生动力，谋求一种自身

的内生式发展，从而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乡村发展的动力演进与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１．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发展的动力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发生了多次变

换。 从动力来源及可适环境的匹配性来看，我国乡村发展动

力演进①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一是 １９７８ 年至 １９８８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推动乡村发展的主要动力。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提

升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效率，解决了粮食产量问

题，加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村经济得到初步发展。 二是

１９８８ 年至 １９９８ 年，伴随着农村改革红利的消减，农业机械化

水平、化肥农药利用率大幅提高，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显著，专
业合作组织发展、自发性土地流转推动农业生产经营向市场

化、规模化、产业化转变，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体制的

完善进一步加快了乡村发展建设。 三是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３ 年，
国家大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但实施粮食顺价销售未带来

显著成效，粮食流通体制回归市场化，农产品市场体系初步

建立，小农村社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 后，中国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 在国际市场的

压力下，中国农业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推进。 四是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１２ 年，我国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粮食价格由市场供求

关系决定；政府加大财政支农力度，逐步减免农业税费，并进

行种粮直接补贴，实行农业价格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

幅提升，农产品产量、农民收入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农业投入

要素随之快速积累。 与此同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建立

并逐步完善，逐渐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 五是 ２０１２ 年

至今，实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完善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

权权能，提高了农村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了农业实现

适度规模经营。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大，农村公共事业稳步

发展，乡村居民福利水平显著提升，生产方式的转变改善了

乡村生态环境。 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农业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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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政策指向不断精准化，我国逐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

村振兴道路。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

展，乡村向城市输入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乡村地区人口

结构、经济结构、地域空间格局不断发生变化，加剧了城乡的

不平衡发展以及农业农村的不充分发展。 现阶段，需要发掘

乡村新的发展动力，重构乡村生产力布局、重组经济社会发

展要素、重塑城乡关系与工农关系，依托工业化、城镇化的外

部支持与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交互作用，构建乡村发展的内

生动力机制。
２．现阶段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困境

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新旧动力转换正面临着一系列新形

势、新任务、新要求与现实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与

困境，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任务与当前农业发展动力不足之

间的矛盾。 ２０１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提出：“综合考虑国内资源

环境条件、粮食供求格局和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实施以我为

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

全战略。”同时，该意见强调要更加注重农产品品质和质量安

全，更加注重农业可持续发展。 然而，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
产业结构转型时期，农产品价格提升空间收窄，农民家庭经

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速下降，农民稳定增收难度不断加

大；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水平和农业综合生产效益仍然较低。
２０１７ 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为 ４６３０ 美元，仅为日本的

１１ ５％、美国的 ９ ２６％。②我国农业生产规模相对分散、产业

结构相对单一，农业发展动力不足。
（２）国际贸易形势转变与我国农业传统农业产业竞争力

不足之间的矛盾。 在国内外农产品市场深度融合的趋势下，
我国农业生产成本日趋攀升，主要农产品国内外市场价格倒

挂，部分农产品进口量逐年增加，传统优势农产品出口量逐

年减少。 与此同时，一些农产品面临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
大豆供需缺口逐渐扩大，玉米产量增速超需，部分农产品库

存积压，有竞争力的优质专用农产品供给不足。 我国农产品

加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 ２ ３ ∶ １，与发达国家的

３ ７ ∶ １相比差距较大。③结构调整存在生产和经营惯性，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仍是短板。

（３）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就业与农村发展人力资本不足

之间的矛盾。 ２０１８ 到 ２０１９ 年，我国乡村就业人员减少 ９４３
万人，城镇就业人员增加 ８２８ 万人。 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对

ＧＤＰ 的贡献率降低了 ０．３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对 ＧＤＰ 的贡献

率上升了 ２．４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６ 年年末全国乡村实用人才总

量接近 １９００ 万人，占乡村就业人员总数的比例不足 ５％。④

当前，乡村人才梯队出现断层，单一生产型人才占比较多，缺
乏具备综合素质的复合创新型人才，农村劳动力结构无法满

足农村产业融合的现实需求。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

进，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已成为现实难题，
农业从业人员结构变化与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矛盾日益突出。

（４）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内生动

力不足之间的矛盾。 按每人每年 ２３００ 元（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２０１９ 年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 ５５１
万人。⑤他们多集中于生态环境脆弱的偏远山区、省际交界

的边缘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等深度贫困地区。 因远离经济

增长极，交通运输落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薄弱，这些地区

内生发展动力严重不足，实现收入持续稳定增长难度加大。
（５）农业农村绿色发展要求与农村资源环境可持续能力

不足之间的矛盾。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提
出，以生态环境友好和资源永续利用为导向，推动形成农业

绿色生产方式，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

化、产业模式生态化，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然而，现阶

段我国农业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２０１４ 年我国人均可再

生内陆淡水资源为 ２０６２ 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３５％，且存在地下水超采问题；２０１６ 年我国人均耕地为 ０．０９
公顷，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 ４７％⑥，且部分地区耕地基础地

力持续下降，农业资源硬约束加剧；工业和城市污染向农业

农村渗透，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加剧，农产品安全风险增加；农
业资源利用率低，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６）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农村基层治理能

力不足之间的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工

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也对乡村治理提出了具体的

要求。 然而，２０１６ 年，我国建有综合服务站的村占比只有

１４．３％，村党组织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的村占比为 ３０％，有村

规民约的村占比为 ９８％，集体经济强村比重只有５．３％。⑦现

实中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缺失，与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
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要

求存在明显的能力差距。

二、乡村振兴困境成因：传统动力作用消减

工业化前期，以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为主要

动力的传统农业发展动力本质上是通过工业资本注入方式

来提高农业资本有机构成的，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
进农业农村升级发展。 但在工业化中后期，这一传统动力已

面临动力消减、后劲不足的现实问题，长期的化学化发展虽

然提高了农作物产量，但土壤板结、食品污染、生态破坏等问

题已经成为制约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障碍，乡村发

展的传统动力已经不适应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要求。 从政

治经济学理论视角来看，决定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因素主

要有两个：一是生产力。 其表现在科技层面，体现人与物的

关系。 科技发展带来生产工具的改进，继而带来人类改造自

然能力的提高。 在农业生产领域，农业科技的创新发展以及

农业科学研究成果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情况决定了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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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的高低。 二是生产关系。 其表现在制度层面，体现人与

人的关系。 制度的内在规定性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即资

源的配置方式，初始配置和交换方式会影响社会福利分配的

公平。 如果某一部门（如农业部门）的收益能力长期被抑制，
那么该部门会表现出生产萎缩和技术改进低迷，即人与人的

关系制约了人与物关系的改进。 在农业部门，农业劳动组织

形式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管理水平也间接影响了农业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 本文参考吴未双⑧的方法，利用宏观统计

数据，按照剩余价值率和部门利润率计算方法，计算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８ 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与

利润率（见表 １）⑨，比较其与第二产业部门、第三产业部门

的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情况，由此分析 ２０００ 年以来尤其

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政策以来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变化情况以及影响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 我国农业农村发

展面临的传统动力不足，既有工业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原因，
也有社会体制发展带来的特殊性原因。 究其根本，农业部门

内部问题是发展动力不足的深层原因。
表 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本有机构成、

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

年份
劳动生产率
（元 ／ 人）

资本有机构成
（ｃ ／ ｖ）

剩余价值率
（ｍ ／ ｖ）

利润率
［ｍ ／ （ｃ＋ｖ）］

２００３ ４６８７．３ ３６．６６２ ５０．６３８ １．３４５
２００４ ６００１．８ ４２．２２７ ５９．８４６ １．３８４
２００５ ６５２０．８ ４６．２０８ ５９．６５８ １．２６４
２００６ ７３００．１ ４１．５８９ ５８．４５９ １．３７３
２００７ ９００５．３ ４３．４０７ ６０．１８３ １．３５５
２００８ １０８４９．１ ４６．４６０ ６３．５９９ １．３４０
２００９ １１６２４．５ ４５．８７１ ６３．３５７ １．３５２
２０１０ １３７５９．４ ４４．８８３ ６２．０６４ １．３５３
２０１１ １６８３８．８ ４６．８９２ ６４．９６１ １．３５６
２０１２ １９０４４．９ ４７．００３ ６５．３２３ １．３６１
２０１３ ２１９３８．７ ５０．７７０ ７１．００９ １．３７２
２０１４ ２４４０８．２ ４９．８８５ ６９．９１９ １．３７４
２０１５ ２６３５８．２ ４８．７３９ ６８．２６３ １．３７２
２０１６ ２７９７６．９ ４９．９１０ ６９．６６７ １．３６８
２０１７ ２９６５０．３ ４７．０２６ ６６．９５０ １．３９４
２０１８ ３１９６０．２ ６４．２９６ ６８．５３４ １．４１１

　 　 注：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国
家统计数据库以及政府部门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

１．农业科技创新动力不足，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偏低

农业劳动生产率是衡量农业劳动者生产效率的重要指

标，反映平均每个农业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农产品量

或产值，或生产单位农产品消耗的劳动时间。 本文采用每年

度第一产业产值年增加值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比值来计

算农业劳动生产率。 结果显示，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不

断提高，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４６８７．３ 元 ／人增加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３１９６０．２
元 ／人，增长了 ５．８ 倍。 但这一数值与美、日等农业发达国家

相比仍存在差距。 １９８０ 年日本农业工人人均增加值已达

１１３５８ 美元，美国为 １２１６７ 美元。⑩可以说，中国农业劳动生

产率仍处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起步阶段。 一方面，这
与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动力不足有直接关系。 农业的大型机

械化、智能化、数字化能力不足。 另一方面，这与我国人多地

少、小农户数量较多的基本国情有关。 受制于户籍制度影

响，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能力较弱，农业劳动组织管理滞

后，从而导致新兴资本注入力量不足。 劳动力尤其是小农户

转移入城不够，也致使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偏低，农产品的

国际竞争力也较弱。
２．新兴产业资本注入动力不足，农业资本有机构成

（ｃ ／ ｖ）偏低

马克思将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的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

的资本价值构成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在

数值上等于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消耗的不变资本与可变

资本的比值（ ｃ ／ ｖ）。 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我国农业资本有机

构成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３６．６６２ 上升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６４．２９６，已有较大

幅度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我国农业资本

有机构成偏低的因素主要包括：其一，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

水平低。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过程的专业化、标准化、信息化

水平不高，低成本、易推广的技术准备不足，物联网、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尚未在农产品耕、种、管、收等环节得到

推广应用，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左

右，农业生产机械化率仅为 ７０％左右，农业技术应用长期处

于低水平均衡状态。 其二，农业粗放式经营。 我国耕地、水
资源等自然资源利用率均较低。 全国耕地面积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３５２３．８６ 万公顷减少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３４９９．８７ 万公顷；２０１５ 年，
全国耕地平均质量等别为 ９．９６ 等，中等及低等耕地占全国耕

地面积的７０．５％；目前，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０．５４２，与发达国家 ０．７ 以上的利用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我

国亩均化肥用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２．７ 倍，有机肥利用率

均不足 ４０％，农药平均利用率仅为 ３５％。粗放型的生产方

式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还造成了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降
低了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

３．人力资本提升能力不足，农业部门剩余价值率（ｍ ／ ｖ）
相对偏低

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我国农业部门剩余

价值率（ｍ ／ ｖ）从 ５０．６ 上升到 ６８．５，其间有所波动，但整体仍

然不高。 其原因可能是：其一，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
２０１６ 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农业生产经营者

中年龄在 ５５ 岁及以上的占 ３３．６％，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

下的占 ９１．８％。这严重制约了农业劳动者素质的提升。 农

业生产分工专业化水平不足，农业劳动者生产技术水平和劳

动熟练程度均有待提升。 其二，土地规模化经营不足。 我国

农业户均耕地面积仅有 ７ 亩多，大体相当于欧盟的 １ ／ ４０、美
国的 １ ／ ４００。小农生产的土地细碎化、分散化，增加了机械

作业的难度和使用费用，农户缺乏投资农机的正向激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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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加大了社会化服务的实施难度，难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形不成土地规模效益。 其三，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缺乏规范化

管理。 这导致农业组织化程度处于较低水平，未形成标准

化、集约化生产经营模式，进而造成农业资本投资收益率明

显低于其他行业，难以完成本部门的资本积累，更难吸引社

会资本的进入。
４．农业 公 共 资 源 投 入 力 量 不 足， 农 业 部 门 利 润 率

［ｍ ／ （ｃ＋ｖ）］长期偏低

从表 １ 中可知，我国农业部门利润率长期维持在１．３４５—
１．４１１ 之间，远低于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 不考虑政府补

贴，２０１８ 年主要谷物单位面积平均利润为－２５４７ 元 ／公顷，连
续 ４ 年出现亏损额扩大的情况；单位面积成本利润率为

－１４．４９％，单位面积亏损程度为 １９７８ 年以来的最严重年

度。农业利润率长期偏低，反映了我国对农业公共资源的

投入力量不足，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农业生产性、经
营性服务长期供给不足且服务能力低下。 一方面，劳动力、
原材料、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高农业生产经营成本。 ２０１５
年，我国玉米、稻谷、小麦、大豆、棉花人工成本分别为美国的

１４．７８ 倍、４．１１ 倍、１６．３３倍、８．５ 倍、２８．２３ 倍，亩均土地成本分

别 高 出 美 国 的 ２９． ８６％、 ３４． ２８％、 １９４． ７７％、 ５５． ４５％、
２００．５１％。而我国目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以农机、技
术、农资服务为主，作业服务、质量服务、物流服务、品牌服务

等仅占其中的 ２０％左右，难以满足生产经营主体的多元化需

求；我国农产品流通成本占总成本的 ４０％左右，发达国家则

一般控制在 １０％以内。另一方面，我国农产品结构较为单

一，面临结构性过剩问题。 农产品市场价格持续走低，农产

品受到成本与价格的双重挤压，部分农产品出现国内外价格

倒挂现象，进一步压缩了农业部门的利润。

三、乡村振兴困境破局：实现新型动力转换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现代农村发展的动力转换，关
键在于充分发挥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及人自身

这一生产力核心要素的主观能动作用，破除制度障碍，促进

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实现从单要素生产率提高

为核心的旧动力向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核心的新增长动

力的转换。
１．积累农业物质资本，为农村新兴产业发展注入动力

以开放的姿态兴农业、建农村，积极稳妥推进城市资本、
工商业资本下乡，促进农业物质资本积累，推进智能化、数字

化、现代化的农业产业发展，推动传统农业的自然动力、人工

动力、机械动力、化学动力逐步向现代农业的数字动力、信息

动力、光电动力转型。 一是改革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宅基地

制度。 推进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以及宅基地所有权、
资格权、使用权的“三权分置”，破除城乡建设用地同地不同

权不同价的土地价值评估机制，推进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增减

挂钩机制，逐步放开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推进城乡土地要素

收益平等化，为新兴产业资本注入动力。 二是改革现行户籍

制度。 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减少农业人口，促进

农业发展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
升农业资本效率，为农业资本积累提供条件。 三是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培育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现代乡

村新兴产业，形成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并符合市场需要的产业

结构，发展现代有机农业，为农业的价值实现提供空间，提高

农业部门利润率。
２．积累农村生态资本，增强绿色经济发展动力

积极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恢复并积累农

村的生态资本。 一是增加农产品的生态附加值，改进循环农

业、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并以市场自由定价方式保障生态

有机产品的附加价值实现。 二是加大财政对农村生态环境

保护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村的绿色基础设施和绿色公共服

务，建设环境优美的美丽乡村，并使其逐步向乡村旅游、农场

采摘、自然保护、景观保护等新功能、新业态拓展，成为社会

绿色经济的发展动力。 三是统筹构建乡村生态空间与居民

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布局，结合地形地貌、村庄布局、山河水系

等因素，使人与自然的相处更为科学合理，既有利于生态保

护，又有利于绿色发展。 四是在乡村发展中建设生态文明，
重新审视绿色乡村的文化价值、乡愁价值、民俗价值，将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转化为经济价值，满足人们对美丽乡

村、生态乡村、田园乡村、富裕乡村的发展诉求。
３．积累农村人力资本，提升乡村创新创业能力

积累农村人力资本，通过优化乡村人才资源配置，改变

城乡劳动力单向流动格局，促进城市人才向乡村流动，培育

乡村本地人才，激发农村创新创业活力。 一是建立人才引进

机制，根据农村产业发展需要，落实更多优惠政策，引导高校

毕业生到农村创业兴业，逐步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支持政策

和服务体系。 二是建立本地人才培养机制，通过培育新型经

营主体、新型职业农民、村民自治集体组织管理者等新型农

业从业人才和管理人才以及农村非遗传承人、教育工作者、
旅游服务者、旅游服务经理等专业人才，提升农业经营和农

村管理效率，使乡村产业和管理走向现代化管理发展道路。
三是聚焦人才培育与提升，探索人才振兴的配套政策，设立

人才基金，畅通人才政策咨询、手续办理通道，开创人才社保

转移、社保覆盖、社保补贴等新政，鼓励外来人才以新村民身

份带动乡村创业，让村民留乡兴乡。
４．提升乡村综合治理能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建立乡村治理法治、德治和自治相结合的善治模式，推
进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一是加强法治保障。
用法治思维和法制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将集体资源管理、乡
村治安、环境治理、纠纷调处、文明新风等写入村规民约，形
成约束村民的行为规范。 二是探索发挥德治的治理机制。
在加强经济社会建设、弘扬乡里优良文化、维护公序良俗方

面，可设置乡贤参事会等载体，鼓励民众参与各种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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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让民众在讨论中形成道德共识和舆论压力。 三是完

善自治体系。 一方面，完善农户参与决策咨询机制，充分尊

重农户的主体地位，让其充分参与乡村振兴的各项决策，使
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决策主体；另一方面，强化农民的集体经

济参与机制，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通过构建共建共享机

制，使农民公平合理地分享现代化发展成果。
５．提升公共资源投入动力，提高农民福利水平

提升公共资源的投入动力，带动农村生产关系、农业生

产经营主体等诸多要素的深度革新，提高农民福利水平。 一

是加大对解决相对贫困的财政支持，培育农村发展新业态，
增强脱贫攻坚的产业支撑。 二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健全村庄基础设施建管长效机制，逐步将管护费用纳入

财政预算，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 三是建立城乡统筹

的基本公共服务经费投入机制，改善教育、医疗、卫生、交通、
信息、邮政等公共服务设施，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

一、制度并轨，实现从形式上的普惠向实质上的公平转变。
四是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构建新型农业补贴政策体系，
设立乡村就业创业引导基金，健全农业信贷担保费率补助和

以奖代补机制，建立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激励

约束机制，推进农业大灾保险试点和“保险＋期货”试点。 五

是优先保障资金，优化农业农村发展环境，提升农业现代化

经营水平，提高新型经营主体的市场竞争力和小农户的生产

经营能力，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格局。

注释

①严格来说，乡村振兴是乡村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一个特定阶段，尤其

是工业化中后期，乡村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发展这种特定语境下的

乡村发展战略思路，即乡村振兴的时间线要短于乡村发展。 本文论

述的时间线是当前一个阶段。 在此阶段，乡村发展的战略任务即是

乡村振兴，乡村发展面临的动力转换问题即是乡村振兴面临的动力

转换问题。 因此，本文视同在当前时间线下，这两者的语义等同，在
文中不做特别区分。 ②马晓河：《构建优先发展机制推进农业农村全

面现代化》，《经济纵横》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③万宝瑞：《中国农业发展

面临战略抉择》，《求是》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４ 期。 ④此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库公布的数据计算所得。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 ２０１９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２００２ ／ ｔ２０２００２２８＿１７２８９１３． ｈｔｍｌ，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 ⑥此

数据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公布的数据计算所得。 ⑦《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中央人民政府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３１９５８．ｈｔｍ，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 ⑧吴

未双等：《马克思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中国解释———兼对第一产业

长期低洼效应的原因剖析》，《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

２０１４ 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下）》，２０１４ 年，第 ４４６—４５３ 页。 ⑨本

文主要指标的计算方法为：Ｍ（农业剩余价值率）＝ （全国农林牧渔业

增加值－农林牧渔业职工工资总额－固定资产折旧） ／农林牧渔业职

工工资总额；ｑ（农业资本有机构成）＝ （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全国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农林牧渔业职工工资总额；Ｐ（利润率）＝ Ｍ ／ （ｑ＋

１）。 ⑩《中国农业科学院关于〈全国农业现代化评价结果〉的公示》，
农业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ｊｉｕｂａｎ．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ｆｗｌｌｍ ／ ｈｘｇｇ ／ ２０１７１１ ／ ｔ２０１７１１１７
＿５９０３９４５．ｈｔｍ，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吉文：《让农业“水龙头”发挥

更大效应》，《农村·农业·农民》（Ａ 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 《农业部

关于印发〈到 ２０２０ 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 ２０２０ 年农

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的通知》，农业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ｊｉｕｂａｎ．ｍｏａ．
ｇｏｖ．ｃｎ ／ ｚｗｌｌｍ ／ ｔｚｇｇ ／ ｔｚ ／ ２０１５０３ ／ ｔ２０１５０３１８＿４４４４７６５．ｈｔｍ，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国家统计局

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ｔｊｓｊ ／ ｔｊｇｂ ／ ｎｙｐｃｇｂ ／ ｑｇｎｙｐｃｇｂ ／ ２０１７１２ ／ ｔ２０１
７１２１５＿１５６３５９９．ｈｔｍｌ，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韩长赋：《全面推进　 重

点突破　 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环球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１１６８６６２５４＿１６２５２２，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８ 年中国农业和农村

形势分析及经济社会发展建议》，搜狐网， ｈｔｔｐｓ： ／ ／ ｍ．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２８９７９８４２４＿４９８７５０，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张云华：《中国农业已迈入

高成本时代　 如何提升竞争力》，《农村经营管理》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中国农产品流通行业发展模式与投资分析》，搜狐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 ／ ａ ／ １５９５９４３０５＿８０６６０１，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４ 日。

责任编辑：随　 园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ｏｎｇ Ｗｅｉ　 　 　 Ｑｉｎ Ｇｕｏｗ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ｖａｌｕ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ｌｏｗ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Ｉｔ ｉｓ ｕｒｇｅｎｔ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ｆｉｔ ｒａｔｅ， ｇｅｔ ｒｉ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ｌｅｖｅ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８

困境与破局：乡村振兴的动力转换与实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