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及其演化

石清华

　　摘　要：为了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需要不断演变和转化，特别是进入经济新常态后，更
迫切需要转换经济发展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要素投入、创新、政府政策，其
中要素投入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创新主要包含科技创新、组织创新和业态创新。 这三种发展动

力的演化显示出以下特征：要素投入由低级要素向高级要素演化；由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演化；政府政策一直

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 基于动力演化的特征，需要采取发展高级要素、加大创新力度、加强政策扶持等措施

进一步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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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的发展，需要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支撑；
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不断演

变和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获得了长

足发展，农村经济结构逐步优化升级，这正是源于我

国农村经济发展动力及其不断演变的强力支撑。 经

济新常态下，我国农村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

期，更需要找准并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基于西

方经济理论和关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动力的研究基

础，探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及

其演化规律，对于当前增添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动力，
推动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经济发展动力的理论基础

《现代汉语词典》第 ７ 版把“动力”解释为“比喻

推动工作、事业等前进和发展的力量”，即指推动力

量。 经济发展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人均的实际福利

增长过程，在数量上表现为社会财富规模的扩大，在
质量上表现为经济效率的提升。 因此，经济发展动

力是指推动经济在规模上扩张、在效率上提升的力

量。 经济理论中关于经济发展动力的理论蕴含在经

济增长理论中，按时间顺序，经济增长理论大致可分

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

增长理论。 此外，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也对经济

增长的动力进行了阐述。
古典经济学代表性人物亚当·斯密对经济增长

的动力进行了阐述。 他指出，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

有两种：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投入；二是提高劳动

的效率，而提高劳动效率在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

的数量［１］ 。 可见，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

源于要素投入，即劳动力投入和资本积累。 索洛和

斯旺建立了 Ｓｏｌｏｗ－Ｓｗａｎ 模型，亦称为新古典经济增

长模型［２］ 。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长期经济增

长的动力来自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是技

术进步，并不是劳动力和资本投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新经济增

长理论， 亦称内生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把知

识的外部性、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经济规模纳入经

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中［３］ ，在更大范围内揭示了经济

增长现象。 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知识、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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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此外，制度经济学理论

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有效的制度

安排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演化经济理论认为，经济

增长的根源不是自然资源、简单劳动和资本积累，
“它只存在于人类永无止境的知识探索和创新之

中，由创新引发的报酬递增是经济增长的基本现象。
经济的增长过程，就是人类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
技术、新管理方式进而导致经济总量增加的过

程” ［４］ 。
对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通过文献梳理

发现，学者们大多借鉴西方经济理论，主要关注三个

动力：一是要素投入。 在众多关于我国农村经济发

展动力的研究中，都突出了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

的作用。 也有学者对要素投入做了进一步分析，如
李国祥指出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现代生产要素是

我国农业发展的传统动力，在经济新常态下，信息、
知识、生态环境等新要素的作用日益突显［５］ 。 二是

政策制度。 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在政策制度不

断调整下进行的，政策制度的不断完善是我国农村

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大量研究指出，以家庭联

产承包制为代表的制度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我
国价格支持政策、财政支农政策、农业信贷支持政策

等强农惠农政策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

作用。 三是科技进步。 邓小平指出：“农业的发展

一靠政策，二靠科学。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

穷无尽的。” ［６］科技进步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

动力，已得到普遍认同。 许多学者借助全要素生产

力（ＴＦＰ）来测算技术进步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证实了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是我国农村经济发

展的动力。
综上，早期的经济理论强调劳动、资本等要素投

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而现代经济理论突出了知识、
技术进步、创新、制度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学者们对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动力的研究，大多是基于经济学

经典理论进行的，主要关注的还是经济学理论提出

的要素投入、政策制度、科技创新等发展动力。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
经济发展的动力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发展动力的阐述可

知，要素投入、知识、技术进步、创新、制度等是经济

发展的主要动力。 借鉴经济增长动力理论，并结合

我国农村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要素投

入和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引致的技术进步）在我国

农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是农村经济发展的

主要动力。 同时，有效的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政

府政策）也一直起着关键作用。 因此，结合经济增

长理论和我国农村实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

济发展的动力主要包含三个方面：要素投入、创新和

政府政策。
（一）要素投入与经济发展

要素投入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可以从生产函数

关系中看出，要素投入增加会带来产出的增加。 亚

当·斯密指出，生产性劳动的数量和资本积累的数

量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１］ 。 对我国农村经济来

说，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是促

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动力。
１．劳动力和资本投入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基数大。 改革

开放以来，虽说农村人口的占比在缓慢地逐年降低，
但人口的绝对数在 １９８０ 年近 ８ 亿，此后逐年增加，
１９９５ 年我国农村人口达到最大值 ８５９４７ 万，此后又

逐年减少，到 ２０２０ 年，农村人口还超过 ５ 亿①。 因

此，虽说我国农村人口相对占比在逐步减少，１９９５
年以后绝对人口数也在减少，但农村人口绝对数还

是非常庞大。 巨大的农村人口规模提供的源源不断

的劳动力，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第一产业（农、林、牧、渔

业）的投资逐年增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由于我国资

本比较稀缺，第一产业投资增长缓慢，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第一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才过百亿元。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对第

一产业的投资力度明显加大。 ２００３ 年第一产业固

定资产投资额突破 ５００ 亿元，达到 ５１８ 亿元；２００７
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突破千亿元，达到 １０９６
亿元；２０１８ 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突破万亿

元，达到 １１０７５ 亿元②。 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
资本的持续投入，提高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物质条件

和技术水平，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动力。
２．自然资源

农村经济的发展依附于自然资源，各地农村大

都是根据当地的自然资源状况发展农业，因此，丰富

的自然资源是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动力。 我国

自然资源总量大，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显示，我国共

有耕地 １２７．９ 万平方公里，林地 ２８４．１ 万平方公里，
草地 ２６４．５ 万平方公里③。 ２０２０ 年我国水资源总量

为 ３１６０５．２ 亿立方米④。 另外，各地自然资源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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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北地区光照丰富、温差大；东北地区地形平坦

开阔，耕地面积广大，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华北地区

光热充足，土层深厚肥沃；南方地区雨热同期，光热

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 各地自然资源的独特性为

当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创造了条件。
（二）创新与经济发展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已成为普遍共识。 无

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新经济增长理论，都
强调了创新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对我国农村经济来

说，创新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１．科技创新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业还处在“靠天吃饭”的
阶段，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整体水平已进入世

界第一方阵， ２０２２ 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６２．４１％”⑤，农业科技创新已成为支撑我国农村经

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取得

了以杂交育种为代表的重大技术突破，逐步建立了

有效的病虫害监测与防治体系，建立了中央和地方

多层次的农业科研体系，建设了一批农业科研平台

和实验室。 在新兴的农业信息化、智能化方面，２０１８
年，“我国智能农机与机器人、无人机植保服务、农
业物联网、植物工厂和农业大数据等板块占全球农

业科技市场的比例，分别达到 ３４％、４５％、３４％、３０％
和 ３０％”⑥。

２．组织创新

在我国农业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以家庭生产

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小农经济组

织模式是依靠家庭的自我耕作，满足家庭成员自身

生活需要的小规模农业经济。 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的转变，为了提高农业的市场竞争力，适应

农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的需要，我国农村在家庭联

产承包制基础上，进行了组织创新，涌现出了形式多

样的新型农业组织。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

示，截至 ２０１６ 年，全国农业经营户 ２０７４３ 万户，其中

规模农业经营户 ３９８ 万户；全国农业经营单位 ２０４
万个；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农民合作社总数 １７９ 万个，
其中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为主的农民合作社 ９１
万个⑦。 组织形式的创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
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３．业态创新

农业业态是指多元要素融合而成的不同农产品

（服务）、农业经营方式和农业经营组织形式［７］ 。
近年来，通过不同方式的资源融合，农村新业态新模

式层出不穷，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比如，

近年来，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迅速，２０２１ 年农业农

村部公布了中国美丽乡村名单 ２５４ 个，２０２０ 年即使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国乡村休闲旅游业仍然

接待游客约 ２６ 亿人次，营业收入 ６０００ 亿元，吸纳就

业 １１００ 万人⑧。 再比如，生物农业、智慧农业不断

发展壮大，农产品电商高速增长，２０２０ 年全国农村

网络零售额达到 １．７９ 万亿元，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

额达到 ４１５８．９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６．２％⑨。 此外，订单

农业、社区支持农业等新业态近些年也不断发展。
农业新业态的多样化发展，使得农业由单纯的经济

功能向生态功能、文化功能拓展。
（三）政府政策与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政策是促进我国农村经济

发展的关键因素，政府针对每个时期农村经济的特

点和问题，适时推出相应的政策，有效地推动了我国

农村经济的发展。 从表 １ 可以看出，我国农村经济

的每一步发展，都与相关政策的推出息息相关。 从

１９８２ 年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明确指出建立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方式开

始，我国从土地政策、农产品流通体制、农村税费及

补贴政策、城乡统筹发展等各方面不断推出新政策，
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
经济发展动力的演化

　 　 经济发展动力的不断演化和转变，促进了我国

农村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 动力的演化，意味着促

进经济发展的原有动力在弱化，而新动力的作用在

增强。 要素投入、创新和涉农政策的不断演化，是推

动我国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源。
（一）我国农村要素投入的演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具体的要素投入在不断演化，
因此，可从时间维度和具体要素投入维度两个方面

来分析我国农村要素投入的演化。
１．基于时间维度的演化

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要素投入主要有自然

资源、资本（基础设施）和劳动力。 农村要素投入演

化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１９８０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农村

经济比较落后，农村社会普遍缺乏资本，促进经济发

展的要素投入主要是具备一定简单劳动能力的劳动

力和可用于种植和养殖的自然资源。
在第二阶段（１９９０ 年代和 ２０００ 年代），随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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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我国重要涉农政策文件列表

时间 政策文件 基本内容

１９８２ 年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明确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性质

１９８５ 年 《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将市场机制引
入农村经济

１９９１ 年 《关于进一步搞活农产品流通的通知》 搞活农产品流通

１９９２ 年 《关于促进乡镇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报告》 加大乡镇企业改革力度，进行产权制度等一
系列改革

１９９７ 年 《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 家庭联产承包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
定下来

２０００ 年 《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直至 ２００６ 年全面取消
了农业税

２００４ 年 《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对种粮农民实行“三项补贴”
２００６ 年 《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新农村建设

２０１０ 年
《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
干意见》 城乡统筹发展

２０１７ 年
《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
动能的若干意见》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２０１８ 年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乡村振兴

２０２０ 年 《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　 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 实现全面小康

２０２１ 年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镇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不断进入城市，农村仅具备

简单劳动能力的劳动力不断减少。 同时，随着资本

投入的增加，农村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主要表现为农

村交通运输不断发展，农田水利设施不断完善，农业

机械大量运用，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成为促进农村

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另外，随着农村旅游业的兴

起，供欣赏、游乐的农村自然资源也进入了农村经济

系统［８］ 。
在第三阶段（２０１０ 年代至今），随着经济进一步

发展，城镇化进一步深化，农村仅具备简单劳动能力

的劳动力进一步减少，但文化水平更高、具有一定技

能和管理能力的复杂劳动者在增加。 同时，人民生

活比较富裕后，农村健康养老等服务产业开始兴起，
农村自然资源中与良好的养生环境相关的资源也开

始进入农村经济系统。
２．具体要素投入的演化

首先，自然资源的演化。 在经济发展初期，自然

资源主要用于种植和养殖，自然资源的属性表现为

经济资源。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旅游业开始兴起，
供欣赏、游乐的自然资源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新

的因素。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生活日益富

裕，农村健康养老等产业开始兴起，良好的养生环境

也开始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 因此，随着

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源由

经济资源向旅游资源、康养资源演化。
其次，资本的演化。 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资本

缺乏，资本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随着经济的

发展，农业经济中资本的投入不断增加，而随着存量

资本和增量资本的不断增加，农村的物质条件和技

术条件不断进步，农村交通、农田水利设施、农业机

械等基础设施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 可见，资本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已成为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最后，劳动力的演化。 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

济落后，农村的劳动力主要是具备一定简单劳动能

力的劳动力。 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

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具备简单劳动能力的劳动力开

始减少，但知识文化水平更高、具有一定技能和经营

管理水平的复杂劳动者不断增加，简单劳动者向复

杂劳动者演化。
（二）我国农业创新的演化

我国农业创新主要体现在农业科技创新、农业

组织创新和农业业态创新三个方面，因此，可从这三

个方面探究我国农业创新的演化。
１．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演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演化大致

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高产高效阶段，２０ 世

纪八九十年代，农业生产率落后，农产品产量不足，
农业科技创新主要体现在追求高产高效上。 农业科

技创新主要包括培育高产高效品种、推广高产栽培

技术等。 第二阶段是优质阶段，２１ 世纪初，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生活质量的追求，科技创新

进入到追求农产品质量阶段，农业科技创新体现在

提高农产品品质、生产优质农产品、发展特色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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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色养殖上。 第三阶段是绿色安全阶段，２０１０ 年

以来，农产品安全成为农业科技创新关注的焦点。
长期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和食品添加剂，不仅损害了

人的身体健康，还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农产品安

全、绿色发展成为近年来农业科技创新的关注点。
２．我国农业组织创新的演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组织创新的演化大致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３ 年），随着家

庭承包经营制的推行，１９８３ 年全国 ９５％的农户实行

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是农业组织的典型形

式。 第二阶段（１９８４—１９９１ 年），农业组织形式中出

现了农业专业户。 １９８４ 年中央提出了发展商品经

济，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出现了许多农业专业户，如
种粮种菜专业户、养殖专业户等。 第三阶段（１９９２
年以后），农业组织形式中出现了家庭农场、农业企

业和农业合作社。 １９９２ 年中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在农村市场化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家庭农

场、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社等多种形式的经营组织。
３．我国农业业态创新的演化

我国农业业态创新的演化主要分为三个方向：
服务型农业新业态、社会化农业新业态、创新型农业

新业态［９］ 。 第一，服务型农业新业态。 农业服务功

能的拓展，推动农业与服务业融合而形成服务型农

业新业态。 比较典型的是发挥农业的休闲、生态等

服务功能，产生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等服务型农业新

业态。 随着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人们对休

闲等服务的消费需求增加，为服务型农业新业态带

来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社会化农业新业态。
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化，催生了订单农业、社区支持农

业、农村养老服务业等社会化农业新业态。 城乡一

体化发展，为社会化农业新业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空间。 第三，创新型农业新业态。 随着现代生物技

术、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向农业渗透，衍生出了创新型

农业新业态。 近年来出现的创新型农业新业态包括

生物农业、智慧农业、农业大数据、农产品电子商务

等［１０］ 。
（三）我国涉农政策的演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涉农政策的演化大致分为

四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１ 年）。 １９７８ 年开

始实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１９８３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在全国普遍推行，１９８５ 年逐步开展主要农副产

品的统购统派制度改革，并开始将市场机制引入农

村经济发展中。 第二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年）。 １９９２
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涉农政策也开始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方向调整，初步建立了农产品市场体系。 １９９７ 年中

央提出保持农村土地制度的稳定，将土地承包期延

长 ３０ 年。 第三阶段（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０３ 年颁布

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提出了“有偿进行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 ［１１］ 。 ２００４ 年确立取消农业税的目标，
同时对种粮农户实行“三项补贴”，２００６ 年全面取消

农业税。 农村医疗、养老保险制度开始逐步建立，
２００３ 年起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推行，２００９ 年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 第四阶段（２０１２ 年至

今）。 ２０１４ 年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 改革开启，
２０１５ 年精准扶贫政策全面实施，消灭了绝对贫困，
２０１７ 年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制定了相关实

施政策， ２０２０ 年中央提出建立农村现代化经济

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顺应农村经济发展，政府出

台了大量涉农政策，从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到

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改革，从取消

农产品统购统派制度到建立市场化程度较高、多层

次的农产品流通体系，从全面取消农业税到实行农

业补贴，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建立农村现代化

经济体系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成为促进农村经济

发展的关键动力，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动力的演化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不

断演化，显示出如下特征：
１．要素投入由低级要素向高级要素演化

改革开放以来，要素投入明显呈现出由低级要

素向高级要素演化的特征。 １９８０ 年代改革开放之

初，农村资本稀缺，要素投入主要是具有一定简单劳

动能力的劳动者，自然资源的利用主要限于经济资

源。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资本要素投入不断增加，
导致农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

提高，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的重要动力。 同时，简单劳动者减少，具有一定知识

技能和管理能力的复杂劳动者不断增加，知识、科
技、先进管理技能等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增

强。 此外，自然资源的利用由经济资源向旅游资源、
康养资源演化，显示出多样化、高级化的演化特征。

２．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演化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

新驱动转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改革开放初期，无
论是科技创新、组织创新还是业态创新，其整体水平

都非常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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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投入，即大量简单劳动力和自然资源。 随着经济

发展，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以及政府政策的完善，要素

投入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下降，而创新在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提升。 在经济新常

态下，创新已成为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引

擎。 在创新的推动下，我国农村经济不断进行结构

调整、转型升级，已形成种养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等多种产业并存的局面。

３．政府政策一直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

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
是各种动力共同促进的，其中政府政策的不断调整

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 以农村最根本的土地产权制

度改革为例，农村改革起源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推行，此后，为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国家不断完

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１９９７ 年中央提出了延长土地

承包期，２００３ 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提出

了土地经营权流转，２００８ 年中央提出稳定土地承包

关系长久不变，２０１４ 年开启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
营权“三权分置”改革。 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

革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出，国家的土地政策一直是推

动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他涉农政策同

样如此。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

出台的大量涉农政策，成为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

的关键动力。

四、基于农村经济发展动力演化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动力的不断演化

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目前，我国已进入经济新

常态，正在进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基于农村经济

发展动力的演化特征，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需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发展高级要素

经过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经济已

逐步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 从要素投入演化的历程

和农村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来看，目前要素投入

的关键在于发展高级要素。 为此，需要从以下两点

入手。
第一，培育高素质人才。 高素质人才缺乏是当

前阻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要建立多层

次培训体系，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力度，将其培

养成为既具备农业知识和技能，又懂农业经营管理

的高素质人才。 我国各地农村应结合当地实际，建
立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教育培训体系，面向广大农

村劳动力开展培训。 通过教育培训，全面提升农村

劳动力的综合素质。
第二，挖掘多样性的农村资源。 在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同

时，挖掘农村独特的自然山水资源；挖掘历史遗迹、
红色资源等历史人文资源；挖掘农村中具有历史底

蕴的民间艺术、民俗文化资源，如手工艺品、服装服

饰、节庆习俗、风俗习惯等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 通

过挖掘多样性的农村资源，提升农村资源的利用

效率。
（二）加大创新力度

创新已成为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新引擎，需
要加大创新支持力度，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组织创新

和业态创新，通过创新实现我国农村经济的现代化。
第一，强化农业科技创新。 政府要在资金投入、

税费政策、信贷政策等方面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的

支持力度，重点支持先进的现代育种技术、农业信息

化技术、绿色有机农业技术等研发。 同时，要进一步

支持农业科技推广系统为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农业

技术推广、技术转让等服务。
第二，支持农村业态创新。 首先，营造良好的农

村业态创新氛围。 农村基层干部应加强宣传和传播

有关业态创新的信息，同时要努力学习新知识，掌握

新技能，积极参与业态创新，发挥业态创新指导和示

范作用。 其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对农村新业态

从业者，提供优惠的授信条件和贷款支持，简化贷款

手续。 最后，强化人才培训。 针对农村新业态发展

需求，积极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合作，加强对农村

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培训。
第三，加快农业组织创新。 一方面，顺应农村市

场化发展需要，依据市场需求推动组织创新发展；另
一方面，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 在农业企业、家
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组

织创新中，要形成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让参与农民

都能获得合理的收益。
（三）加强政策支持

在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政策一

直发挥着关键作用。 为了顺应当前农村经济发展，
政府政策支持需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

第一，加强农业补贴支持。 一方面，完善农产品

价格支持政策，逐步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 目

标价格制度可以在坚持市场机制的同时保护农民利

益。 当前，随着农村市场经济日益成熟，农产品价格

支持应逐步转向目标价格制度。 另一方面，优化政

６５

　 ２０２３ 年第 ７ 期



府直接补贴政策。 根据我国农业发展现状，政府直

接补贴应体现在“三个倾斜”上，即直接补贴向粮食

主产区倾斜、向重要农产品倾斜、向绿色农业倾斜。
第二，营造良好的农村经济发展环境。 一方面，

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化

服务功能单一、服务能力不强。 因此，政府应出台优

惠政策，支持农村社会化服务机构做大做强，同时要

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扩大资金

来源。 另一方面，优化农村金融环境。 农村金融环

境不优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需要

从多方面着手来改善农村金融环境：一是依托农村

基层政府，建立农村社会信用体系；二是针对各地农

村实际，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三是规范民间借

贷行为，拓宽农村融资渠道。

注释

①②此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中国统

计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版。 ③此处数据来源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

要数据公报》，自然资源部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ｎｒ． ｇｏｖ． ｃｎ ／ ｄｔ ／ ｙｗｂｂ ／
２０２１０８ ／ ｔ２０２１０８２６＿２６７８３４０．ｈｔｍｌ，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 ④此处数据来

源于《２０２０ 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发布》，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０７ ／ １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２４５１５．ｈｔｍ，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⑤此处数据来源于《迈入世界第一方阵！ ２０２２ 年全国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达 ６２．４％》，光明网，ｈｔｔｐｓ： ／ ／ ｔｅｃｈ．ｇｍｗ．ｃｎ ／ ２０２３－０１ ／ １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３６３１１７５８．ｈｔｍ，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⑥此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农业

科技发展 ７０ 年》，农业农村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ｚｔｚｌ ／
７０ｚｎｃｊ ／ ２０１９０９ ／ ｔ２０１９０９１６＿６３２７９９４．ｈｔｍ，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⑦此处

数据来源于《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二号）》，国家统

计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ｃｎ ／ ｓｊ ／ ｔｊｇｂ ／ ｎｙｐｃｇｂ ／ ｑｇｎｙｐｃｇｂ ／ ２０２３０２ ／
ｔ２０２３０２０６＿１９０２１０２．ｈｔｍｌ，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⑧⑨此处数据来源于

《拓展农业多种功能　 提升乡村多元价值———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

发展司负责人就〈关于拓展农业多种功能　 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农业农村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ｃｃｙｓ．ｍｏａ．
ｇｏｖ．ｃｎ ／ ｇｚｄｔ ／ ２０２１１１ ／ ｔ２０２１１１１８＿６３８２４８４．ｈｔｍ，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参考文献

［１］郑予洪．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简明述评［Ｊ］ ．商业经济，２０１３（３）：
９－１１．

［２］潘士远，史晋川．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个文献综述［Ｊ］ ．经济学季

刊，２００２（３）：７５３－７８６．
［３］杨依山，杜同爱，武鹏飞．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的界定、发展

及其评价［Ｊ］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１）：１０８－１１４．
［４］崔学锋．现代演化增长理论的兴起、现状与未来［ Ｊ］ ．经济与管理

评论，２０１４（１）：２４－２８．
［５］李国祥．论中国农业发展动能转换［Ｊ］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７（７）：

２－１４．
［６］邓小平．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２ － １１ － １３）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ｚｈｉｓｈａｎ．ｓｅｕ．ｅｄｕ．ｃｎ ／ ２０１２ ／ １１１３ ／ ｃ９０００ａ７
４５５１ ／ ｐａｇｅ．ｈｔｍ．

［７］前瞻产业研究院．我国农业新业态发展形势分析［ Ｊ］ ．（２０１８－０９－

２５）［２０２３－０１－１０］．ｈｔｔｐｓ： ／ ／ ｆ． ｑｉａｎｚｈａｎ． ｃｏｍ ／ ｘｉａｎｄａｉｎｏｎｇｙｅ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８０９２５－１ｅ５ｄｃ７３ａ．ｈｔｍｌ．

［８］孙久文，张静．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三维演化”框架研究［Ｊ］ ．中国

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３）：８２－９２．
［９］陈慈，陈俊红，龚晶，等．农业新产业新业态的特征、类型与作用

［Ｊ］ ．农业经济，２０１８（１）：３－５．
［１０］陈慈，陈俊红，龚晶，等．当前农业新业态发展的阶段特征与对策

建议［Ｊ］ ．农业现代化研究，２０１８（１）：４８－５６．
［１１］黄茂兴，叶琪．新中国 ７０ 年农村经济发展：历史演变，发展规律

与经验启示［Ｊ］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９（１１）：３－２１．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ｔｕｓ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Ｓｈｉ Ｑｉｎｇｈｕ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ｔｕ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ｕｒｇｅｎｔ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ｉｍ⁃
ｐｅｔｕ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
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ｐｕｔ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ｐｕ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ｍａ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ｍｐｅｔｕ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ｐｕｔ ｈａｓ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ｏｗ－ｌｅｖｅ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ｐｕｔ－ｄｒｉｖｅｎ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ｋｅｙ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ｍｐｅｔｕ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ｔａｋ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ｍｐｅｔｕ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责任编辑：澍　 文

７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及其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