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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提出实行乡村振兴战略，随后国务院颁

布了相关实施意见与规划，把“三农”问题提到历史

高度。乡村振兴战略不是单纯重视并发展乡村经济，

而应着重从“城乡融合”的视角来解读其重大意义及

其现实路径。首先，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之中的“不

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为“城乡差别”，而化解“城

乡差别”正是实现“城乡融合”；其次，不论是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乃至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要在消除城乡差别的基础

上，进一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即普遍发展之上

的“城乡融合”；第三，乡村振兴是在城镇化积累的

物质基础上推进的，包含着传统“以城带乡”的发

展，同时乡村振兴必然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模

式，这模式就是“城乡互促”式的“城乡融合”。

1　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城

乡融合”

1.1　有利于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缩小“城

乡差别”

十九大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

化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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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今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体

现在农村领域，我国最大的不平衡体现在城乡发展的

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体现在农村发展的不充分。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末，我国城

镇常住人口８亿多人，还有近6亿农村人口居住在农

村。我国农村资源丰富，农村居住人口众多，还未做

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对比差距

明显。实行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

矛盾。

1.2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具

体要求——促进“城乡一体化”

我国已经总体上建成小康社会，然而这总体上

的小康是发展不平衡的小康，只是总体上的小康，没

有消灭差距，特别是城乡差距。十六大报告指出，在

20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扭转

城乡差别也是目标的内涵所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是建设一个惠及最大多数人的小康社会。农村贫困人

口占我国贫困人口较大比例。建设惠及最大多数人的

小康，首先就要逐步使贫困人口脱贫，其次要缩小收

入的差距，两者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农村，这也是乡

村振兴的内涵之一。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要进

入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两个阶段的时间节点与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中的时间节点是相重合的，意味着社会主义

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是同步进行、互相促成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其内在要求包含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在推

动城镇现代化的同时，更要注重乡村的现代化，这也

是乡村振兴的具体要求。

2　增进“城乡互促”的“城乡融合”

2.1　以乡村振兴化解当前城镇化难题

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改革开

放40年以来，城镇化率提升了40%左右，快速的城镇

化过程同时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太

大，土地用地紧张，房价上涨过快，配套设施及公共

服务跟不上，进城务工人员及子女在住房、就业、医

疗、教育等方面的基本民生保障问题得不到有效解

决，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日益突出，人群复

杂与监管不全面给城市的和谐与稳定带来严重影响。

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除了在城镇化中解

决，还应积极寻求侧面解决的办法，即在乡村振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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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解决。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行，必将积极引导部

分城市居民以及进城务工的农民返乡就业，一定程度

上有利于缓解城市人口膨胀的压力，以及住房、就

业、医疗、教育、交通、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有助于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安定稳定。

2.2　夯实“以城带乡”，促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不是意味着单靠乡村自己的振兴就

可以发展。乡村振兴是现阶段的目标，但是其手段仍

然需要传统的“以城带乡”。传统的“以城带乡”，

主要是从区位上来考虑，以充分发挥地理位置优势，

以中心城镇的发展向四周乡村辐射，扩大城镇化面

积，提高城镇化率。乡村振兴，理所当然包含传统

“以城带乡”的模式，因为传统模式事实上就是为了

振兴乡村经济。“以城带乡”还应包含另一层次的含

义，即改革开放40年以来城镇化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

财富，过去都是以农业补工业，现在我们有物质也

有这个能力来以工促农，“以城返乡”。在2016年国

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

中，明确指出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目标在2020

年、2030年分别达到60%、70%。我们要实现城镇化

的目标，仍然要继续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即便是目前

已经完成了近60%的城镇化率目标，离发达国家平均

80%以上的城镇化率还有遥远的距离。我国当前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不是弱化城镇化，而是意在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并重，实际上是强

调加强城镇化的同时注重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在乡

村振兴的过程当中不断扩大城镇化的范围。

3　探索“以乡促城”，促新型城镇化

乡村振兴绝不仅仅是恢复乡村文化或者挖掘特

色文化，化解“乡愁”的方式与手段，如果仅止于此

未免显得太浪漫主义；乡村振兴也绝不仅仅是满足乡

村的振兴与发展，如果仅止于此根本不能可持续发

展。乡村振兴的基础与根本在于“产业兴旺”，只有

产业兴旺才能真正带动乡村振兴。如今乡村产业振兴

主要通过第三产业，主要发展类型可分为：文化类、

自然环境特色类、休闲体验类等。这些农村发展必须

有自己的特色并针对性地规划发展，否则千村争相模

仿，豪无自己的特色就没有投资的价值。另外，零散

的村庄即便根据自己的特色发展，倘若没有形成抱团

优势，特别是配套设施与公共服务跟不上，也无法实

现可持续发展。正如上节所述，乡村振兴应包含“以

城带乡”的传统发展模式，但是在此基础上要发展出 

“新型城镇化”的模式，这种“新型城镇化”内涵地

包括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即从传统的注重城市

人口与空间扩张的城镇化转化为注重人的城镇化，以

提高人的生活品质和文化内涵为重点的城镇化。“新

型城镇化”的模式与传统模式，在外延上的区别还在

于，不再一味强调地理位置的毗邻与帮衬，而是追求

自己独特的、独立的发展道路。例如，若干个乡村选

择同样的优势资源，壮大公共可支配服务与资源，在

某个较大的区域范围内形成连片发展，这事实上就是

城镇化的过程。这种“城镇化”是乡村振兴的战略，

同时是真正地促进了城镇化。

4　“城乡融合”共筑新的经济增长点

受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全球经济

下滑明显，我国经济增长也从2008年开始缓慢降速。

虽然世界经济有望缓慢复苏，但是贸易保护主义仍然

威胁世界贸易增长。另外，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各种

问题以及城市发展存在瓶颈，依靠城市发展的后劲与

潜力不足。从国内外来看，都急需开拓新的经济增长

点。而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农业大国，农村面积大、

人口众多、可利用自然和文化资源多，而且在着力推

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注重城市规模化并未充分发掘农村

资源，因而今后农村在人力、物力等方面可开发的后

劲十足，特别是在特色人文资源方面。例如，农村集

体资产的充分利用、特色民俗文化村庄的开发、特色

小镇的建设等乡村振兴发展点都可以作为新时代我国

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提升乡

村经济以及保护与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农村文化，更

在于在夯实“以城带乡”的基础上，注重城乡并举的

“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发展国家经济，以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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